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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假认养真传销

我国人口众多、需求多样，高中低价的果品都有存在价值和目标市

场。行业竞争逻辑在变化，从以往的单一价格竞争转向价格、服务、品牌

等多维度综合竞争。可见，无论价格高低，都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王 威作（新华社发）

水果产业竞争逻辑在变化

本版编辑 梁剑箫 原 洋 来稿邮箱 mzjjgc@163.com

﹃
五个坚持

﹄
推动数字化改革

姚

珺

夏日来临，吃上一口甘甜多汁的西

瓜，可谓享受。“刚到 6 月份，就能吃到

1 元一斤的西瓜了！”继榴莲、荔枝、樱桃

之后，西瓜也迎来了大降价，相关话题

冲上热搜。今年第 23 周，农业农村部重

点监测的 6 种果品批发市场均价同比下

降 10.4%。

水 果 更 便 宜 了 ，原 因 还 是 供 求 关

系。今年水果供给相对充足，冷库存贮

水 果 清 库 销 售 ，应 季 时 令 水 果 陆 续 上

市 ，进 口 水 果 也 加 大 供 给 。 以 西 瓜 来

说 ，今 年 入 夏 早 、气 温 高 ，露 地 西 瓜 提

前成熟，增产幅度大，导致阶段性供给

显著增加。以蓝莓来说，此前的较高利

润吸引了国内扩种，种植面积大且上市

期相对集中。以榴莲来说，伴随准入条

件放开、通关便利化程度提高，价格竞

争越发激烈。

不过，不同品质水果的价格差距在

拉大。一方面是优质优价，新品种价格

好、高品质价格优、大品牌价格高。尽管

西瓜价格大势下行，但不同品种、品质、

品牌的差距依然明显。冰糖无籽西瓜价

格依然较高，就因为其口感更好。另一

方面是低质低价，这在大路货产品上很

明显。直播带货成为销售的重要渠道，

越来越多的水果在线上以低价畅销。

从需求端看，水果产业的市场逻辑

在变化。水果是市场化和附加值最高的

农产品之一。如今，水果是时不分四季、

供应不断，地不分南北、想买就有。在此

基础上，消费者的偏好也日益多样，品类

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相比粮食蔬菜，水

果消费有一定的享受型因素，许多消费

者抱有“宁咬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的心态。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深刻影响着

