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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点飘香 烘焙富民
本报记者 赖永峰

春日里的江西省鹰潭市信江

新 区 周 塘 村 ，空 气 里 飘 散 着 淡 淡

的香甜味道。

“香味是烘焙房飘出来的。”周

塘村党支部书记周松自豪地介绍，

周塘有“鹰潭烘焙第一村”的美誉，

改革开放以来，烘焙产业成为村里

最具特色的富民产业。“全村 3700

余人，有 2200 多人在外做糕点，每

年收入 2 亿多元。”

周 塘 村 东 路 口 ，“ 烘 焙 小 镇 ”

的路牌引人注目。道酥源烘焙旗

舰 店 位 于 路 口 不 远 处 ，店 内 播 放

着轻音乐，上午 10 点多，就有不少

年轻人前来“打卡”。店长卉子介

绍，受到年轻人青睐，不光是因为

“脏脏包”“奶酥片”等新品美味可

口 ，更 重 要 的 是 可 以 满 足 社 交

属性。

村里的焙焙工坊还打造了烘焙

体验室，吸引消费者体验产品制作

过程。焙焙工坊负责人彭林元介

绍，工坊针对情侣、家庭等不同群体

的需求推出各种烘焙体验课程，从

卖产品变为卖体验。

彭林元说，回乡不只是情怀，更

是因为当地良好的发展环境。周松

介绍，鹰潭市优化行政许可、金融、

水电气等服务措施，减少企业经营

成本，并建立了鹰潭烘焙产业信息

数据库，使产业上下游串联，助力产

业加速发展。

销售模式的改变，也让产业回

归成为可能。周塘村建设电商销售

基地，打造“网红打卡点”，助力当地

烘焙产业“出圈”。

烘焙产业吸引不少客商纷至沓

来。罗宾汉食品公司负责人王记来

自安徽，2023 年落户周塘村。“这里

烘焙业态很丰富，从烘焙器具、原材

料、销售，到熟练师傅，我们都能在

村里联系到。”王记说，不远处就有

高铁站和高速公路，交通便利，出货

便捷。

如今，周塘村打造了更多“烘

焙 +”应 用 场 景 ，建 成 集 烘 焙 科 普

教 育 、创 意 体 验 、研 发 培 训 、产 品

营 销 为 一 体 的 文 化 旅 游 综 合 体 。

目 前 ，投 资 1 亿 元 建 设 的 烘 焙 博

物馆已经建成。

破解退役电单车利用难题

朱轶琳

作 为 数 字 经 济 时

代的新兴产物，共享电

单 车 不 仅 为 城 市 出 行

提供了便捷选择，还成

为 绿 色 出 行 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据报道，当前

我 国 共 享 电 单 车 已 在

1000 多 个城镇、区县投

放运营，用户规模已超过

2 亿人，日均骑行订单达

3000 万。

共 享 电 单 车 的 大

规 模 投 放 和 快 速 更 新

换代，导致大量尚未达

到 设 计 寿 命 的 电 单 车

被 提 前 淘 汰 。 退 役 电

单 车 的 处 理 问 题 日 益

凸显，可能成为制约该

行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关

键 因 素 。 该 现 象 值 得

关注。

首先，不少退役车

实 际 尚 未 达 到 使 用 寿

命 ，仍 保 持 正 常 使 用

功 能 ，特 别 是 电 机 、车

架 等 耐 用 部 件 ，利 用

价 值 较 高 。 再 者 ，锂

电 池 内 部 含 有 重 金 属

和 其 他 化 学 成 分 ，如

未 得 到 合 理 处 置 ，极

有 可 能 导 致 环 境 污

染 。 因 此 ，若 无 法 实 现 对 共 享 电

单 车 的 有 效 回 收 与 循 环 利 用 ，不

仅 会 造 成 资 源 浪 费 ，还 可 能 引 发

环境污染问题。

当前，退役电单车的处理还存

在诸多不足，如缺少对口政策、缺

乏专门的回收渠道、回收体系不完

善、循环利用技术不成

熟等。

针 对 上 述 问 题 ，

相 关 部 门 应 出 台 政

策 ，明 确 共 享 电 单 车

运 营 企 业 在 循 环 利 用

方 面 的 责 任 和 义 务 。

同 时 ，建 立 健 全 回 收

体 系 ，通 过 设 立 专 门

的 回 收 点 、提 供 便 捷

的 回 收 服 务 等 方 式 鼓

励 用 户 和 企 业 积 极 参

与 回 收 工 作 。 此 外 ，

还 应 加 大 对 循 环 利 用

技 术 的 研 发 支 持 力

度 ，提 高 各 部 件 的 再

利 用 率 和 资 源 化

水平。

行 业 协 会 和 龙 头

企 业 也 应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 可 以 组 织 制 定 相

关 标 准 体 系 ，规 范 循

环 利 用 部 件 的 认 证 、

电 池 的 回 收 拆 解 等 环

节 ，确 保 全 过 程 的 安

全 和 环 保 。 同 时 ，通

过 技 术 交 流 与 合 作 ，

推 动 共 享 电 单 车 循 环

利 用 技 术 方 面 的 创 新

和进步。

解 决 共 享 电 单 车

循 环 利 用 问 题 绝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功。政府应提供政策引导和支持，

企业应承担起主体责任，社会应营

造 良 好 的 舆 论 氛 围 和 监 督 环 境 。

