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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冬初，一批水果进入最佳采摘

期。我国果业总产值占全国农业种植业

总产值比重 17%。当前，我国水果产业

呈良好发展态势，但整体以小农户分散

经营为主，在构建现代化果业产业体系

方面仍存诸多挑战。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秘书长陈磊表

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

消费国，推动果业由大到强，需立足全链

条发力，提升果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将

广阔市场优势转化为更大产业优势。

一颗鲜果的千里之行

11 月 2 日清晨，天色微亮，北京市丰

台区百果园草桥东路店里，店员们正忙

着给新到的果品分装上架。拳头大的云

南冰糖橙晶莹剔透，刚下枝头的山西火

红柿颜色诱人，今年首批上市的丹东草

莓身披红裳、个大饱满，还有远道而来的

印尼红肉菠萝蜜正泛着甜香。

近 年 来 ，我 国 居 民 果 盘 子 日 益 丰

盛。曾几何时，不少果品因受时令、地域

等因素限制，流通范围较为有限。随着

果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断完善，在传

统果品之外，菠萝蜜、草莓、西梅等小品

类水果也能在长途跋涉后，以新鲜美味

的品相进入千家万户餐桌。

“一颗新鲜的果子需要经历一段复

杂冗长的旅程才能从果园来到餐桌。如

果种植、采摘、存储、运输等上下游各环

节单兵作战，达不到协同配合，果品全链

条运行效率会大大降低，口感也会大打

折扣。”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草莓品类采购员刘赘说。

以眼下刚上市的丹东草莓为例，丹

东地处北纬 40°，水源充沛、光照充足，

具备种植草莓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此

前因缺乏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做支

撑，鲜美草莓很长时间无法走进山海关。

为避免“果香也怕巷子深”，行业从

种植端开始，对产业链各个环节进行优

化整合。刘赘介绍，在种植前，收货方会

根据糖酸度、鲜度、脆度、细嫩度、香味、

安全性等指标和种植户制定收货标准；

待草莓成熟后，种植户按照相应标准进

行采摘并分类；收购环节则以海绵孔和

蛋糕纸作托底的方式将符合要求的草莓

进行包装并预冷；待温度达到相应要求

后，启动平均车速不超过每小时 85 公里

的冷链运输，以避免高速行驶造成的碰

撞挤压。

如今，来自丹东种植基地某株藤蔓

上的草莓，1 天内便可抵达华北地区销

售市场，2 天左右即可抵达华东华南。

尽管一路奔波，但草莓到达消费终端的

整体损耗率已从最初尝试远距离运输的

60%降到不足 5%。

一颗新鲜草莓的千里之行，是越来

越多果品市场可触达性不断提升的缩

影。陈磊表示，果业持续发力产业链供

应链建设，果品供应总量充足，品种丰

富，流通渠道更加多元，整体实现居民天

天有水果、月月不重样。

提升空间也是发展机遇

小小一颗果，一头连着丰富居民食

物多样化供给的果盘子，一头连着助力

乡村振兴的果园子，中间涵盖采摘、收

购、采后处理、储存、运输、销售等多个

环节。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耿献辉认为，我国幅员辽阔，气候条件多

样，水果种质资源丰富。但从整体上看，

产业链韧性依然薄弱，果品供应稳定性、

质量安全性和果业抗风险能力存在较大

提升空间。

从上游种植环节看，我国果业呈现

以小农户经营为代表的分散型种植模式

与现代化农企规模化种植共存格局，生

产结构的多样性容易导致果品质量参差

不齐、标准不一。从中游运输环节看，冷

链运输车数量和冷库质量有待提高。从

下游销售环节看，小农户往往对市场走

势等信息掌握不足，缺乏科学判断，行业

整体停留在被动适应市场而非主动匹配

需求的阶段。

面对发展痛点，深耕果业多年的陈

磊坦言，全链条发力以提升果品行业整

体竞争力一直是从业者共识。然而，建

立一套成熟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意味着不仅要把从果园到餐桌的各环节

串珠成链，还要打通其中的堵点，实现资

源高效流动，做到产能衔接、市场衔接。

“这并非仅针对一类果品构建一条链，而

是需要上下游多方条件成熟，具备形成

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基础，进而为整体

发展赋能。”

