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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站在“两个一
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太太
乐必将一如既往为消费者
提供“高品质好滋味”的产
品，向着双百亿的宏伟目
标进发!

2020年，太太乐在产
品和渠道方面都有着不俗
的表现。太太乐推出菜谱
式调味料、焕新升级的鸡
粉调味料、鲍汁蚝油多款
新产品和市场销售新举
措，通过发力产品端和销
售端，大幅提升了零售端
的表现。在实现鸡精市场
稳健增长的同时，太太乐
也不断积极发展多元化业
务。基于此，太太乐的销
售每年都快速增长。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文
化的耕植。30年来，太太乐一直致力于鲜
味文化与鲜味科学的传播。2007年，太太
乐以“鲜”为主题的鲜味博物馆，打造了

“鲜味之旅”工业旅游线路。
新品迭出、销量增长、理念先进、文化

先行，这一系列举措，让太太乐的品牌知
名度和美誉度达到了历史新高度。今年2
月，由上海市政府指导，上海市工业经济
联合会、商业联合会和企业联合会共同举
办的“第五届上海市工商业领军人物”颁
奖仪式举行，太太乐总裁张西强先生凭借
出色的企业领导力和卓越的社会成就，名
列其中。

3月3日，上海市嘉定人民政府召开
了嘉定区优秀企业表彰暨投资促进大
会。太太乐及太太乐福赐特均荣获2020
年度嘉定区先进制造业企业综合实力奖
金奖，总裁张西强荣获2020年度嘉定区
优秀企业高质量发展特别奖——十大杰
出经营者奖。

近年来，湖南以非遗扶贫工坊建设为主要抓手，创新
探索“非遗+扶贫”模式，创建了融入当代审美的非遗品牌，
搭建了扶贫产品通往市场的平台，在带动贫困地区就业增
收、助力精准扶贫中取得了实效。截至2020年底，该省设
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193家，参与人群12.9万人，助力6.8
万人脱贫。

产业铺就回家路

2月23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石栏镇雅桥
村，在湘西苗绣非遗工坊扶贫车间内，石玉兰手持绣针飞
针走线。在她的勾勒下，绣布上的红花栩栩如生。“回乡发
展 3年多了，在这里月收入 2000元以上，还能就近照顾父
母和小孩。一家人在一起，这是用钱买不到的幸福。”石玉
兰说，过去她和丈夫外出务工，2017年，一个叫“让妈妈回
家”计划的公益项目帮助她回家了。

“让妈妈回家”计划是依托湘西州丰厚的非遗资源在
当地开展的集非遗生产性保护、文化精准扶贫于一体的苗
绣振兴项目。2016年 3月，湘西州建立传统工艺工作站，
为 6个“让妈妈回家”基地、2家传统工艺振兴示范企业挂
牌，推动农村妇女返乡就业，举办技能培训100余期，培训
绣娘 8000余人，创造就业岗位近 4000个。非遗扶贫因人
施策，结合农村妇女需要照顾孩子和家庭的实际，采取集
中加工、分散加工和计件取酬相结合的方式，方便员工就
地就业、灵活就业。同时，建立“居家式”扶贫模式，不仅让
贫困户每月可以有固定的收入来源，还为更多的留守儿童

“留住”了妈妈。
实施“让妈妈回家”计划以来，主要生产非遗产品的工

坊、基地、传习所等从 47个增加到 94个，从业人员增加到
8000余名，人均每月增收1000元以上，促使优秀文化遗产
资源转变为强劲的脱贫致富动力。

首创“云上湖南非遗馆”

为助力精准扶贫，近年来，湖南不断推动非遗项目全
面进军电商领域。2020年 5月 19日至 6月 13日，湖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联合阿里巴巴、拼多多、京东、抖音等平台共
同举办湖南非遗购物节暨网红直播带货大赛，为省内152
家扶贫就业工坊、139个非遗项目、259位传承人提供产品
展示展销专业服务，总计上线非遗店铺624家。其中73家
非遗老字号全部上线，参与项目保护单位 294家、非遗项
目348个、传承人607位，上线非遗产品5380种，实现已摘
帽贫困县100%全覆盖。活动带动非遗产品销售成交额超
6000万元，促进了湖南非遗保护传承发展。