政府、企业、社会各方携手并进，形

成合力，才能确保共享电单车行业

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福建铺展“活优富美”壮丽画卷
本报 北 京 4 月 8 日 讯（记 者 祝 伟）

国 务院新闻办 8 日举行“推动高质量发

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福建省有关

负责同志围绕“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

要任务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

践”介绍了相关情况。

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说，今年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活优富美”新

福建 10 周年。10 年来，福建全方位推进

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总量连跨 3 个万

亿元台阶，从 2.5 万亿元增加到 5.4 万亿

元、居全国第 8 位，人均 GDP 从 6.4 万元

增加到 13 万元、居全国第 4 位。“新时代

新福建建设迈上了新台阶，一幅中国式

现代化的壮丽画卷正在八闽大地徐徐展

开。”赵龙说。

在建设富强福建方面，福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加快构建，拥有 41个工业行业大类

中的 38 个，并呈现出向高端化攀升、向智

能化挺进、向绿色化转型等特征。目前，福

建省清洁能源的装机比重已达到63%。

在建设创新福建方面，福建不仅科

技创新跑出了“加速度”，而且越来越多

的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10

年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6300亿元，7家

省创新实验室突破核心技术 150 项，技术

合同成交额累计超 1633 亿元，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突破 1.2 万家，高新技术产业化

效益指数居全国第 3 位。

在建设活力福建方面，福建十大重点

领域改革深入推进，林改、医改、科技特派员

等特色改革走向全国。同时，福建开放之

门越开越大，自贸试验区推出275项全国首

创举措，全省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6.5%。

在建设美丽福建方面，福建高质量

发展的底色更亮，设区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达 98.5%。全省主要流域优

良水质比例达 99%。主要污染物排放强

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0%，森林覆盖率

65.12%、连续 45 年居全国首位。

福建民营经济发达，宁德时代、福

耀 玻 璃 、安 踏 体 育 等 各 行 业 领 军 企 业

享 誉 全 球 。 福 建 省 委 常 委 、常 务 副 省

长 郭 宁 宁 说 ，在 福 建 ，民 营 经 济“ 三 分

天下有其二”，呈现出“七七七八九”格

局 ，福 建 的 民 营 企 业 贡 献 了 约 70% 的

经 济 总 量 、70% 以 上 的 税 收 、70% 以 上

的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80% 以 上 的 就 业 岗

位 、90%以 上 的 经 营 主 体 数 量 。 去 年 ，

福 建 实 施 了 新 时 代 民 营 经 济 强 省 战

略，制定出台了“1+N”政策措施，举全

省 之 力 支 持 民 营 企 业 和 民 营 经 济 ，着

力打造一流经营主体、一流政务服务、

一流营商环境。

“我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原则，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平等竞争，高效

获取各类要素资源，依法保护民营企业

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增强民营企业

内生动力，让创新创业创造活力迸发。”

郭宁宁说。

数 字 经 济 是 未 来 经 济 发 展 的 制 高

点。作为数字经济强省，福建去年全省

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 2.9 万亿元，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3.3%。如何以

数字赋能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福建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孟芊说，未来福建将