从种植到销售的各个环节。

从供给端看，水果产业的产品逻辑

在变化。尽管产业在壮大，但依然存在

结构不平衡、品质不稳定以及物流、加工

等短板。究其原因有资金投入问题，有

种植模式问题，也有技术应用问题。我

国是全球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国和进口

国。一颗猕猴桃若能在消费者买时硬度

和甜度刚好，无疑会大受欢迎。只有做

到源头的标准种植、产后的分选分级、储

藏的高效保鲜，果品一致性问题才能得

到解决。这需要产业的深层次变革。

我国人口众多、需求多样，高中低价

的果品都有其存在价值和目标市场。同

时，行业竞争逻辑在变化，从以往的单一

价格竞争转向价格、服务、品牌等多维度

综合竞争。可见，无论价格高低，都要推

动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在 提 质 增 效 上 做

文章。

关注内外联动发展。水果过去是我

国优势出口产品，如今进口水果深刻影

响着国内市场，国内果业与国际果业互

动愈加频繁。智利车厘子等跨越千山万

水走上中国餐桌。进口弥补了国内品类

的不足，给行业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

从理念上看，果农和果商要深度融合，组

成适应现代产业规律的农业产业联合

体；从技术上看，适宜地方可引进试种有

前景的特色水果，经本土驯化后，实现产

业化种植。

重视错位发展。目前许多主产区积

极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帮助果农销售。

今后要警惕一些地方水果种植的低质量

无序扩张，把重点放到优化区域结构、产

品结构、品种结构上。如蓝莓，其发展已

进入黄金期，后来者应充分考虑市场竞

争和自身实力，合理安排种植规模，切忌

盲目跟风。目前果业生产大格局基本确

定，要注重特色挖掘和品牌打造。

莫忽视全产业链发展。水果产业链

长，尽管生产快速发展，但采后处理和流

通加 工 仍 处 在 初 级 阶 段 ，设 施 和 技 术

水 平 不 高 ，影 响 了 整 体 质 量 和 效 益 。

以 冷 链 来 说 ，我 国 果 蔬 冷 链 流 通率远

低于美日等国，腐损率较高。以加工来

说，精深加工不够，导致没能发挥“蓄水

池”功能，鲜

果销售易遭

遇价格困境。

近 年 来 ，中

央财政支持

产地冷链物

流设施建设，

各方要抓住

机会延链补

链，为果农保

驾护航。

近来，各个领域以数

字化改革为牵引，深度整

合数字技术与治理体系，

推 动 数 字 技 术 赋 能 治 理

体 系 现 代 化 建 设 。 在 数

字化改革的新征程中，应

立足“五个坚持”，以确保

改革有效推进和实施。

坚 持 以 服 务 人 民 群

众 为 出 发 点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是 数 字

化 改 革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这 不 是 抽 象 的 概 念 ，

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体

验 提 升 、提 高 效 能 、模 式

创 新 是 数 字 化 改 革 的 三

大价值导向，应将群众是

否 满 意 作 为 首 要 价 值 取

向，群众满意不满意决定

有没有源源不断的数据，

决 定 有 没 有 可 持 续 的 数

字化改革。坚持以服务群

众为出发点，体现在数字

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中，要

有大视野，使其具有很强

的 科 学 性 、系 统 性 、整 体

性，也要有“底层视角”，深

入调研、吃透民情、解决痛

点，满足群众期待；还体现

在场景应用中，通过梳理

跨 部 门 管 理 服 务 领 域 的

难 点 、堵 点 ，用 数 据 打 通

业务边界，实现管理服务

智 能 化 、全 程 化 和 精 细

化，让群众“少跑路”甚至

一次也不用跑。

坚 持 以 打 造 应 用 场

景为创新点。数字化改革的本质

属性是集成改革和制度重塑，应用

场景是实现流程再造、规则重塑、

功能塑造、生态构建的重要载体。

应坚持技术融合、数据整合、业务

聚合，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关键

事，围绕高频业务进行数字赋能，

打通数据流、业务流、决策流、执行

流，有效化解政出多门协调难、跨

部门合作协同难、数出多头治理难

等问题，从整体上实现社会建设治

理关键环节的变革和治理范式改

变，做到数据精准、决策科学、管理

闭环、服务优质，推动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

坚持以融合数据资源为基础

点。数据是如同石油一样的宝贵资

源，和生物资源不同，数据

具有越用越多、越用越好的

特性。在数字化改革中，要

抓住数据这个“牛鼻子”，围

绕数据采集、归集、整合、共

享、开放、应用等全生命周

期构建公共数据平台，不断

提高数据质量，实现数据高

效共享，产生倍增、变革、

聚 合 以 及 杠 杆 效 应 。 当

前，不少领域存在业务数

据各自为政、数据标准不

一 的 现 象 ，产 生“ 信 息 烟

囱”、数据壁垒，同时存在

数据重复、缺失、错误、冲

突等质量问题，使得数据难

以共享和使用，形成数据孤

岛。加快构建完善的数据

标准和数据中台，解决好数

据有效、完整、准确、应用的

问题，让各部门的数据清

洁、完整、一致。

坚持以保障网络安全

为着力点。数字化改革带

来大量数据汇聚，解决了

很 多 原 来 解 决 不 了 的 问

题，但同时存在技术安全、

数据安全、信息安全、设备

安全等巨大的潜在风险。

要把底层、核心、关键技术

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做

到 自 主 可 控 、安 全 可 靠 。

强化数据安全，通过建立

分布式存储系统、购买防

火墙等网络安全设备，让

黑客攻不进系统、看不见

核心资源、毁不掉数据库，

做到系统可恢复、入侵可追溯，保

护国家机密数据、单位敏感数据和

个人隐私数据。

坚持以提升数字素养为关键

点。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须

把数字化素养和能力作为干部的

必备素养，使其在数字时代中有更

好的适应性和创新性。数字素养

既包含应用数字技术所需的知识，

也包括数字伦理、价值观、行为和

思维方式等素养。要让读得懂数

据、用得好数据成为领导干部的基

本功，增强他们通过利用数据推进

工作的本领。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党委
副书记）

花5000元“认养”一头黑猪，之后每
天都有“返利”；若发展新会员，可获得
新会员认养金额20%的“返利”⋯⋯靠这
种方式，某 APP 两年收取会员资金 4 亿
多元。近年来，不少不法分子打着“乡村
振兴”“助农增收”等旗号，通过所谓的

“认养”大搞网络传销，值得警惕。除了
“黑猪认养”，网络传销也可能假借养
牛、养羊、养鸡等外壳进行包装，容易让
群众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产生误解，
社会危害性极强。各地应对此类假借乡
村振兴等名义开展不法活动的情况进
行摸排梳理，加大对新型网络传销犯罪
的警示力度，形成打击传销的高压态
势。同时，提高广大群众识别、防范、抵
制传销的意识。群众当牢记，凡是要求
交纳“门槛费”、拉人头发展下线、承诺
下线入会即“返利”的，几乎都是传销。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