为进一步提升湖南非遗的关注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还深入挖掘整合全省非遗资源，突破
地理空间限制，在全国首创纯VR实物空间“云上湖南非遗
馆”，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湖湘文化、感受非遗魅力。

记者了解到，云上湖南非遗馆采用三维虚拟现实、VR
技术将线下展会送达云端，打造 24小时在线的多维立体
文化空间。同时，与京东湖南非遗商城云上互通，一展一
销相辅相成，边逛边看一键购买，刺激文旅消费，助力脱贫
攻坚。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负责人说，接
下来，湖南将逐步完成传统戏剧等更多类别的非遗项目上
线入馆；深度开发云互动、云直播功能；引入5G技术，建设
线下非遗VR数字体验基地；开展非遗研学和开发非遗文

创产品，将云上湖南非遗馆打造成湖湘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高地。

非遗传承与旅游协同并进

喝一碗苗家酒，看一段击鼓表演，买一套苗绣服饰……峒河之畔的吉首市寨阳
乡坪朗村，石街木楼古朴别致。作为文化生态保护试点村，这里2015年成立了湘西
苗族鼓舞传习所，苗鼓、苗歌、苗绣、苗拳等传统项目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守
着家乡的绿水青山，苗家姑娘打着苗鼓、跳起鼓舞，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还带动了
旅游业发展。

在湖南，有不少像坪朗村这样在“非遗+旅游”融合发展、助力精准脱贫方面开展
的有益探索。2020年南岳庙会同时组织非遗戏曲、抬阁排街、龙狮争霸等七大活
动，百万游客逛千年庙会，衡山接待人数同比增长12.63%；雨花非遗馆聚集359个非
遗项目、200余名传承人、万余种非遗产品，打造了“非遗夜市”等多个旅游场景，成
为省城会客新名片；古丈县墨戎苗寨通过打造完整的非遗旅游品牌，被授予“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湖南省特色旅游名村”等称号；
桑植县梭子丘村以非遗为主题打造了“白族风情老街”，自2017年7月开街以来接待
游客5万多人次，带动创收500余万元，当年实现整村脱贫……非遗旅游在湖南火起
来了。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湖南全力擦亮“锦绣潇湘”旅游品牌，充分依托和挖掘非遗
资源，推动文化旅游各领域、多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
同并进。截至 2020年底，湖南省旅游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 50万人，湖南省 1641个
旅游扶贫重点村全部脱贫。

（经 济）

雨水过后，艾依提·依明家院子里的
核桃树开始发芽，葡萄藤准备上架，手工
乐器作坊里的砍锯声更加紧凑了。

在享有“中国新疆民间手工乐器制
作第一村”美誉的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
加依村，民族乐器制作有上百年历史，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村
300 余户村民有三分之一参与乐器制
作，像艾依提这样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家的庭院，成了乐器制作、培
训和展示的基地。

小手锯在桑木块上灵活移动，师徒们
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徒弟阿不都热合曼·
艾则孜说，这几年，口袋里的钱一直在增
加。乐器制作带热了旅游，旅游发展带动
了就业，还带动了种植业和养殖业。

脱贫产业提档升级

“少数民族乐器制作是我们村的特
色，也是村里的脱贫产业。近年来，从各
家各户分散制作到几户人家作坊式制
作，再到合作社带动、车间化生产，脱贫
产业不断提档升级。”2月 28日，加依村
党支部书记拜合提亚尔·阿木提说。

全村乐器制作最为集中的地方是
2020年新建的乐器产业园。走进占地
5000平方米的产业园，听不到机器声，
各种乐器都是经过一道道手工工序制作

完成的。嘉音乐器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阿卜杜拉·依不拉音介绍，现在虽然沿
袭传统的手工制作方式，但有政策引导
和扶持，很多村民靠制作乐器脱了贫，日
子越过越富裕。