近年来，随着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投

入增加，遍布全国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

持续完善，电商蓬勃发展，市场品牌意识

不断强化，相关领域的突破与进步成为

托举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产业上下游

多个环节的发展瓶颈有望得到化解，为

进一步全链条发力提升果业整体竞争力

提供了可能。

在陈磊看来，提升空间恰恰就是发展

机遇。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果消费

国，体量庞大的市场给予了行业充分的成

长时间与优化选择。随着全产业链经营

模式不断深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打

磨，完全有能力孕育出一套成熟完备的、

涵盖多个果品的现代化果业体系。

紧密衔接形成系统合力

刘赘告诉记者，果业全链条发力不

仅要致力于单环节优化，更要建立各环

节紧密衔接的全局思维；不是某个环节

的成本最低化，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

系统的成本最优化。以此为指引，打通

上下游堵点，实现良性循环，有助于保障

种植者的合理收益、运营环节的顺畅高

效以及销售环节的稳健盈利，为持续提

供高品质、高性价比、好吃美味的水果奠

定基础。

以中游枢纽环节冷链运输为例，有关

数据显示，我国果蔬平均产后损失率约为

20%，远高于发达国家 5%的平均水平，前

后环节衔接不畅是其中重要原因。首先，

产地预冷是采摘完成后的关键一环，可以

迅速降低水果温度，延长保鲜期。但目前

大部分水果产地缺乏预冷设施，水果采摘

后不能及时进行预冷处理。其次，由于信

息不畅通，冷库和运输车辆之间调度不合

理，容易造成水果等待运输时间过长，影

响新鲜度。最后，各环节之间的标准不统

一也是堵点之一，不同环节采用不同的温

度标准、包装标准等，容易导致水果在运

输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在构建水果全产业链体系中，要通

过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包括种植

户与加工企业、物流企业、采购企业的协

同，填补环节衔接上的空白，提高整体效

率。”耿献辉提醒，相关政策在推动水果

产业全链条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要从技术创新、冷链物流建设以及市

场信息服务等方面入手，构建高效可持

续的产业链体系。

围绕果业全链条发力，多地已开展

积极探索。前不久，苹果大省山东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提出，实施现代果园建设、品种技

术创新等 5 项提升行动，按照“缺什么、

补 什 么 ”原 则 ，培 优 做 强 全 产 业 链 ，到

2028 年，全省苹果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

1200 亿元以上。

当前，雪花梨、皇冠梨等各类梨果大

量上市。梨是我国传统三大果品之一，

伴随大批新兴果品进入消费者视野，梨

果的市场空间受到挑战。面对消费新变

化，产梨大省河北推进增长方式由数量

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以 5 个重点

县和 10 家重点龙头企业为载体，对标市

场需求，加强传统梨园改造升级和品种

改良，扩大新品种梨种植规模。与此同

时，进一步完善商品化处理设施，补齐产

后环节薄弱、品牌溢价能力不足等短板。

耿献辉认为，推动水果产业可持续

发展也是全产业链建设的重要内容。这

就需要采用绿色生态的生产模式，推广

循环农业模式，既高效利用资源，又减少

环境污染，保证水果品质和安全性，增强

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串珠成链促果业由大到强串珠成链促果业由大到强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纪文慧纪文慧

加快提升核技术应用产业能级
本报记者 齐 慧

国家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务院国资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1 个部门近日印发《核技术应用产业高

质 量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4—2026

年）》，提出到 2026 年，我国核技术应用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力争核技

术应用产业年直接经济产值达 4000 亿

元。行动方案的出台，打开了核技术应

用产业广阔的市场空间。

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姚兰介

绍，核技术应用产业是现代高新技术产

业，涉及核技术在工业、农业、医学等多

个行业领域的广泛融合应用，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核技术应用

产业，助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取得

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核技术应用产业直接产生经

济产值约 2400 亿元，涉及产业规模约

5400 亿 元 ，增 长 速 率 连 续 多 年 保 持 在

15%至 20%，已成为推动我国科技创新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为经济快

速增长、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

民生福祉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持。

从技术突破来看，我国核技术应用

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原子能机构

系统工程司司长黄明全介绍，我国在支

持治疗、重要同位素生产、功率芯片质子

辐照等方面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比如，辐照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交联线缆、

热缩与发泡材料、各类薄膜改性、轮胎预

硫化、医疗器械、食品安全等领域，在恶

性肿瘤、心血管病等重大恶性疾病诊断

和治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企业发展来看，中核集团等中央

企业已经构建了核技术应用产业完善体

系。中核集团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学

军介绍，目前，中核集团已具备深厚的基

础原料制备、高精尖产品开发、工业、医

学与公共安全等多应用场景集成和实施

能力，创建了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

从地方布局来看，各地纷纷根据本

地特点加快核技术应用相关产业布局。

成都市副市长许兴国介绍，成都聚力发

展核技术应用产业，在核能关键技术领

域取得系列突破，综合实力迈入全国第

一梯队。目前，成都核电装备、辐照加

工、核医疗、核医药、核安检等多个细分

领域产业加速发展，医学、诊疗、农业、育

种、安防、检测等全产业链加快形成。

专家表示，虽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与欧美相比仍有

不小差距，特别是加速器核心部件、部分

医疗同位素原料、创新型放射性药品、高

性能探测器、高端核医疗设备整机、高灵

感度核仪器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卡点。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推动我国核技

