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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良种工程，增加附加值，“红色产业”成为致富事业

新疆辣椒品牌的创新之路

市场潜力大，我国烘焙行业将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烘焙市场如何越来越香

阅 读 提 示
近年来，新疆辣椒产业发展迅速，安集海辣椒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作为新疆最具规模

的食用辣椒集散地，安集海镇实施良种工程，推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种植经营模式，

促进辣椒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新疆的夏天天气炎热且干燥，很适合辣

椒的生长和晾晒，生产出来的辣椒品质优异，

味香可口，辣椒生产占据了新疆“红色产业”

的三分之一。其中，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安

集海镇被誉为“中国辣椒之乡”，所产辣椒颇

具盛名。

作为新疆最具规模的食用辣椒集散地，

安集海镇已有 40多年辣椒种植历史，每年种

植的辣椒占新疆食用辣椒种植面积的 60%，年

产干椒可达两万吨，已远销韩国、日本、澳大

利亚等国外市场，成为了新疆辣椒品牌。

良种工程，实现保质保量

“我今年种植了 150亩地，预计纯收入 40
多万元。”李文虎说。

李文虎是沙湾市安集海镇交通新村的养

殖户，已经种植了 13年辣椒，在他看来，辣椒

的品种在不断提高，种植技术也在不断提升，

“刚开始我种辣椒，都是直接播种在地

里，一个穴要放三四个种子，才能保证出苗

率，现在用优质的种子，外加育苗移栽技术就

能保质保量。”李文虎说。

据沙湾市安集海镇副镇长马俊林介绍，

辣椒育苗移栽技术相较于传统的直播种植，

具有提早成熟、增加亩产量的优势，近几年，

安集海镇通过大力推广辣椒育苗移栽技术来

提高辣椒的品质和产量，增加种植户收入。

“刚开始，对于育苗移栽技术老百姓持观

望的态度，在我们不断沟通、引导下，越来越

多的农户看到技术带来的丰收成果，纷纷开

始采用新技术。”马俊林说。

随着市场需求量的不断扩大，安集海镇

不断推广使用先进农机、新技术等方式提高

种植水平，种植面积也从 2020 年的 3.6 万亩

扩大到了今年的 4.3 万亩，亩产量可达到 500
公斤以上。

“我们一直在推进良种工程，坚持培育名

优品种，打造县、乡、村三级育苗体系，让辣椒

种源品质不断提高。”马俊林介绍。

如今，安集海已有线椒、板椒、菜椒和灯

笼椒四大类型 20 多个品种，可制作辣椒粉、

辣椒酱、火锅底料、米粉酱等 40多款产品，辣

椒已成为当地农业支柱产业。

近年来，新疆辣椒产业发展迅速。天眼

查数据显示，今年 1~9 月新增注册相关企业

与 2022年同比上涨 55.56%。

产供销一体化

“在形成规模之前，安集海辣椒的市场认

知度并不高，种植户的销售渠道全靠自己联

系，收入并不稳定。”马俊林说。

为了辣椒实现规模化发展，安集海镇党

委从招商引资着手，推动“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种植经营模式，提高辣椒经济效益。

沙湾市博涵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

于 2014 年，建有 41 座温室大棚，主要从事辣

椒育苗，能够培育 4000 到 6000 株可种植辣

椒苗。

自合作社建立以来，家住和谐新村的马

金花就将自家的 20 亩地交由合作社管理。

因多年种植辣椒的经验，马金花被合作社聘

请为“本村专家”，专门负责辣椒育苗和田间

管理工作，每年能增加 4万元的收入。

“土地交给合作社之后，我也有了第二份

工作，收入增加了不少，家里也能照顾到，日

子越来越好。”马金花说。

合作社带来的收益保障、品质保证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村民与合作社签订土地入股合

同。如今，安集海镇已建立 13家共赢制农村

专业合作社，入社农户 367 户，入股土地 2.1
万亩，每年辣椒分红高达 1230 元/亩，比未入

股土地每亩增收 300至 500元。

不仅如此，为了增加辣椒的附加值，提高

椒农种植的积极性，各个合作社纷纷“升级”