人多地少，种植单一，怎么能结合加
依村的优势，变“深度贫困村”为“特色示
范村”？新和县为加依村量身定做了“发
展文旅产业融合”的脱贫路径：大力发展

“旅游产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成
立乐器制作合作社，统一制作标准，申请
注册商标，拓宽销售门路。

2014年，嘉音乐器农民专业合作社
刚成立时，只有7名成员。2018年，合作
社成员达到 40余名。加上其他产业随
之兴起，这一年，全村整体脱贫。

“现在，我们村真正达到了‘十步之
内，必有工匠’。在乐器产业园，我丈夫
制作乐器音箱，我装饰做好的乐器，我们
一个月能挣 6000多元。”村民努日曼古
丽·肉孜说。

线上线下销售模式，让加依村生产
的乐器名气大增。乐器产业园展销厅
内，游客可以一边参观，一边欣赏销售人
员弹奏，看上了哪件乐器就现场买走。
每天 22 时过后，销售人员开始网上直
播，向网友讲解各种乐器的特点和制作
过程。

乡村旅游带动就业

乐器村远近闻名后，村民的增收支
点没有局限于乐器制造上。

吐合逊·加拉力曾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年龄大了无法外出务工。2019年，
加依村扶持50户困难群众打造民宿，吐
合逊家也在其中。他高兴地说，他家杂
乱的小院变得整洁了，不出家门就能赚
钱了。

拜合提亚尔介绍，加依村离新和县城
仅6公里，前些年，外面很少人知道这个
小村。这几年，加依村成了新和县的一张
旅游名片。2018年，加依村成功创建国家
3A级景区，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

旅游+扶贫、旅游+商品、旅游+农
业、旅游+节庆……通过多种方式引导，
加依村第三产业不断壮大。目前，第三
产业带动120余人就业，户均年增收2万
元以上。

“经过不断打造‘天籁加依’这一品
牌，加依村已成为集吃、住、行、游、购、娱
为一体的旅游基地。”拜合提亚尔说，这
为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发展乡村振兴找
到了门路。

理念更新农业增效

2 月底，尽管菜苗还没开始移栽，

可村民吐尼亚孜·赛买提对今年蔬菜
增收却已成竹在胸。

吐尼亚孜说，村民们以前习惯种
植传统作物，2018年，“访惠聚”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引导大家种植大棚蔬
菜，有的村民不理解。工作队就请来
其他村的菜农讲种菜收益，带他们出
去观摩。

“第一年种菜，我就尝到了甜头。
一座蔬菜大棚一年纯收入 1 万多元。”
吐尼亚孜说。2020 年，随着种植技术
的提高，蔬菜大棚给他带来 2万多元收
入。今年，他准备再承包一座大棚。

2018年，加依村推广种植黑木耳，
10.8 万棒黑木耳菌棒发放到贫困户手
中，又给贫困户带来一笔收入。眼看
着陆续有 51户村民参与到大棚蔬菜种
植、拱棚黑木耳种植中，加依村将设施
农业当成一项产业来发展。

“观念更新后，村民种植经济作物
的积极性更高了。2020 年，我们村蔬
菜产量达 200 吨。”加依村村委会副主
任高仓远说，现在，加依村利用扶贫资
金建设的农业观光示范区，包括 50 亩
蔬菜种植园、100 座钢架拱棚、59 座黑
木耳拱棚种植园，游客可以体验采摘
的快乐。

（张治立 斯迪克·米吉提）

“轰！轰！轰！”，福建省德化县的陶
瓷工厂内大型机械设备轰鸣声不绝于
耳。春节过后，德化县吹响了复工复产集
结号，各项生产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

据悉，德化县为支持做大做强陶瓷企
业，正逐步推进陶瓷产业集聚，整合当地
资源，进行产业规划，加快打造陶瓷产业
升级版。

德化县目前有陶瓷企业3000多家，
陶瓷从业人员10多万人，2020年实现陶
瓷产值402.5亿元，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
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全国最大的陶瓷茶
具和花盆生产基地，陶瓷品牌价值达1086
亿元。

