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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旧换新好事办好

梁

婧

近日发布的《山西省

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具体措

施》，在扩大支持范围、提

高补贴标准、优化流程等

方面再加力，支持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今年以来，国家出台

方案和措施支持大规模设

备 更 新 和 消 费 品 以 旧 换

新，无论对消费市场还是

生产企业来说，都是重大

利好。各地陆续出台细化

举措，持续加码，以进一步

拉动消费。不过，要切实

做好“换新”，除了政策加

码，还需“走心”。

深入了解消费者的实

际 需 求 ，扩 大 换 新 范 围 。

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消

费层次的消费者，制定个

性化的补贴方案和优惠措

施，让人们能切实感受到

政策带来的实惠。比如山

西，在国家确定的以旧换

新家电产品基础上，将支

持范围扩大到 15 类，涵盖

了智能门锁、扫地机器人

等新型智能家电产品，既

符合现代家装需求，也拓

宽了市场。

简 化 流 程 ，方 便 消

费，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不能让消费者在享受政策

优惠过程中因办理复杂的手续而耗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相关部门应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便捷的线上

申请平台，让消费者能够轻松完成以旧换新的操作。

比如在广州，消费者可以在相关平台内一站式完成资

格领取、绑定和下单，流程精简到三步，不用跨 APP

跳转，不限支付方式下单立减，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以

旧换新。

支持企业，激发动力，给予更多政策引导。除了资

金补贴外，还可以通过组织技术培训、提供行业信息等

方式，帮助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生产出更符

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同时，加强市场监管，防止不良商

家趁机哄抬物价、以次充好，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总之，要使“换新”政策落地并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 效 ，不 仅 需 要 一 系 列 好 政 策 ，还 要 在 实 施 过 程 中

投 入 更 多 的 心 思 和 精 力 。 只 有 落 实 政 策 真 正“ 走

心 ”，才 能 让 设 备 更 新 和 消 费 品 以 旧 换 新 政 策 发 挥

出最大的作用，既能拉动消费，又能让消费者和企业

从中受益，形成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各地也应不

断 总 结 经 验 ，优 化 措 施 ，为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有

力支持。

呼和浩特乳业全链条提升科技含量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把乳业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头号产业”，从“中国乳都”