术应用产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进而抢占科技竞争与未来发展的制

高点？中国科学院院士柴之芳表示，推

进产业链的融通发展和产业集群的协同

发展很重要。要做好顶层设计，形成上

下贯通的融通式发展。

核技术应用产业链共链行动也是中

央企业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之一，

相关各方正努力提升核技术应用产业链

韧性和安全水平。核技术应用产业链共

链行动大会近日在成都举行，中国核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11 家核技术应用产

业链主要骨干企业，面向核技术应用领

域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

发出倡议，共同设立“核技术应用产业

联盟”。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我国核技术应

用产业在政策体系、技术攻关、标准制

定、行业合作等方面将进一步深化，提升

核技术应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融通带

动全行业集聚发展。

独特的用餐场景总会

受到更多关注。可以换上

汉服，体验沉浸式汉唐文

化的主题餐厅，一座难求；

开 设 在 服 装 店 内 的 咖 啡

吧，座无虚席；在商场的露

台、建筑物的屋顶，一张露

营桌、几把椅子，餐饮门店

营造的城市“野餐”位也常

常是广受追捧的餐区⋯⋯

近年来，餐饮业态混搭的

模式越来越多样，不仅创

造了新的消费场景，引来

源源不断的客流，而且极

大 提 升 了 消 费 者 用 餐 体

验，激发了消费活力。

餐饮业态混搭，既是

场景创新，又是经营模式

的创新。近年来，在科技

赋能和政策引领下，我国

居民消费不断升级，消费

方式、消费形态都呈现新

特点，消费需求也逐渐向

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转

变。餐饮业的这些创新模

式，就是让原本单一的用

餐体验变得更加新颖、多

元，对扩大内需、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具有

重要意义。

事实上，对很多餐饮

企业来说，业态混搭并不

陌生。早些年前，餐饮企

业就开始探索线下与线上

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在

经营堂食的同时积极推出

线上外卖业务。一方面，

大大满足消费者需求，让

消费者获得了更多就餐选

择 和 足 不 出 户 的 用 餐 体

验；另一方面，也显著扩大

餐 饮 门 店 经 营 辐 射 的 半

径，使门店获取了更多订单和利润。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在线餐饮销售额增长 29.1%，