为辣椒加工企业的供应商，将种植好的辣椒

经过分拣、清洗、包装等加工程序，开发成辣

椒段、干辣椒、辣椒油等系列产品，远销全国。

如今，安集海镇开启了“党建联盟+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全镇 42 户种

植大户与本地辣椒加工企业合作，实现订单

种植。

精深加工创品牌

清洗、消毒、罐装、贴标、装箱……在新疆

阳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辣椒的香气扑

鼻而来。红花牛肉、天山雪椒丝、脆香恰玛古

等等不同口味的辣椒酱正在罐装打包，发往

全国各地。

“2021 年我们收购了‘老岳父’‘老岳母’

品牌，开始投入运营，去年产值达到了 2000
万元。”新疆阳光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江说，今年预计产值达 5000万元。

据了解，这家公司是专门研制辣椒酱、酱

腌菜、泡菜等系列调味品的食品深加工企业，

目前已有 3 条全自动化生产线，每条生产线

每小时分别生产 2500 瓶辣椒酱、500 公斤辣

椒粉以及 600公斤剁椒、酱菜腌制。

去年，该公司成立了沙湾市古道驿站合

作社，种植了 500 亩辣椒，并与当地 5 家合作

社签订了辣椒、豇豆、韭菜花的种植收购协

议，带动了周边 300多人就业，助力农民增收

1000多万元。

“我们将基地安置在安集海镇，就是为了

获得好原料，便于研究新产品、新口味，把企

业做大做强。”陈建江说。

如今，安集海镇的辣椒经营不再是单纯

的原料出售，而是从初加工到精深加工，不断

挖掘辣椒附加值，深耕辣椒产业。

“安集海的辣椒品种多，品质好，辣素含

量高，香味浓郁，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这也是比较出名的原因。”陈建江说，

为更好地发展辣椒产业，2022 年 8月，安

集海镇成立了辣椒产业党建联盟，内含 6 家

非公企业、7家合作社党组织、11个村级党组

织、50名党员致富带头人。

望着戈壁滩上红火一片的辣椒，马俊林

感慨道：“我们的辣椒产业想要持续健康发

展，未来需要加强辣椒加工技术的研究使用，

提升辣椒的附加值，并且拓宽销售渠道，提高

市场竞争力。”

本报记者 徐潇

10月 22日，北京第一届“超大口”面包节

在朝阳东枫国际体育园落下帷幕。10月 20~
22 日 3 天，每天都有超 8000 人次来面包节打

卡，粗略估计，这 3天来参节的烘焙品牌日均

销售额在万元左右。

在现场，《工人日报》记者看到许多烘焙

店摊位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消费者一边排队

一边讨论要买哪些爆款面包、网红点心，几

家 知 名 度 颇 高 的 品 牌 摊 位 甚 至 一 早 就 售

罄。“大家太热情了，供不应求，有不少店都

在加紧制作，下午两点还要配送到摊位。”本

届“超大口”面包节主办方负责人左扬向记

者介绍说，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参节的消

费者扑了空。

《2023 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指出，2022
年，烘焙业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店均营收同

比变动均有较大幅度上涨。新开的烘焙店门

口排起长队；社交平台上爆款烘焙产品试吃

介绍得高赞；欧包、贝果、吐司……单品蓬勃

发展、花样百出。种种现象表明，近年来，消费

者对烘焙产品热情高涨。

3000亿元的市场

排着长队的门店，不是数码新品发售，而

是年轻人在买面包，面包喜爱者甚至自称“面

包星人”，长着一颗“碳水脑袋”。

这些“面包星人”热衷于发掘宝藏烘焙

店，只要面包不卖到天价，就总有受众。而面

包定价则随着“面包星人”的热捧而越涨越高，

在新开的独立烘焙店，一个法式牛角包动辄

卖几十元，甚至超过打工人一顿工作餐的价

格。今年上海一家日式烘焙店里，一条生吐

司售价 98元，人们排队 6小时购买。

此外，面包节也成为今年最具人气的线

下活动。北京、深圳、广州、杭州、福州、成都、

南京等城市都举办了面包节，“超大口”面包节

第一天，即便是工作日，“面包星人”的队伍也

排到了马路上。

据业内人士分析，烘焙业蓬勃发展的主

要原因是我国居民餐饮消费结构和生活节奏

都在变化，而营养健康、快捷多样的烘焙食品

满足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数据显示，我国烘焙食品行业的生产规

模持续扩大。根据《中国食品工业年鉴》

(2012-2018)，我国糕点面包业规模以上企业

营业收入由 2011年的 526.40亿元增长至 2017
年 的 1316.23 亿 元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达 到

