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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睢县实现生产总值 261.8亿元，同比增长 6.7%，增速
位居河南省第 7 位、商丘市第 1 位；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5%，居商丘市第 1 位；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9%，居商丘市第 1位。”在 4月 8日召开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五
届四次、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八届四次理事会上，接过“中国
制鞋产业基地·睢县”牌匾的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民政府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十多年前，睢县还是个农业大县，从2011年开始，
睢县以“跳出睢县、放眼全国”的发展思路，明确了以制鞋为主导
产业的发展定位，并制定了“一年打基础、三年上规模、五年成基
地、十年创鞋都”的发展规划。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睢县制鞋业已
从“零”基础发展到制鞋及鞋材配套企业596家，年产能3.5亿双，
特步、足力健、李宁等知名品牌云集。富民产业在全县范围内遍
地开花。阳新高速、商登高速贯穿睢县全境，水、电、暖、气覆盖城
乡，诸多发展动能激活县域社会经济新生动力，成为豫东平原上
的一颗新星。

如今的睢县，乡村有车间，车间有订单，工人有活儿干，收入
有保障。睢县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睢县城关镇已建
设乡村振兴车间5个，为足力健鞋业、嘉鸿鞋业、滕润鞋业等企业
代加工鞋类产品，每年为附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300余个，年产
值1200多万元，有效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近年来，睢县抢抓国内产业转移机遇，聚焦城乡贯通融合发
展，培育壮大制鞋、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县域经济持续稳中有
进，探索出一条传统农区后发赶超、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如今，睢县制鞋本地配套能力90%以上。依托制鞋等主导产
业，盘活全县 20个乡镇街道闲置资产，建设 50多个卫星工厂和
300余个家庭微作坊，打造品牌集聚、配套完善、就业强劲的百亿
级制鞋产业集群。

睢县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多年来，睢县构建以县城为
龙头、中心镇为节点、乡村为腹地的县域发展体系，着力推进城乡
规划布局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等，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目前，睢县引进建设了静脉产业园，建成河南省首家新概念
污水处理厂；建成了“梦里水乡”保庙村、“文化艺术”土楼村等各
具特色的时代新村，推动形成城区牵动、轴线辐射、城乡一体的城
镇群、产业带、经济圈……城乡贯通融合为睢县经济社会插上了
快速发展的“翅膀”。

食品饮料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具有稳定
刚性需求和强大增长潜力的基础性产业和朝阳
产业。近年来，四川省广元市深入实施“1345”
发展战略，加快推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
形成了以食品饮料产业为重点的“1+3+3”工业
优势主导产业体系。如今，广元市建有食品饮
料集中园区8个、总面积18平方公里，建立了农
特产品精深加工、饮料及饮用水、肉制品加工及
预制食材“3+1”产业体系，形成了茶叶、粮油、饮
料、调味品等 10余个产业链条，先后培育娃哈
哈、中粮油脂等近 150家规上企业，认证绿色、
有机、地理标志产品529个，被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授予“中国食品产业名城”“中国特色天然饮
用水之乡”称号。

在4月7日启幕的“2024年中国食品产业名
城（广元）食品饮料展销汇”上，广元市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广元市围绕打造食品饮料
500亿元产业集群目标，在食品饮料产业细分赛
道上，以“实干”回应时代，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着力铸链条，围绕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饮
料及饮用水、肉制品加工及预制食材“3+1”产业
体系，加快产业链补链强链，产业发展在广元大
地遍地开花。

“土”特产带来土豪“金”

广元市地处四川北部边缘，属于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是嘉陵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得享
大自然厚爱，“山珍”琳琅满目。良好的资源禀
赋和农业基础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
条件。

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内容，更是加快广元市新旧动能转换
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广元市委、市政府将农副
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确定为广元市重点骨干产
业，并将其作为食品饮料产业的组成部分之一
进行高品质提升。

目前，广元市现有规模以上农特产品精深

加工企业87户，具备了
年可加工谷物80万吨、
饲料 180万吨、猕猴桃
5万吨、茶叶（鲜叶）6万
吨、核桃 10万吨、食用
菌（鲜菌）40万吨、食用
油 40 万吨、蔬菜 60 万
吨的能力。

作为典型的山区
农业市，广元市拥有良
好的特色农业产业基
础。茶叶、猕猴桃、核
桃、土鸡等“土特产”美
名在外，已成为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如何跳起摸高，进一
步做强做大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行业？广元市从
建强产业势能、全链条发展到体制机制更新，展
开全面探索。