占餐饮消费总额比重进一步提升到

22.2%。可见，餐饮外卖等多业态经

营模式已成为餐饮企业重要的盈利

渠道。

餐饮业态混搭是餐饮门店为了

赢得客流的创新探索，多业态混搭

经营也得到了相关政策支持。今年

3 月份，商务部等 9 部门出台 《关于

促 进 餐 饮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从提升餐饮服务

品质、创新餐饮消费场

景等方面提出 22 项具

体措施；6 月份，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 5 部门发布

《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

培 育 消 费 新 增 长 点 的

措 施》，提 出 要 发 展 餐

饮 消 费 细 分 领 域 。 如

今，随着惠企政策的发

力，餐饮企业持续丰富

消费场景和产品供给，

市 场 营 收 总 体 实 现 上

涨，展现出较强的发展

动力。

当然，餐饮业态混

搭 绝 非 乱 搭 。 餐 饮 企

业 应 明 确 目 标 消 费 群

体的特征，打造契合特

定消费群体的记忆点、

共情点，按需创新消费

场 景 。 比 如 ，书 店 、文

创店与咖啡、茶饮就比

较“搭”，也是当下许多

文 艺 青 年 的 心 仪 搭

配。试想一下，在书店

读一本好书的同时，品

一杯浓郁的咖啡，会是

多 么 美 妙 。 它 们 的 结

合 ，不 仅 能 互 相 成 就 ，

提升彼此的吸引力，更

能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餐

饮 消 费 的 新 期 待 、新

需求。

也要看到，消费者

虽然对用餐场景、服务

等业态混搭充满热情，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菜品

品质、数字化应用等方

面没有期待。面对愈加

激烈的市场竞争，新鲜

的食材、精湛的烹饪技

术、稳定的味道是餐饮企业脱颖而

出的前提。餐饮企业要充分激发自

身经营主体活力，把握好消费需求

变 化 ， 注 重 菜 品 创 新 与 研 发 。 同

时，要加速数字化进程。依托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拓展更多线上消费场景，推

动更多智能应用降低管理成本。还

要大力推广“互联网+明厨亮灶”等模

式，把后厨操作置于阳光之下，让

餐饮企业的食材加工过程可见、可

知，牢牢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

餐饮业态混搭绝不能乱搭

吉蕾蕾

近日，果农在江

西 省 赣 州 市 宁 都 县

会 同 乡 谢 家 坊 万 亩

脐橙园采摘脐橙。

曾嵘峰摄

（中经视觉）

注：计算截至日后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依据相关合同、
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规定等计算，具体数额以相关合同、协
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规定等为准。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债务
人）应支付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的
收益等随主债权一并转让。拟处置债权所对应抵质押资产情况以
现状为准。

二、交易条件
投资者信誉好，有付款能力，能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

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投资人要求
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人及其他主

体均可参与竞买，但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的管理层或
其直系亲属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资产原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不得

参与资产的折价购买。
四、其他
本公告有效期自公告日起 20 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

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五、联系方式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尚贤街 32 号自然资源大厦

C 座 6-7 层
邮编：450000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范女士 吕先生
联系电话：0371-55619162，0371-55619155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周女士：0371-55619107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24 年 11 月 12 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地区

洛阳市

郑州市

郑州市

安阳市

许昌市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

郑州市

郑州市

洛阳市

债务人名称

新 安 县 腾 飞 陶 粒
有限公司

郑 州 亚 太 陶 粒 科
技有限公司

河 南 睿 英 晟 业 商
贸有限公司

安 阳 县 棉 业 有 限
公司

许 昌 市 向 阳 实 业
有限公司

平 顶 山 市 胜 强 商
贸有限公司

平 顶 山 市 金 三 贵
商贸有限公司

平 顶 山 市 共 营 商
贸有限公司

河 南 亿 商 汽 车 销
售有限公司

河 南 海 洋 化 纤 集
团有限公司

洛 阳 亚 豪 商 贸 有
限公司

债权总额

1,563.54

635.77

163.25

3,792.42

2,378.38

72.95

41.96

37.43

1,400.10

1,015.95

2,379.53

本金

1,455.51

469.98

34.75

2,391.50

863.68

58.66

28.83

29.00

1,240.00

900.00

1,922.35

利息

108.03

165.79

128.50

1,400.92

1,514.70

14.30

13.13

8.43

160.10

115.95

457.18

原利息截至日

2015.6.10

2022.7.31

2020.11.20

2014.9.30

2020.5.20

2020.11.20

2020.11.20

2020.11.20

2015.6.10

2017.9.30

2017.9.30

担保情况

抵押物：任红军名下位于宜兴市丁蜀镇山
头上 6 组 26 号面积 221.29 平方米房产；保
证人：任红军、沈兰芳

抵押物：翟淑娇名下位于郑州市巩义市锦
里路 6 号附 5 号临街商铺，面积是 528.86
平方米；保证人：郑州亚太冶金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李巨峰、李居朋

保证人：张伟、许瑾瑛

保证人：河南中方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许昌市新中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许昌江河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平顶山市联正贸易有限公司、河南
正联贸易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金三贵商贸
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共营商贸有限公司、杨
胜强、王晓燕

保证人：平顶山市联正贸易有限公司、河南
正联贸易有限公司、平顶山市胜强商贸有
限公司、平顶山市共营商贸有限公司、靳春
梅、周记成

保证人：平顶山市联正贸易有限公司、河南
正联贸易有限公司、平顶山市胜强商贸有
限公司、平顶山市金三贵商贸有限公司、魏
见垒、张彦叶、魏小向、王国利

抵押物：1.李山岭名下位于郑东新区商都
路 8 号东 1 单元 17 层 1705-1711 面积为
305.16 平方米房产；2.高淑静名下位于郑
东新区 CBD 千玺广场 2510 号面积 178.69
平方米的房产。
保证人：鲁山县珠江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李山岭、高淑静、陈贵林、邓全丽、
李鹏举、张曼、李亚男、孙丽

抵押物：九江金源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江西省九江庐山区姑塘镇谷山村 E 块
面积 75146.00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
保证人：郑军平、郑军豹

保证人：李准、彭桃丽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拟对持有的河南海洋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等 11 户不良债权进行单户处置、部分打包
处置或整体打包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及数量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