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饮服务员正在为旅客送上新款套餐。餐饮服务员正在为旅客送上新款套餐。

1 月 27 日 12 时许，在 G80 次列车上，餐

饮服务员为预定餐食的陈先生送去了一份

川味宫保鸡丁饭，这是广铁集团新推出的一

款标价 15 元的餐食。为更好服务旅客，广

铁集团在途经广州、深圳、潮汕、长沙、怀化

等城市的 400多趟高铁列车上推出“一份家

常饭”工程，陆续上新了 16款价格从 15元到

30 元不等的餐食，30 元以下的平价优质餐

达到 22款。

春运大幕已经拉开，为让旅客在列车上

吃到丰富、可口、实惠的饭菜，广铁集团陆续

对管内广东、湖南、海南三省高铁列车上冷

链餐供应实现四大升级，主推“一份家常

饭”，让旅客吃得更加舒心开心。

餐食品类大升级

为保障大众化、普惠化和差异化需求，

让旅客吃上价格实惠、品类繁多的列车餐

食，负责研发、配送的广铁集团动车餐饮公

司通过冷链中央厨房反复试验调整，不断推

出新定版餐食。

新定版的 15元餐食有 7款、26元的有 4
款、30元的有 11款，合计 22款。这些平价优

质餐包括鱼香肉丝、红烧鱼块、胡萝卜炒肉、

东安仔鸡等，不断冲击着旅客们的味蕾。

“我们按照集团公司客运部和经开部的

要求，提质不提价。坚持薄利多销，实行微

利润经营，让广大旅客吃到更多平价优质家

常饭。”广铁集团动车餐饮公司有关负责人

潘可介绍。

配发结构大升级

每一道大众熟知的佳肴，都是由一方水

土形成的独特口味，代表家的味道，思念的

味道。

为满足各地旅客不同种类的口味需求，

广铁集团动车餐饮公司在新餐食研发中注

重体现地域特色，以湘、粤、川菜风味为主

体，闽菜、客家菜风味相辅。同时，通过合理

搭配辅菜，丰富套餐营养。

“我们通过 ERP 大数据分析，根据不同

线路旅客的口味喜好、饮食习惯、消费习惯

等变化因素，实施‘一车一策’的配发方案，

实现精准配餐，更好地向旅客提供个性化消

费选择。”潘可介绍，广铁集团高铁餐饮供应

此次大升级，除了新推出大量地方风味的荤

素搭配菜品，还为有特定饮食习惯的旅客准

备了两款“全素餐”。

餐食分量大升级

此次新定版餐食从原材料、取材部位、餐

盒选择等方面全面提升品质，给旅客最直观

的感受就是“高铁餐盒更大更重了”！这在高

铁众多点餐旅客反馈中得到了印证。

广铁集团按照国铁集团关于客运提质

工作要求，围绕让旅客享受实惠的原则，依

托上下游产业链贯通的优势，加强对餐饮原

材料品质和取材部位把控，对采购渠道进行

全面升级，并将提高的成本全部用于提升餐

食品质。

“我们按照集团公司客运部和经开部的

要求，增加了高铁餐饮品种类，同时分量也提

升了。”潘可介绍，以15元的鱼香肉丝为例，和

老款餐盒相比，新餐盒从单格盒升级为大容

量三格盒，餐食总重量增加 70克，主荤菜从

17 克鸡肉升级为 30 克猪肉，并增加素菜 30
克，餐食性价比显著提升。

“另外，除少量特色菜品，大部分餐食均

采用饭菜分装，美观大气的同时也更方便旅

客食用。”潘可说。

冷链安全大升级

“坐高铁回家过年是老百姓春节期间的

大事，我们绝不能在冷链安全上有半点马

虎。”负责冷链验收的工作人员莫耀华说道。

广铁集团动车餐饮公司根据餐食委托定制

标准，细化到餐食总重，主菜、荤菜、次荤菜、

素菜、爽口配菜、米饭等单项验收标准，并制

定餐食样板图用以对照验收餐食形态。

在广新东莞食品分厂的作业区内，穿戴

全套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井然有序地在自

动化生产线上忙碌，一旁的监控不分昼夜地

记录下眼前的一切，这是广东地区高铁冷链

供餐中央厨房的一角。

“我们厨房可以实现标准化、规范化、数

字化、系统化运营管理，制作过程可通过监

控室全程回溯检查。春运开始，我们都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供餐准备。”厂区有关负责人

廖豪迈自豪地介绍。

根据广铁集团要求，除工厂每日对生

产出来的餐食进行抽查外，广铁集团客运、

劳卫主管部门每月还将不定期上车随机抽

查成品克重和卫生安全，确保旅客餐食安

全可靠。 （方杰 孙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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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小钟 赵思远