16.50%，远高于同期食品工业整体 5.44%的增

长水平，也高于全球烘焙行业增速。天眼查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与烘焙相关的企业

104.7万余家，2023年 1月~9月新增企业 5.4万

余家，与 2022年同期相比上涨 14.3%。从地域

分布来看，广东、山东以及江苏的企业数量位

居前列，分别为 11.9万余家、10.1万余家以及

7.1万余家。

有专家预计，2023 年中国烘焙食品市场

规模将超过 3000亿元，我国烘焙行业将进入

高速发展时期。

健康单品受青睐

2023年的烘焙市场，骤起风波。

一方面，品牌之间竞争愈发激烈，不少曾

红极一时的烘焙品牌关店。今年，“新中式双

子星”——墨茉点心局和虎头局渣打饼行，逐

渐退出烘焙行业。3月，杭州最后一家墨茉点

心局关闭；6月，武汉的 15家墨茉集体歇业；而

近日传出消息，年内墨茉将全面撤出北京市

场。相比墨茉，虎头局的日子更为艰难，关停

门店之外，出现不止一起员工讨薪事件。除

此之外，牛角村、福利森林、85度 C、东海堂等

一系列知名烘焙品牌今年也纷纷走下坡路，

关店、裁员或倒闭退场。

另一方面，烘焙行业主打健康养生类和

单品店逐渐被认可，并获得市场和资本的双

重追捧。马来西亚姑娘雪忆，在北京顺义区

开了一家主打“酸面包”的烘焙店，受到不少消

费者的喜爱，在此次“超大口”面包节上，“野生

酵母酸面包”不到一小时便销售一空。“没法补

货，因为这个野生酵母需要 3天时间发酵。”雪

忆向记者介绍，受限于野生酵母时间限制，店

里酸面包产量一直不算高，但每天都可以售

空，客人多数冲着健康自然的面包单品而

来。健康烘焙虽然小众，但前景不容小觑。

位于北京朝阳区亮马桥的贝果网红店

“The Daily Bagel”在 饿 了 么 平 台 上 月 售

1000+，热销款单价 58元左右。类似单品专营

店，越开越多。可以说，这种主打司康、贝果、

法棍、丹麦面包等单品的烘焙店，在烘焙赛道

中开辟了自己的闯关之路。

预制品脱颖而出

在 10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焙烤

行业峰会”上，艾媒咨询创始人张毅分享了

烘焙食品行业大数据，提到健康低脂、冷冻

烘焙发展潜力大，随着冷冻烘焙技术的逐渐

成熟，冷链仓储和物流技术的不断完善，冷

冻烘焙食品的应用领域将由冷冻糕点产品

逐渐发展至如麻薯、丹麦牛角等冷冻面包半

成品及熟品等。

随着家庭烘焙的兴起，年轻消费者对于

预制烘焙食品的需求逐渐增多，90 后、00 后

消费群体在追求个性化的同时，同样也要求

制作流程简单高效，因此烘焙预制半成品的

需求量激增。

而天猫近 3年的销售数据也显示，预制烘

焙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其中预制烘焙增速是

烘焙原材料的 3.6 倍，是成品烘焙的 6.8 倍。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预制烘焙品也会成

为烘焙赛道之一。

赶制海外家居订单

“百日攻坚”行动助力成渝经济圈新能源建设
本报讯（记者李国 通讯员姜越）近年来，国家对清洁能源

的战略重视，新能源产业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

日前，中国石化重庆石油分公司紧跟国家战略，积极开展“庆

祝 40周年，百日攻坚创效”专项行动，以争先进位姿态高质量

完成新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成渝地区的新能源布局和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建议和技术支持，为双城经济圈的新能

源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据了解，截至目前，重庆石油分公司已投营 4 座加氢站，

94 个充电桩，未来 3 年，将陆续投营 10 座加氢站及 1500 个充

电桩。下一步，重庆石油分公司将立足成渝氢走廊建设，优化

区域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领跑新赛道努力成长为头部企

业，为实现国家的绿色发展目标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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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昂