多元化探索，广元市目标明确——到 2025
年，力争建成连片成带特色种养基地480万亩，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80%，实现农业综合产
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走出一条“土特产”引领
乡村振兴之路。

以水为媒 做“活”水经济

广元依山傍水，因绿而生，因水而名。矿泉
水、纯净水、天然苏打水……广元市地处秦岭南
麓，正好位于南北过渡带，既有南方湿润滋养的
特征，又有北方天高云淡的特点。境内高山溢
翠，溪流淙淙，良好的生态孕育出丰富而优质的
水资源。

背靠青山，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广元的答案是坚持以水兴业，用好生态金
字招牌。近年来，广元市以水资源为媒介，先后
引进了娃哈哈第一生产基地、娃哈哈第二生产
基地、君安天源精酿啤酒、四川白龙湖饮品小分
子苏打水、王老吉茶饮、四川依能健康高端饮用
水等项目在当地取水建厂。

如今，广元市已形成包装饮用水、酒类制造、
软饮料3个“水经济”领域，其中包装饮用水涵盖
矿泉水、纯净水、天然苏打水等，酒类制造主要涵
盖白酒、精酿啤酒、果酒、米酒、露酒等，软饮料涵
盖植物蛋白饮料、含乳饮料、果蔬饮料等。

目前，广元市已编制了包装饮用水、酒细分
领域全产业链发展图谱，市、区两级将持续推进
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按照“创品牌、拓
市场、延链条”的工作思路，大力推动广元市饮
料及饮用水产业高质量发展。

肉变“菜”火速出圈

肉制品加工是指将生鲜肉类经过一定的加

工处理，以增加食品的口感和食用价值，并延长
其保鲜期限的过程。

剑门关火腿、智琪毛肚、脱骨鸡爪、卤味制
品……在走访广元市多家肉制品加工企业后记
者发现，只需几分钟时间，种类多、味道佳、省时
省力的肉制品加工菜就可上餐桌，让记者不禁
感叹，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美食不仅能沁人心脾，还能让广元市这座
中国食品产业名城更加闪亮。近年来，广元市
建立肉制品加工现代食品工业体系，从稳定发
展生猪产业、突出发展畜禽产业、加快发展肉羊
肉牛产业这三个具体方面着手打造肉制品产业
集群。

目前，广元市肉制品加工产品主要为猪肉
制品和牛羊肉制品，猪肉制品加工企业主要集
中在利州区、昭化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品为屠宰分割、肉制罐头及腌腊制品。牛羊肉
制品企业主要集中在苍溪县、旺苍县、利州区，
主要从事包括牛羊肉分割、罐头生产等。

数据显示，广元市现有规模以上肉制品加
工企业 18户，年加工各类肉制品达 150万吨以
上。接下来，广元市将围绕“农”字做文章，以畜
禽屠宰和肉类深加工为核心，加快广元市肉制
品加工产业发展。

“广元味”香飘万里

时间是奢侈品，但美食不是。在快节奏的
现代生活里，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预制食材，
让消费者在家也能轻松享受到餐厅级的美食体
验。

近年来，广元市抢抓预制菜发展新赛道，大
力布局发展预制食材产业。广元市现有预制食
材生产企业34户，其中规模以上预制菜食材生
产企业 24户、专营企业 18户，发展各类菜品 66
个。广元预制食材丰富多样，能满足消费者不
同口味需求，从预加工配菜产品、腌腊制品到加
热即食菜肴，各种类型，应有尽有。四川欣鸿宇
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红烧肉、午餐肉、火锅
罐头等系列产品，不仅“卖全国”，更是走出国
门，走上了非洲、菲律宾、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
餐桌。四川剑门优可食品有限公司、四川剑门
川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香草鸡、九味鸡、椒麻
鸡、红油鸡片肉质细嫩有嚼头，口味丰富越吃越
上头。四川懂食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柠檬鸡
爪占据了抖音鸡爪销量的三分之一，携手“与辉
同行”知名度稳步提升。四川食为天农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魔芋制品、广元市剑蜀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方便粉丝等受到消费者广泛好评。

当前，广元市正加快打造川陕甘渝食品饮
料及预制食材生产基地，致力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绿色、健康、美味的“广元造”预制食材。

培育新质产业集群 助推区域特色发展
打造农特产品精深加工、肉制品加工，以及预制食材、饮料和饮用水产业体系

“广元造”食品饮料向500亿元级产业进发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地处国家家电“黄金走
廊”和大湾区世界级家电产业集群腹地，是广东
中山的产业重镇、工业强镇。4月8日上午，在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五届四次、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
总社八届四次理事会上，南头镇党委书记徐宁军
接受“中国家电品牌基地”授牌。据悉，南头是全
国目前唯一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家电
品牌基地”称号的地区。