抢 抓 机 遇 ，继 续 做 大 做 强 数 字 产 业 集

群，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数字

化转型的新标杆，以数字化助推新型工

业化，提高数据对经济发展的渗透度。

同 时 ，将 通 过 实 施 数 字 服 务 提 升 工 程

等，提升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功能，特别

是优化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让数字

为民更有温度。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

也是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近年来，福建

以县域重点产业链为抓手，走出了一条

具有福建特色的县域发展之路。福建省

工信厅厅长翁玉耀表示，下一步，福建将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创新引领、转型提

质，龙头带动、梯次培育等，全力抓好县

域重点产业链，提升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

护佑绿意蓬勃 守卫林海草原
——多地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扫描

春季来临，随着气温回暖、出游

活动增加，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进入

关键期。当前，各地森林草原防灭火

形势如何？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

措施？近日，记者参加由国家森防指

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的“森林草

原防灭火媒体行”，赴黑龙江、吉林、

广东、湖南、山西等地开展调研。

压实责任，织密森林草
原防灭火网络

4 月初一早，吉林省通化市森林

消防大队的李建军和 11 名队员身着

防火服，各自背负风力灭火机、水枪、

水泵等约 30 斤重的设备，踏入茫茫林

区，开始巡护工作。

“当前，进入林区踏青和在林内

施工作业的人员越来越多，通化森林

草原防灭火的压力也在加大。”李建

军说，大队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加

强林内巡护频次，确保遇到火情可以

第一时间扑灭，也能第一时间制止违

规用火行为。

森林草原火灾，突发性强、破坏

性大。把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不仅

需要强化巡护监测，把“防”摆在第一

位，更要强化训练，时刻做好准备。

走进吉林省森林消防总队，消防

队员在监测屏幕前 24 小时值班值守，

各类救援装备“以车代库”存放⋯⋯

这里全员保持高等级战备状态，只等

一声令下，便可迅速出动。

“进入森林防火期，大队每月组

织不少于 2 次灭火实战紧急拉动演

练，确保队伍时刻‘箭在弦上，引而

待发’。”吉林省森林消防总队灭火

救援指挥部副部长程松说。

枕戈以待，压实责任。广东省建

设 634 个森林火险监测站，可实时监

测森林中温度、湿度、风速等环境参

数，为森林火险预测预报提供支撑；山

西省太原市晋祠镇马坊沟防火检查站

对进山车辆及人员做好信息登记，收

缴火种；甘肃省森林消防总队开展森

林防火科普宣传行动，引导群众移风

易俗、文明祭祀⋯⋯一张巩固加强森

林草原防灭火的网络，正越织越密。

强化组织，筑牢森林草
原火灾人民防线

青山环抱，树木葱郁，这里是位

于长株潭生态“绿心”核心区域的湖

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昭山镇七星村。

在七星村一处进山卡点，昭山镇副镇

长易子茗与村干部、志愿者正在对上

山人员进行火种检查。

“最近是森林火情高发时期，我

们更要时刻绷紧‘安全弦’。”易子茗

说，当地组织镇干部下沉到村，带领

当地村民在重点防火区域等设置检

查卡点，有序劝导入山人员不携带火

源上山，并提供免费黄菊花束，文明

祭扫、绿色祭扫。

七星村有林地面积 1.18 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 72%，因为过去曾发生过

多起火灾，是远近有名的“火窝子”。

七星村党总支书记宋建军介绍，

近年来，以推进网格化管理为载体，

七星村将全村划为 5 个防火小网格，

每个网格配备 1 名专职护林员和 5 名

防火员，配合 50 人应急小分队，严格

压紧压实责任。同时，通过签订防火

责任书、村民野外用火报备等制度措

施，提升村民自觉意识，有效打通森

林防火“最后一公里”。

防火意识提高了，用火也更加规

范了，“火窝子”连续 12 年未发生森林

火灾，还成为全国唯一的村级代表，

在 2023 年 10 月国家森防指办公室召

开的深化乡镇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规范化管理试点推进会上介绍了森

林防火工作的典型经验做法。

“应对春季森林草原火灾，不仅要

压实各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成

员单位和相关部门职责，更要确保防

火宣传教育到户到人，切实筑牢火灾

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国家森防指办

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

火灾综合防治司司长杨旭东说。

科技赋能，推动森林草
原灭火能力有效提升

大兴安岭是全国三大“雷击火”