近日，中国电影博物馆迎来了本

年度第 100 万名观众，现在这里已经

成了网红“遛娃胜地”。中国电影博物

馆的情况并非孤例，越来越多的人将

博物馆设定为旅游目的地。国家文物

局的数据显示，今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6 日的“双节”期间，全国博物馆接待

观众总量达 6600 万人次，其中一级博

物馆接待观众量约 1000万人次。

目前，我国现存博物馆超过 6500

家，其中九成以上是免费开放。正因

如此，谈及博物馆与产业经济之间的

关系，很多人会有误区，认为既然绝大

部分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很

难带来正向的经济效益，即便有收益，

往往也只是馆内餐饮、纪念品店、房屋

出租以及特殊展览售票等，总量有限。

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是偏颇的，要

知道，博物馆相关企业正在不断增加。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博物馆相关

企业 3.9 万余家，其中有 200 余家博物

馆的北京市，相关企业多达6000余家。

“吸客”能力强的博物馆，往往会成

为其所处区域的游客集中地，有效促进

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周边包括餐饮、

住宿、交通、购物、演艺等一系列衍生产

业振兴。而博物馆的藏品，也可以为当

地文创产业提供一定的资源。换言之，

看似免费的博物馆，实则可以为当地带

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但在实际操作中，并非所有的博物

馆都能产生如此效益。博物馆可以与

周边文化产业业态和相应园区有效融

合，优势互补，形成“博物馆+旅游”的发

展态势。而在融合过程中，既要用好智

能化、数字化和可视化技术，用好文化

产业的智慧化元素，也要运用好特色展

品等博物馆核心资源，可以将其数字

化、虚拟化、文创化，发挥出更大作用。

周边文化产业业态也可以通过交

互式、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产品，满

足消费者社交、娱乐等多种需求，与博物馆形成联动，共

促多元化发展，拓展旅游空间，丰富当地旅游消费形式。

当然，博物馆的实际权限，往往局限在“围墙之内”，

对于周边文化产业业态的影响力有限。对此，地方有关

方面有必要完善“博物馆+旅游”的发展思路，合理规划

园区，优化产业布局，并加强相应配套设施的建设，最终

促进当地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

10 月 19 日，位于江苏如皋高新区海
直格（江苏）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工人们正
在赶制定制家具的订单，满足出口订单
需求。 徐慧 摄/中新社

中信国安立足主业抢抓新机遇
本报讯（记者杨兆敏）10月20日，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在国安第一城举办中信国安发展大会。会议透露，中信国安

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已正式获批更名为“中信尼雅葡萄酒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期间，中信国安还与比亚迪、当升科技、天赐

材料、新疆新矿集团等企业及高校、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作为中信集团的一级子公司，中信国安近年来立足实业

主业，抢抓新能源机遇倍增发展先进材料产业，抢抓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新消费业务，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和数字经

济，提高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公司拥有

3座国家级绿色矿山、绿色工厂，以绿色为底色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该公司还加大创新投入力度，

目前拥有科技研发人员 1085 人，选树“首席科学家”，设立了

院士专家工作站、6个国家级和 16个省部级行业研发平台（实

验室），并拥有专精特新企业 9 家。依托复杂多金属选矿、铜

冶炼、盐湖提锂等关键核心技术，在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有色

金属采-选-冶以及葡萄酒酿造等方面形成了一批科研成果。

我国已制定发布消费品国家标准5400余项
本报讯（记者蒋菡）记者从 10 月 21 日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的“标准塑造美好生活”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2023年

9 月底，我国已制定发布了覆盖消费品分类国家标准的 11 大

类、98 中类的消费品国家标准共计 5400 余项，形成了门类齐

全、结构合理、强推配套的消费品国家标准体系。

2023 年 5 月，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联合印发《加

强消费品标准化建设行动方案》，围绕消费品生产、流通、消费

全链条，明确了加强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标准供给、推动传统

消费品标准升级迭代、开展消费品质量分级和消费体验评价

等重点任务，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消费品标准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不断提高重点领域主要消费品标准与

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近年来 9大重点领域 53个具体行业领

域的主要消费品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保持在 95%以上，

可以说我国主要消费品标准水平基本与国际接轨。”市场监管

总局标准技术司二级巡视员孙华说。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批准发布 205项消费

品相关标准。一方面，围绕新兴消费、品质消费发展趋势，批准

发布《家用和类似用途豆浆机》《厨房纸巾》《绿色产品评价 照明

产品》《旅游饭店用纺织品》等 30项国家标准，助力家用电器、照

明电器、纺织品等重点消费品“智能、绿色、健康”发展。另一方

面，围绕“一老一小”特殊消费群体需要，发布 7项婴童用品相关

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床、家居产品适老化设计指南、多焦和渐变

焦老视成镜、健身器材适老化通用要求等适老化国家标准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