到“世界乳业科技之都”，科技创新贯穿始终。

在伊利、蒙牛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当地不断

探索乳制品行业的创新边界，乳业产业链各环

节都饱含科技创新的力量。如今在呼和浩特，

从种植、育种、养殖到生产、科研等环节，乳业

全产业链兴起创新之风。

种植优质饲草

走进位于土默特左旗的伊利敕勒川生态

智慧牧场，一辆辆先进的收割机械正在对翠

绿连片的苜蓿进行入秋后最后一茬收割，为

奶牛储存优质充足的“口粮”。“我们运用‘优

草云’智慧管理系统，利用自有苜蓿抗寒基因

技术、苜蓿优异种质杂交技术，融合苜蓿草种

植 SOP 标准化管理，培育出优质、高产、高转

化率的牧草。今年，敕勒川生态智慧草业基

地已经收获了 4 茬苜蓿，通过科技赋能，基地

产量提升了 20%以上。”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

场长甘洪伟说。

据介绍，该基地是集草业智慧管理、苜蓿

草品种培育、种植新技术研究、研学观光于一

体的示范园区。目前，基地已经种植优质饲草

4300 亩。苜蓿基地和牧场“零距离”，能够在

短时间内将苜蓿运至牧场保存，节省运费、节

约时间，避免长途运输导致的包装破损，最大

限度保证苜蓿营养成分。

在位于和林格尔县的台基营苜蓿基地里，

也是一派繁忙的收获景象。“这是我们苜蓿种

植基地今年收割的第四茬苜蓿了，尽管种植年

头已经超过 5 年，但是通过给土壤补充微量元

素、施用微生物菌剂、调整灌溉方式等措施，在

稳产的同时还能保质。”现代草业有限公司种

植技术部高级经理乔春晖告诉记者，今年基地

苜蓿产量预计达 6000 多吨，对标国际标准，苜

蓿品质处于“优级水平”。

乔春晖介绍，该基地是蒙牛集团致力于破

解草业“卡脖子”问题而开展的优质牧草技术

攻关项目示范基地，也是呼和浩特市 5 个优质

牧草技术攻关项目中种植面积最大的基地。

该基地由现代牧业集团现代草业技术团队联

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合作开展技术

攻关。“下一步，我们将在示范基地的基础上进

一步扩大规模，为乳业发展提质增效贡献力

量。”乔春晖说。

建设智慧牧场

除了种好草，呼和浩特市还在养好牛方面

做足文章。甘洪伟告诉记者：“我们致力于打

造智能化程度高、低碳环保技术先进的智慧牧

场。在这里，全智能无人挤奶机器人、饲喂机

器人、推料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各司其职，牧场

运营管理系统和物联网技术结合，全天候监控

牧场各个环节，并自动调节牛舍的温度、湿度、

光照等，让奶牛生活得更舒适。智慧牧场系统

可以实时掌握奶牛的产奶量、采食量、运动量

及健康情况，对奶牛全生命周期进行无微不至

的关怀。”

伊利集团副总裁韩飞介绍，为了产好“一

杯奶”，伊利从种好“一棵草”，养好“一头牛”开

始。伊利致力于实施“粗饲料本地化项目”，在

其奶牛科学研究院营养中心专门增设了饲草

研究模块，整合内部技术资源，长期研究各地

本地化粗饲料在奶牛养殖业中的应用，累计开

发本地化粗饲料 40 多种。在全产业链的紧密

联结下，伊利带动国内近 640 万亩饲草料种

植，为种植户带来超过 25 亿元的收益，不仅为

奶牛养殖业优质饲草提供了保障，而且为种植

户增加了收入。

蒙牛集团党委副书记、执行总裁李鹏程告

诉记者，蒙牛集团从 2007 年就开始了乳品质

量数智监控技术方面的探索和布局。2018 年

以来，蒙牛总结信息化实践经验，正式启动质

量数智化战略，逐步深入开展蒙牛“智慧质量”

建设，搭建了覆盖“养殖—研发—采购—生

产—储运—销售—终端”的全链路信息平台，

打通了从牧场到餐桌的全流程质量管理，提升

了质量管理工作效率，有效保证了产品安全，

实现上游伙伴、核心企业、下游伙伴平台的“端

到端”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在呼和浩特中国

乳业产业园，蒙牛于 2021 年新建智能高端低

温 乳 品 工 厂 ，2022 年 建 设 5G 数 字 化 奶 粉

工厂。

针对乳业在乳脂肪深加工关键技术上存

在不足，限制着国内乳制品产业链进一步延

伸，也制约了食品等相关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情

况，蒙牛集团“揭榜挂帅”呼和浩特市首批重大

科技项目——“乳脂肪深加工产业链关键技

术”，并迅速进行成果转化，规划产品包括高端

稀奶油产品、功能性脂肪球膜蛋白等，为奶业

振兴继续贡献力量。

创新研发平台

呼和浩特市立足乳业振兴行动战略，建设

了乳业领域唯一的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这是目前全国唯一

整合了牧草种植、奶牛繁育、奶牛养殖、牧场管

理、乳品加工、人群营养以及全产业链风险防

控等的创新研发平台。

9 月 20 日，敕勒川国际乳业创新大会暨国

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第二届年会在呼和浩特

市举行。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在此次大会

上发布了包括优质牧草种植加工技术在内的

十大创新成果，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中心

总经理何剑介绍，中心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产

业发展，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乳业科技创

新中枢为目标，立足“中国牛、中国养殖模式、

中国原料、中国装备和中国品质”五大战略目

标，围绕“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奶酪”

全产业链进行创新链布局。

截至目前，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已集聚

100 家成员单位，汇聚 10 多位院士、100 多位高

级行业专家、20 多位海外专家、1000 多位核心

科研人员，形成超过 5000 人的全产业链创新

队伍，为攻克乳业“卡脖子”技术问题提供攻坚

力量和支撑体系，建立了包含 600 项研发项目

的项目库，2024 年新开展 94 项项目研究，已累

计实施 239 项项目研究，持续解决制约产业链

技术的瓶颈问题，形成多项国际领先、全国领

先以及行业首创的技术成果。

据介绍，目前，呼和浩特市已建成 2 个国

家级奶牛核心育种场、1 个种公牛站、16 个奶

牛扩繁场，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性控冻精生产

基地。在养殖端和生产端，依托大数据、物联

网、5G、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智能化、数字

化设备已在呼和浩特市各大乳企得到应用，

提升了生鲜乳品质和单产水平。在产业链下

游，运用互联网思维与手段，洞察消费者需

求、捕捉行业创新风向，创造更多新型营销手

法和业务模式，持续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消

费体验和良好的互动体验。呼和浩特乳业正

凭借领先的科学技术、与世界接轨的创新实

力、高品质的创新产品，全力向“世界乳都”