徐宁军告诉记者，自2018年首次获得“中国
家电品牌基地”荣誉称号以来，南头镇坚持以“品
牌经济引领”为主线，持续提升家电品牌“亮度”，
深入打造家电产业品牌集群高地。截至目前，南
头镇拥有省级以上知名品牌 50个，超 30家企业
在全国细分行业中综合竞争力位于前列。除了
被评为“中国家电品牌基地”，南头镇还先后获评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家电）、全国轻工业先进
产业集群，并在中山成功创建“大湾区世界级家
电产业集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3年，南头镇家电产业实现总产值近500
亿元，家电产业出口超300亿元，均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南头
镇空调产量突破1500万台，冰箱产量突破1200万台，电视机产量
突破 1000万台。今年一季度，南头镇家电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态
势，实现总产值134亿元，同比增长9.5%，推动全镇经济顺利实现

“开门红”。
徐宁军表示，接下来，南头镇将以获授“中国家电品牌基地”

荣誉称号为契机，进一步坚定“产业立镇、工业强镇”的信心决心，
锚定目标任务，加强交流合作，借力优势资源，在更高起点、更高
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南头家电”整体品牌打造，提升“南头家
电”整体品牌核心价值，不断谱写南头家电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加快打造世界级智能家电产业集群。

在天津市静海区，从造车到卖车、从卖车到
骑行、从骑行到办赛，产业链甚至已经延伸到专
业调车师的培训领域，小小的“车轮”带动着全
周期产业链的升级和发展。4月8日，在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五届四次、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
社八届四次理事会上，静海区被授予“中国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之都·静海”称号。

天津市静海区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作为整个车轮产业链的基础，“造车”
已经成为静海区的名片之一。10 年前，静海
区的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园还是一
片空地，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自行车产业的聚
集地。园区内的捷安特，已然是自行车企业的
头部品牌，拥有自行车组装线、自主加工线、焊
接线等生产线 27条，生产的越野山地车、炫彩
青少年车、高端公路车、减震式休闲车等自行车
和电动自行车，成为众多骑行爱好者的首选。
除了成人自行车，静海区还有一座“童车王
国”，在优贝（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平均每 5 分钟就下线一辆自行车，产品发
往全球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外亚马逊网
购平台上，销量排名第一的童车，一直是优贝

的“EZ”系列。
有 门 店 、有 场 地 、有 赛

事……有了造车做基础，静海
也成为自行车爱好者骑行的乐
土。在静海区，东方红路上聚
集着十几家自行车、电动车专
卖店，有山地车、城市自行车、
童车、山地越野车等。

据静海区自行车运动协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静海拥有 3个骑行俱乐
部，拥有20余支由骑行爱好者自发组建的骑行
队。在过去的一年中，2023年首届中国公路自
行车职业联赛（天津静海区团泊湖站）、“大美天
津·华德智慧杯”自行车生态巡回赛静海站、天
津团泊湖首届自行车主题运动会等系列赛事也
为自行车产业链提供了延伸的空间。

能造、能卖、能玩，还能做什么？作为产业
链的细分，技术和人才培训也成为一项产业，在
静海区开花结果。据业内人士介绍，如今越来
越智能化的自行车对维修、保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骑行者自身很难解决，这就需要专业的调
车师。目前，静海区多家自行车销售店都配备

了至少一名专业调车师，即便如此，和店内的业
务需求相比，调车师依旧紧缺。天津职业大学
艺术工程学院产业导师高海涛在自行车、山地
车领域拥有20多年的试验、研究经历，他表示，
在京津冀地区，静海区在调车师方面的储备和
培养走在了前列。除了调车师以外，骑行训练、
康复、急救等方面，也都需要专业的人员和机构
来组成骑行保障体系。

在静海，小小的“车轮”，不仅带动了自行
车、电动车的生产制造，也促进了区域体育产
业、文旅产业和商业的发展。相关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静海区共有体育产业及相关产业 388
家，其中有 36家企业年产值达到千万元以上；
全区体育产业从业人员一万余人，体育专利133
项；体育产业增加值超过了100亿元，约占全区
GDP的 1.69%，由“车轮”形成的产业链已成为
带动静海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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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静海区：

自行车“行”出新天地

静海区科林公司车胎存放区静海区科林公司车胎存放区

本版供稿 解 磊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

广元市中粮油脂生产车间广元市中粮油脂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