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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赵昂

11月 26日，2022年上海市咖啡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举行，本次大赛

诞生了我国咖啡行业的首位技师，

咖啡师国家级教材编写工作也正式

启动。

首批咖啡技师诞生的背后，则

是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咖啡产

业链和供应链，从种植采摘、物流运

输、烘焙生产、饮品制作和销售到咖

啡文化，都具有一定的产业价值，发

展增速明显。天眼查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有咖啡相关企业 17万余家，

其中去年新增注册企业 2.3万家，增

速达到18.9%。

诞生于西亚、北非，后传至欧

洲，再进入我国的咖啡饮品，作为一

种“舶来品”，其在我国的消费市场，

从消费者尝试、适应到接受，再到成

为消费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有一个

过程的，其价格和市场供需也因此

不断动态调整。

一些人对咖啡产业的发展仍持

有旧观念，即咖啡只是一线城市白

领喜欢的，市场规模外溢有限，但事

实上，如今不少中小城市都有了咖

啡产业链，甚至形成了符合中小城

市市场需求的平价咖啡连锁品牌。

换言之，随着国内咖啡产业链

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国内消费者已经

接受了咖啡饮品，特别是80后、90后

和 00后消费者，而随着他们的收入

逐步提高，对咖啡的消费也会随之增

加。或者说，咖啡饮品已经融入了他

们的日常消费之中。他们去的网吧

里有“网咖”，逛的书店里有“书咖”，

连撸猫的宠物店里都有“猫咖”，店里

哪怕是多一个简单的咖啡机，带来的

都不只是增收，还有更多的客源。

正因如此，如今咖啡产业的投

资已经不局限于开咖啡店，而是如何将咖啡融入多种消费

场景，甚至全消费场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增收不只

是因为咖啡饮品的售卖，还有对咖啡爱好者引流。而不同

层次消费者的咖啡消费，也将影响咖啡产业上游的生产和

烘焙环节。

当然，将咖啡以何种形式、何种程度融入企业原有的

消费场景，又不喧宾夺主增加过多成本，需要不同行业不

同企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这也是值得探索的。

其实，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咖啡带来的增长，也不限于

消费场景。如果办公区、休息区里多一个咖啡机，多几袋好

的咖啡豆，也会对提升职工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有帮助。

源头、品控、冷链运输，越来越多的进口水果实现了“国产化”

国产水果升级：从高端到“亲民”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超市、农贸市场中，像

阳光玫瑰青提、软籽石榴、秋月梨、野山柿等

原本属于进口水果区的产品，如今也出现在

了国产水果区。

“之前买一串阳光玫瑰青提就要 100 多

元，现如今我家门口的连锁水果店，B级阳光

玫瑰青提每公斤才 29.9元。”家住新疆乌鲁木

齐市乾和家园的居民马春英说。

近几年，随着国内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进口水果实现了“国产化”。天眼

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超 600 万家水果相

关企业，伴随着消费升级，国产水果的生产和

销售格局也在悄然改变。

水果源头趋向国内

在新疆沙雅县的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

内，硕大的车厘子在 5 月迎来了今年第一批

成熟果实，咬一口，果肉饱满、核小、果汁酸甜

适中，被来往的游客预订了不少。看着挂在

树上一簇簇火红饱满的果实，不禁有游客感

慨：“我们也实现了新鲜车厘子自由。”