中国茶具城是德化陶瓷产业聚集的
典范。据德化县商务处主任科员苏良策
介绍，“德化县产出的瓷质茶具占全中国
的 80%左右，现正逐渐往品牌化方向发
展。”茶具城坐拥产量优势，已成为集茶具
批发、展示、零售、电商、科研、培训、创作
与产业链融合等于一体的专业茶具市
场。

依托陶瓷产业的发展，德化县电子商
务运用企业达到7500多家、交易额达到
150亿元，拥有3个淘宝镇、15个淘宝村，
是全国最大的陶瓷电子商务产业基地，连
续四年进入“中国电子商务百佳县”榜单。

“德化县现有陶瓷企业3000多家，主
要集中在浔中镇、龙浔镇、三班镇、盖德乡
等地，每一家陶瓷企业都有它的专长，避
免同质化竞争，比如陆升集团制作的产品
主要面对五星级酒店的餐具，吉元瓷业主
要做出口的日用瓷器。”德化县商务局的
主任科员苏良策介绍。

位于德化的陆升集团主要生产日用
西餐器具，年产量达2000万件。除此之
外，陆升集团还拥有陶瓷酒店、陶瓷博物
馆等，形成了生产、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全
链条经营。

吉元瓷业主要生产出口的日用瓷
器。作为一家2010年创办的陶瓷企业，
仅经过十年的历程，就在同行业中走向领
先的地位。当问起目前的经营状况时，吉
元瓷业的法定代表人陈素梅回忆道“疫情

期间，公司的订单并没有减少，有充足的
生产订单和稳定的客户，产品销往世界各
地。”据了解，吉元瓷业2020年度销售额
4449万元。

在立足传统、提升工艺的同时，德化
县的陶瓷企业也在不断进行产品设计研
发。将个性化文化创意元素融入陶瓷产
品中，是德化县许多陶瓷企业的发展方
向。

顺美集团是一家专注陶瓷文化传播
的陶瓷制造企业。在顺美陶瓷文化世界，

可以欣赏陶瓷文创产品，体验陶瓷DIY创
作，购买陶瓷家居产品等。据介绍，顺美
陶瓷文化世界以打造陶瓷界的迪士尼乐
园为目标，公司现有版权作品4000多件，
致力于让陶瓷文化触手可及。

在市场更加细分、信息更加透明的时
代，德化作为全球首个世界陶瓷之都，其
陶瓷产业发展正往自动化、规模化、个性
化方向发展，通过品牌化运营提高德化陶
瓷的附加值，增强发展后劲。

（卓 林）

3月15日，记者在浙江闽立电动工
具有限公司电刨数字化生产车间里看
到，在一台刀轴转子组装一体机前，一名
员工将刀轴、转子、皮带轮等零部件分门
别类加入一体机内，很快，一个电刨的边
盖就组装完成了。“以前靠人工一道一
道地安装，一个边盖大概需要1分钟，现
在只要30秒左右。”该公司生产部经理
邓兴财说。

不仅是组装，自去年电刨数字化制
造生产线投入使用后，闽立公司电刨生
产的组装、检测、码垛等工艺都实现自动
化、智能化，整条生产线装备数控化率达
60%以上，生产工人从13人减少到7人，
生产效率从每小时 90件提升到 130多
件，产品质量大大提升。 今年，该公司
又开出第二条数字化倍速生产线。

近年来，永康市深入实施数字经济
“一号工程”，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
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以智慧、透明、

高效、集成生产方式为目标，全面推进产
业数字化转型，开创性探索行业企业串
联式“一企一线”分段数字化改造模式，
推动五金产业制造方式转型升级。该模
式先后在汽车零部件、保温杯（壶）、电动
工具等4个行业17个试点企业中取得突
破性进展，成功跨越“试点陷阱”，探索出
一条具有永康特色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路径。