迈进。

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孔燕

表示，呼和浩特市紧密围绕“六大产业”以及未

来产业发展需求，聚焦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

心，积极推进乳业振兴，大力支持龙头企业强

化科技创新，提升乳业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水

平。同时，不断深化奶牛育种、草种业、养殖模

式、包装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链条的创新发

展，构建“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全产业链发展格

局，进一步提升乳业质量和效益。

河北张家口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优 化 服 务 惠 民 便 企
本报记者 宋美倩

近日，在位于河北省阳原县经济开发区的飞

龙有限公司厂房内，工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家具

组装作业。“企业信用修复公示到期后，数据和政

务服务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指导完成了信

用修复工作。公司随后顺利申请到 300 万元贷

款，解了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该公司负责人张

志阔说。

为让经营主体尽早去除失信记录，实现减

负经营，张家口信用平台推出“事先告知+到期

提 醒 +全 程 代 办 ”信 用 修 复 模 式 ，加 快 信 用 修

复。平台通过“两书同达”的方式，对满足修复

条件的失信主体，积极联系指导修复；对未满足

条件的，主动对接指导、逐项整改，重塑企业良

好形象。截至目前，已累计发送短信 4000 余条，

提醒企业 2000 余家，共完成企业信用修复 540

余次。

同样享受到信用修复便利的还有张家口一

附好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长青路店负责人

赵树花。近日，她收到张家口市信用修复“云提

醒”服务短信，得知药店有一条行政处罚已满足

修复条件，可以进行信用修复，便立即按照短信

提示在信用中国网上完成了信用修复。

近年来，张家口市深入推进信用理念、信用

制度、信用手段与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政务服务

质效深度融合，拓展信用惠民便企应用场景维

度，释放信用价值，加强信用赋能，擦亮政务服务

金字招牌，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该市坚持信用归集做加法，通过平台创新，

增加归集功能，按照“一网、三库、一平台、N 系

统”框架体系，搭建市级公共信用信息等平台，

上线“诚信张家口”小程序，实现信用信息跨部

门、跨行业、跨地区交换共享，在域内构建起了

上联省、横联市、下联县区各类信息平台共享的

机制，高质量归集社保等多方面信用数据 2 亿

余条。

河北尊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南少扬

说：“公司在经营中遇到了‘三角债’等问题，信誉

一度受损，影响了贷款业务。我们积极进行信用

修复，并通过‘诚信张家口’平台及时公布。最

终，企业信用得到修复，重新获得银行贷款，一度

停顿的生产经营焕发出生机。”

为优化信用企业、信用个人的审批环境，张

家口大力实施行政审批减负，制定出台质量安全

监督备案承诺制实施办法，对省市重点和民生项

目实行质量安全监督备案承诺制，平均减少申请

材料 43%。变“一摞审批”为“一份承诺”。在项

目建设中推行信用承诺改革，将企业原需提供的

八方承诺压减为一方承诺，压减审批时限达 70%

以上。为信用状况好的企业开设绿色通道，依法

依规享受容缺受理、告知承诺、简化程序、优先办

理等措施，对失信主体实施限制审批或负面清单

禁办模式。张家口市东鑫垣新型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负责人郑琦云说，建立信用体系，为诚信企

业进一步打开了方便之门。

该市还拓展信用应用场景，优化“信用+”服

务，推动“信易游”商户入驻，用“信易游”激发旅

游消费，50 余家 A、B 级信用旅行社享受到了“信

用+”旅游团队增值服务。用“信易贷”盘活企业

融资，推行“信易贷”模式，搭建以信用数据为核

心，贯穿企业端、金融端、政府端的信用综合服务

平台，充分发挥企业融资需求与信用大数据信息

交汇处理枢纽作用，为企业定制种类丰富的信用

融资方案。

□ 本报记者 余 健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夏 祎

图为伊利液态奶生产线。 本报记者 余 健摄

近年来，广东省惠州市

落实河湖长责任制，深入推

进“美丽河湖”建设，为地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

色动能。图为 10 月 13 日拍

摄 的 惠 州 市 惠 东 县 白 盆 珠

水库。

吕华当摄（中经视觉）

10 月 13 日，在华能浙江玉环清港滩涂渔光互补光伏电站，约 1800 亩滩涂潮间带上，光伏设施

向外输送清洁能源。近年来，当地依托丰富的光能风能资源，发展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优化能

源结构。 吴达夫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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