回顾过去 10年的水果市场，最开始人们

对车厘子等高品质水果的需求主要依靠进口

来满足。“智利车厘子、日本阳光玫瑰青提、泰

国金枕榴莲等，进口水果进入市场的早期，我

们很少进货，担心卖不出去。”看着眼前琳琅满

目的水果，乌鲁木齐新北园春农产品中心批发

市场店家徐威威说。2019年，他跟随父亲的脚

步，将自家水果二号店安置在了“新北园春”市

场，徐家两代人见证了水果的消费变化。

从应季的高品质水果到反季节水果，越

来越多的进口水果涌入了中国市场，填补了

中国水果市场高端产品的空白。进口水果在

占据中国市场的同时，也悄然影响着中国水

果行业。

为保证水果的新鲜度，进口水果往往都

是在不成熟的情况下被采摘，经过漫长的运

输，口感和品质都大打折扣。如何克服这项

短板？中国同行将水果原产地转向了国内。

“以前是澳洲的柑橘占据市场，2010年之

后，市场进货更多的是我国四川、云南、广西等

地的柑橘，味道好、价格还便宜。”徐威威说。

不仅是柑橘，火龙果最初进入中国市场

时，80%以上来自越南，在国内火龙果种植推

广成功后，就替代了 60%的越南进口量。

现如今，火龙果不仅在中国南方扎根结

果，还被引入了祖国西陲。“市场上的火龙果

大多是从南方运来的，如今我们也能吃上本

地的红心火龙果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

师十一团火龙果种植农户靳红军说。

种出优质果品果类

进口水果扎根国内给当地种植户带去了

经济效益。然而，好景不长，传统“撮堆卖”的

理念让农户仅注重产量，却忽略了质量。因

此提起高品质水果，消费者依旧首选“进口”。

“外面摊贩十几元的樱桃和进口樱桃（也

就是车厘子）不管是个头，还是颜色，一眼就

能看出区别来，更别说味道。”徐威威说。

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让农户逐渐重视

起果品的分级定价。然而，转变种植理念、投

入成本和技术离不开科技的支持。

第一次品尝“恐龙蛋”是在曹晓飞的林果

苗圃地头，当时他正在和聘请的林果苗木专

家进行勘察调研。曹晓飞是新疆阿克苏沙漠

真果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该公司主要从事

新疆特色林果苗木培育的育苗工作。

据他介绍，“恐龙蛋”是引进的美国水果

杏李，它在口感上十分爽脆，还能够长时间储

存。“这几年，‘恐龙蛋’的幼苗卖得很好。”

2010 年，新疆林科院引进了多个杏李品

种在阿克苏试种，其中种植成功的品种有“恐

龙蛋”、味厚、味帝、风味皇后。

2018 年，在新疆且末县苏中农场，负责

人刘华山将试验田搬到了田间地头，在他看

来，新疆南部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雨水少，种

植美国杏李果树有独特的优势。为种出高品

质杏李，他依据市场收购标准，从农资、种苗

入手，实现统一标准采购，改善当地盐碱土壤

并定期检测，制定出一套规范的操作流程。

“我们的定位就是高端水果，标准化果园

的前期投入比较高，如果种出来的果实达不

到市场标准，结再多果子都没有多少效益。”

刘华山说。

在种植“进口水果”比新疆更早的陕西、

福建、山东、云南等地，新农人的努力不仅表

现在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果园管理方面，他

们还像产品经理一样去考察市场、分析优势

劣势、分析竞争对手，从而调整种植品种。对

于云南宾川农民石榴研究协会会长闫虎来

说，他期待着中国自有知识产权的新品种石

榴“天使红”和“华光”后，能在未来代替突尼

斯软籽石榴市场。

冷链技术让水果穿梭南北

今年 8月，一列装着 32只冷链集装箱、满

载 640吨新疆伽师西梅的列车从喀什站出发，

3天抵达陕西渭城站，中转后销往全国各地。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人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西梅的运输是采用

技术先进的铁路冷链物流车辆，箱体 24小时

不断电，运行全过程实行远程监测，每 5分钟

更新一次箱内数据指标，移动的智能化冷库

可最大限度地保障西梅的鲜活度。

作为典型的“进口水果”，引自法国的西

梅已经扎根中国西北。新疆伽师县种植西梅

面积占全国 40%，产量占全国的 60%，已成为

全国最大的优质西梅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

早在 2020 年，我国农业农村部就启动实

施了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加

快补齐产地“最后一公里”冷链物流设施短

板，最大限度降低水果产后的损失。

如今，国产的“进口水果”在走向人们餐

桌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流通路径，颠覆了传

统的水果产业。

从源头、品控到冷链运输，质量合格的水

果按照不同的档次进入零售渠道，对于消费者

而言，不仅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国产进口品种

水果，还大大降低了买到“烂果”“劣质品”的概

率，直观体验到国产水果品质的提高。

本报记者 赖志凯

十大特色市集、京彩文化嘉年华、与大师一

起读书、京郊寻美、红色观影季、大戏看北京……

随着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开启，一系列精彩

的文化活动点亮群众的文化消费生活。

“据统计，北京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例 10.5%，高于全国 4.3%的平均水平。”在 11
月 22日举行的 2022年金融街论坛年会“金融

活水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平行论坛上，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高义表示。