据介绍，永康五金产业在生产技术
上具有很强的共通性，但在生产工序上，
企业有着各自的优势和痛点。 根据现
状，永康积极整合行业企业的力量，每个
行业选取多家优质企业，推行分段改造，
有效降低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整体成
本，大大提升企业改造效率。

为保障工作有效推进，永康出台《永
康市“企业数字化制造、行业平台化服
务”改造提升活动实施方案》等系列政
策，对列入“一企一线”试点的改造提升

项目，经专家组及相关机构验收，600万
元以内的投资，按新增设备、软件、硬件
及上云投入的50%给予奖励，超出部分
设备按照一般的技术改造奖励。 同时，
通过政府部门扶持引导、试点企业积极
主动作为、智能制造专家组强力支撑、金
融机构提供资金保障等各种因素的密切
配合，形成有效的四方风险共担机制，推
动“一企一线”项目改造。

依托“一企一线”试点改造，永康积
极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基于平台开展
线上研发设计、金融服务、客户交互、供
应链管理、产业链协同等业务，推进企业
业务向平台迁移。 实现企业数据全流
程可视化、产品全过程跟踪管理，打通集
采集销供应链、产能利用、协同制造中的
堵点，逐步构建以永武缙为核心的五金
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服务体系，实现五
金产业全要素、全产业链价值链的优化
组合。 （舒珊珊）

3月 10日 16时 18分，一列编组 50
辆满载汽车配件、自行车、电缆、生活日
用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中国铁路北
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邯郸货运中心高邑
远鹏物流专用线出发，驶向俄罗斯首都
莫斯科。这是今年以来京津冀区域内
开行的第100列中欧班列。

2021年年初，面对河北省疫情防控
的严峻形势，邯郸货运中心与企业积极
对接，及时宣传铁路运输运量大、运能
足的优势，全力保障企业运输通道畅
通。1 月初，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企业
2021年首列中欧班列运输需求后，该中

心通过微信视频会议的形式与客户、中
铁国际多式联运公司对接，共同制定详
细的疫情防控措施和班列运输组织方
案，确保了年后首趟中欧班列在 1月 5
日顺利开行。

自 2020 年以来，邯郸货运中心中
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货物发送量呈现稳
步增长的态势。该货运中心制定完善
人身安全管理、集装箱装载安全、图定
班列等细化措施，严格落实每单必验、
每车必检、每箱必查要求，切实执行空
重箱区划分制度，明确三级联网下货物
品名100%核验和磅单、照片存档流程，

确保中欧班列安全平稳开行。
邯郸货运中心不断优化中欧班列

车流组织，进一步规范班列开行模式，
实时对接调度部门，加强运输组织联
系，确保空车补给、重车挂运，充分压缩
中欧班列的集结和装卸时间，落实班列
快速对接、快速配空、快速装车、快速挂
运的“绿色通道”。

截至目前，邯郸货运中心高邑远鹏
物流专用线物流辐射范围已涵盖乌兹别
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 10余个国
家，货源覆盖华北地区，开通中欧与中亚
2条通道、3条线路。 （方素菊 岳阳）

3月6日，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大尖山的茶农正在抢抓农时，采摘新茶
嫩芽。据了解，光山共有茶园24万亩，年产干茶1万余吨，年产值13亿元，
是信阳毛尖茶主产区，茶叶已成为光山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图为茶农抢抓农时，采摘新茶。
谢万柏 摄

探
索
﹃
非
遗+

扶
贫
﹄
模
式

湖
南
非
遗
产
业
迸
发
新
活
力

河南信河南信阳阳：：
春光好春光好 采茶忙采茶忙

乐器村奏响新疆富民曲

通过品牌化运营通过品牌化运营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附加值

各有专长各有专长 福建德化陶瓷产业个性化发展稳订单福建德化陶瓷产业个性化发展稳订单

京津冀区域开出第100列中欧班列

“一企一线”赋能浙江永康五金产业数字化转型

上
海
嘉
定
区
表
彰
先
进
制
造
业
企
业

太
太
乐
获
多
项
殊
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