高发区之一，虽然雷击频发，但森林

覆盖率高达 87.7%的林海却能连续 13

年未发生一起重特大森林火灾，这得

益于当地对科技助力森林防灭火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

大兴安岭地区应急管理局局长赵

晓刚介绍，大兴安岭全域现有瞭望塔

352 座，固定检查站 116 个，固定管护

站 413个，直升机机降点 80个，直升机

取水池 120 个。“‘人防’与‘技防’相结

合，确保林区一旦发生火情，半径 80

公里内能就近调度 200至 500人，确保

‘打早、打小、打了’。”赵晓刚说。

有 序 高 效 灭 火 ，离 不 开 先 进 装

备。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消防支队装

备科科长徐延龙介绍，除了配备较为

常见的 5G 卫星通信装备、无人机外，

还配备了用于实时测量海拔、气压、

风向、风速等数据的手持风速气象

仪，用于夜间查看火场的红外热成像

夜视仪，用于远程灭火的电磁远程灭

火炮。“配备的新型特种装备，有力促

进了灭火能力的提升。”徐延龙说。

据预测，4 月份，河北东部和北

部、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四川南

部、贵州西南部等地可能会出现高火

险等级时段。“当前森林草原防灭火

形势严峻复杂，我们将做好火源管

控、隐患排查、群防群治等工作，采取

包括地面巡逻、卫星、视频、飞机等火

情监控手段，做好‘空、天、地、网’一

体的火情监测，及早发现火情。同

时，快速反应、果断决策，抓住早期处

置的最佳窗口期。”杨旭东说。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 记者
叶昊鸣 谢 奔 唐成卓 徐凯鑫）

4 月 8 日，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渝昆高铁宜宾临港长江大桥南连接线工

程加紧施工。该项目建成后，将贯通宜宾“二纵三横”线，完善区域路网结构，

有效分流过境交通。 兰 锋摄（中经视觉）

技改提质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春光明媚，万物竞发。湖

北潜江经济开发区武汉新硅

科技潜江有限公司电子半导

体材料分析检测中心里，工作

人员紧锣密鼓地分析检测原

材料、中间品、成品的纯度及

颗粒物等各项指标。该公司

董事长助理李楷东介绍，公司

先后研发了电子级四氯化钛

等半导体材料新产品，目前已

经完成测试，即将推向市场。

凭借过硬的品质，新硅科

技打破国际垄断，去年实现产

销近 2 万吨。目前，企业已与

省化工研究设计院进行硅粉

氯化法合成四氯化硅的合作

研究，与武汉工程大学开展碳

化 硅 晶 体 的 技 术 合 作 研 发 。

同时，获得发明专利 12 项，实

用新型专利 17 项。

科技企业蒸蒸日上，传统

企业也依靠技改提质。在潜

江市运粮湖管理区昌云纺织

有限公司，伴随着机器轰鸣，

各项生产工序有条不紊，一派

繁忙景象。

近 5 年来，昌云纺织通过 4 次技改，先

后投入 7000 多万元，引进多套世界先进水

平设备。由于产品质量好，销售订单纷至

沓来，2023 年公司销售收入 2.05 亿元，税

收 371 万元，是技改前的 3 倍多。

“今年，我们准备对辅助

设备进行提档升级，实现生产

全过程智能化。”该公司生产

厂长晏泽文告诉记者，随着生

产工艺改进和生产效率提高，

公司产品实现了多样化。

新硅科技、昌云纺织摆脱

传统增长路径，充分体现了科

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当前，潜

江多措并举，加快技术突破创

新和产业升级增质，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潜江建立工作专班，对高

新技术企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

落实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对

高新技术产业年终考核结果集

体议定；加大科技企业培育力

度，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后备库，

入库企业 94 家，两家企业入选

省高新技术企业百强，全市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149家，实现两

年翻番；引进 11 名专家教授作

为省级科技特派员驻企服务，

组织企业自主转化科技成果

180 余项；强化资金支持，兑现

科技创新“以奖代补”资金 865万元，落实科

技成果转化政策资金188.8万元。

潜江市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袁杰表

示，将进一步加大科技企业梯次培育力度，

培育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主体，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

去年查处民生领域违法案件 56.5 万件
本报北京 4 月 8 日讯（记者佘颖）市

场 监 管 总 局 8 日 召 开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透

露，2023 年，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民生领域

案件查办“铁拳”行动，依法严厉打击食

品 中 非 法 添 加 降 糖 降 压 降 脂 等 物 质、假

冒伪劣化肥、刷单炒信等虚假宣传、“神

医”“神药”虚假违法广告、生产销售劣质

燃 气 具、违 法 生 产 使 用 小 型 锅 炉 和 使 用

未 登 记 电 梯、利 用 不 公 平 格 式 条 款 侵 害

消费者权益、假冒知名品牌及“傍名人”

“ 搭 便 车 ”等 8 类 违 法 行 为 ，各 级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查 办 民 生 领 域 违 法 案 件 56.5 万

件，涉案货值 28.1 亿元，向社会公开曝光

1034 起典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