“文化金融”推动文旅业复苏

抖音线上音乐嘉年华、京东传统文化消

费月，爱奇艺、掌阅等精品在线知识专题……

随着互联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数

字文化消费成为亮点，文化和科技、线上和线

下的深度融合。如中科视维以虚拟现实等技

术为载体，融合数字技术、光影技术，开启山

海经文化之旅。

打破圈层的联动融合激发和释放了新活

力，多业态间的碰撞交流，促进“文化+”新型消

费业态融合发展。如“北京M_DSK潮流音乐

节”形成原创潮流音乐、现场文化活动、场外生

态旅游融合的创新产业模式；“凹凸跨界国潮

艺术展”让非遗京绣、涂鸦艺术、数字艺术实现

跨界碰撞；锦鲤拿趣依托阿里影剧综漫内容布

局，开发了《玉楼春》等多款现象级潮玩。

莫高义表示，近年来，北京发挥全国文化中

心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文化和金融融合、文化和

科技融合、文化和旅游融合等文化战略，有力释

放北京科技资源、人力资源、创新创造活力，不

断为文化发展赋能。全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连年超过10%。

疫情期间，北京市出台促进文化和旅游业

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在金融机构支持下，对

文化企业实施“投贷奖”“房租通”政策，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推出“美丽乡村贷”等

多款特色金融产品，开展乡村民宿贷款贴息，

实施文青计划，积极开展助企纾困工作。

金融创新支撑文化产业长足发展

“文化中心”是党中央赋予北京“四个中

心”城市战略定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文化消费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反映了

地区公共文化生活的繁荣程度。北京市在推

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打造文化消费

高地，赋能人民美好生活，从文化为民，到文化

惠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化与旅游、商业、金融、乡村振兴等领

域深度融合，新业态发展动力强劲，激活文化

消费新动能。老旧厂房变身新型文化空间，

郎园、首钢园、隆福寺等城市文化地标和网红

打卡地涌现，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和文化消费新热点。

文化擦亮商业，商业激活文化。北京加

快实施“文化商圈”计划，打造“老字号+国

潮”为特色的传统文化消费圈、“品牌+品质”

为特色的时尚魅力消费圈、“国际+休闲”为

特色的时尚娱乐圈，激活城市高端消费潜力。

“十三五”以来，北京文化金融体系不断

完善，创新探索金融服务模式，逐渐形成特色

鲜明的“文化+金融”模式，落户北京的独角

兽文化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北京文化产业

迸发新活力。“文化+乡村振兴”赋能产业发

展，助推共同富裕。平谷举办世界休闲大会、

门头沟打响“小院”精品民宿、密云摘得“世界

乡村旅游大会优秀区品牌”称号，乡村旅游成

为市民消费新需求。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沐阳表

示，文化和旅游产业要充分发挥既富口袋又

富脑袋的作用，持续发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

和市场体系，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

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链深度融合。

与金融资本对接加速文化产业发展

北京市东城区发挥“国家文化与金融合

作示范区”创建优势，构建金融资本与文旅产

业的长效对接机制，拓宽文旅产业实体经济

直接融资渠道。

“故宫以东”联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为

优质企业及项目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定制文

化金融产品；联手中国银联“红火计划”，聚焦

“文化金三角”、前门等消费场景，开展交易手续

费减免活动，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另一方面，通过“故宫以东”平台链接优

质文化资源，为金融产业提供具有文化附加

值的特色支撑，实现文化与金融双向赋能。

而在金融机构和文化机构聚集的北京市

西城区，文化产业在疫情冲击下保持稳步增

长态势。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孙硕介绍，

2021年全区 523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实现收入 99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7%，实现

利润 85.2亿元，增长 9.9%。

北京市文创产业发展迅速。天眼查数据

显示，北京现有文创企业 1.7万余家，今年 1~
10月新增注册企业 8900余家，月平均增速达

67.3%。然而，融资难是文化企业特别是中小

文创企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北京冬奥会

“冰墩墩”形象设计单位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震反映，公司在北京银

行的支持下，从“冰墩墩”销售中赚到了钱，但

全国文创行业整体仍比较缺钱，因为文创行

业以轻资产小微企业为主，缺乏可向银行抵

押的重资产。

据孙硕介绍，今年北京市西城区支持文

化金融创新发展，探索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机制，如文化金融创新风险代偿机制，纳

入区级代偿资金范围，为中小微文化企业融

资过程中所发生的风险进行代偿。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例达 10.5%，高于全国 4.3%的平均水平

注入金融“活水”，北京文化产业持续升温

近几年，随着国内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国产水果不断升级，品质越来越好。而伴

随着消费升级，生产和销售格局也在悄然改变。消费者买到了物美价廉的国产进口品

种水果，也直观体验到国产水果品质的提高。

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忙

本报记者 杨冉冉

近日，新式烘焙品牌“虎头局渣打烘焙”陆续关闭重庆、成

都所有门店，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无独有偶，网红烘焙品牌

“牛角村”也遭遇翻车。企查查信息显示，近日牛角村公司及

旗下的个别子公司、分公司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或

被标注风险提示。

近两年，烘焙赛道可谓麻烦不断。一边是传统烘焙品牌

难掩经营疲态，纷纷陷入关店潮；另一边新式烘焙品牌从爆

红到逐渐式微，遭遇发展瓶颈。可以说，新老品牌各有各的

烦恼。

前不久，南宁本土烘焙品牌蒂丽雪斯宣布正式倒闭和暂

停营业。据悉，该品牌已经成立 24 年，是南宁本地知名的烘

焙品牌，其直营店和加盟店最多时达到 80余家。

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克莉丝汀食品有限公司因有

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上海市奉

贤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克莉丝汀是上海老牌烘焙

品牌，近年经营情况不容乐观。公开信息显示，从 2013 年至

2021年，克莉丝汀连续 9年亏损，亏损金额达 13.05亿元，门店

总数从 2013年的超过千家减少至目前的 200余家。

有业内人士分析，一批传统烘焙老品牌自身的经营未能

跟上消费潮流的变化，从产品到品牌定位都未能实现创新，导

致品牌竞争力逐渐式微。

“老字号”步履维艰，新选手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墨茉

点心局、虎头局等新式烘焙品牌在北京等一线城市刚登陆时，

曾上演了“一糕难求”的盛况，有大量的消费者愿意花费几个

小时排队购买。如今，这些曾经大火的品牌也迎来了发展的

“冷静期”。

虎头局遭遇闭店风波；墨茉点心局也收紧了扩张步伐，其

公众号上显示今年新店开业只有 8 家。此外，烘焙品牌今年

的融资规模与此前动辄上亿元的金额相比，差距甚远。

业内人士认为，近两年，整个烘焙赛道品牌不断增加，产

品高度同质化。一些新品牌的品牌运营能力不足，缺乏能持

续直击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创新与营销玩法。一旦背后的资本

失去耐心，营销力度下降，势必会导致品牌失去热度，影响门

店生意。牛角村就是前车之鉴，当网红玩法无法持续，自身就

遭到反噬。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烘焙企业 17.8 万余家。而根据

艾媒咨询数据，国内烘焙市场在 2021 年规模已达 2600 亿元，

将在 2023 年达 3069 亿元的规模。烘焙赛道的市场规模和消

费潜力仍然极具吸引力，只不过未来的竞争肯定会越来越

激烈。

面对激烈的竞争，各品牌也在不断拥抱变化。从去年开

始，纷纷借助线上渠道和直播等方式，进攻线上市场。“祥禾饽

饽铺”从 2021年 1月开始正式做抖音电商带货；鲍师傅在今年

4 月正式布局线上电商，将产品搬进天猫“李佳琦”的直播

间。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私域流量，高频触达消费者已

经成为各品牌共同的选择。

业内人士分析称，目前烘焙行业面临巨变，近 1~2 年淘

汰、分化与新生成为主流。对于各大品牌来说，重要的是进行

更多的产品创新、全方位服务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留

住消费者。

“老字号”转身困难，新贵们遭遇瓶颈

烘焙市场还香吗？

本报讯（记者蒋菡）11 月 20 日，由中国

社会责任百人论坛、责任云研究院主办的“第

五 届 北 京 责 任 展 暨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蓝 皮 书

（2022）发布会”在京召开。会上发布的《企业

社会责任蓝皮书（2022）》显示，2022 年，中国

企业 300 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 36.4 分，超

四成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达到三星级及

以上水平，124家企业仍在“旁观”。

蓝皮书对国有企业 100强、民营企业 100
强、外资企业 100强，以及 15个重点行业企业

的社会责任管理水平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特

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评价。蓝皮书显示，国

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连续 14年领先于民

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在乡村振兴议

题上的得分也领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国企相关指数领先

11月24日傍晚时分，在广西柳州汽车城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里，一家新能源汽车电池生
产基地的电池包组装车间里一片忙碌景象。

近期，随着订单不断增多，柳州汽车城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基地的工人加班加点赶制
新能源电池包，供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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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静 通讯员袁璐颖）11月

25 日，伴随着现场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

成，湖南省岳麓山实验室集聚区农大片区项

目迎来主体结构首栋封顶关键节点，建设进

入主体结构验收阶段。据悉，岳麓山实验室

是湖南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

任务的标志性工程，围绕服务种业振兴国家

战略，对标国家实验室建设。

作为首开片区，中建五局三公司组建先

锋队，克服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以高标准、

严要求、高速度推进项目建设。“依托全专业

链建造优势，我们组建了超 50人的设计团队

率先驻场，现场平行施工，40天完成首块地下

室底板浇筑，以百米冲刺劲头完成了首栋封

顶节点。”项目生产经理刘旭表示。

“百米冲刺”完成岳麓山实验室首栋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