一部手机、一台支架、一盏环形灯，琳琅

满目的服装样品，构成了广州五号服装小镇

批发市场档口直播间的全部。镜头前，带货

达人李福佳熟练地讲解服装工艺细节。直播

镜头的背后，助播、选品师、运营、客服、仓储

等团队各司其职，忙得热火朝天。一块大屏

幕内，能够直观反映成交金额、流量变化、用

户画像等信息的“直播作战系统”也实时更新

着数据。

在离五号服装小镇 36 公里的芈姐直播

间，直播选品师、复购转化师、直播氛围师、店

铺运营师、品牌矩阵运维师、产品种草师、直

播电商操盘手等 30 余个工种忙碌着，几百个

工人正在为年货节做准备。

以上是广州直播电商的日常。近年来，

广州市政府通过政策、活动、直播基地等方式

鼓励直播带货，利用直播电商讲好广州品牌

故事；同时，头部短视频直播平台，汇聚大量

广州商家和主播，通过运营、培训、流量等系

列扶持，助力更多商家、主播快速发展，形成

了直播带货促就业“广州样本”。如今，全国

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像广州一样，努力抓住直

播带货这一风口。

“线下展示+线上引流”成发展新方向

在服装行业摸爬滚打了 12 年，李福佳见

证了广州服装产业的发展。她坦言，直播间

给线下档口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活力。2019
年，受疫情影响，李福佳在线下档口的基础上

开通了直播间，首场直播在线人数就超过了

1000 人。尝到直播电商的甜头后，她成立了

自己的直播团队，并与多家服饰工厂建立紧

密合作关系，实现了从设计到生产的快速响

应和定制化服务。

“今年挣七八万元没问题。”54 岁的吴辉

蓝是李福佳合作工厂的工人，这个十几平方

米的直播间带动了 3 个大型工厂、10 余个小

工厂上千人就业。

一块小小的屏幕，在扩大直播间内外就

业规模的同时，也连接起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的双向发展。

五号服装小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小镇

2024 年确定了“线下展示+线上引流”的新发

展方向，采用商家与主播合作的方式，力争将

小镇打造成多产品、多场景、多维度的服装销

售新平台。

“我们打算以更低的店铺租金、在场景

装修费用上适当为商家补贴、为商家与主播

快速匹配、开展相关培训等策略，吸引更多

商家和主播，为小镇发展增添新动能。”该负

责人说。

直播间建立标准化运营模式

在直播行业经过数年的深耕锤炼，芈姐

直播间所在的芈星集团建立起了标准化、体

系化、流程化的运营模式，且结合着市场需求

和用户需求不断创新和成长。护肤馆、高端

馆、服装馆、生活馆……不管是食品日化，还

是美妆轻奢，都划分了不同的展示区，直播场

景一月一换，让用户体验经常更新。为了进

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公司结合具体商品，在用

户订单多的地区就地建仓，减少送货时间。

据芈姐直播间负责人介绍，该直播间一

款售价为 29.9 元的自有品牌洗发水，凭借过

硬的质量和较高的性价比，已卖出几百万

瓶。大成交量带来的是就业大空间，与其合

作的洗发水生产厂家，就业人员至少增加了

三四倍。

“我们快手店铺订单量已超过 1.2 亿，1.2
亿订单的背后关联着上千家品牌合作方、几

千万件服装。”芈星集团董事长王陈表示，“我

们上亿订单连接着 30 多个新职业，已带动上

万人就业。”

直播带货促进多元化职业发展

2020年以来，广州持续发力直播电商，呈

现出“万商开播、全城直播”的良好发展态势，

形成直播带货促进就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的“广州样本”。

今年 1月 25日，来自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

商务中心、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广州市委

宣传部、广州市商务局、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代表、就业专家

及企业代表走进广州，围绕直播带货促就业的

“广州样本”进行调研并展开深度研讨。

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汪萍

华表示：“直播带货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催生了几十种新职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大

量新增就业机会，如生产岗位、运营、产品研

发、仓储、打包等，促进多元化职业发展，为我

省新增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

长李鸣涛表示，直播电商持续赋能实体经济

发展。2023 年前三季度，直播电商拉动网络

零售增速 7.7个百分点，促进创业就业成效显

著，活跃电商主播数 337.4万人，增长 164.3%。

政企合作打造就业“广州样本”，为区域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

一个直播间30多个工种，直播带货如何催生新职业？

本报北京1月30日电（记者周怿）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今

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区域重大战略生态环保

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打

下了良好基础。

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来看，京津冀两市一省、粤港澳大湾

区中珠三角 9市、长三角 41个城市，2023年细颗粒物（PM2.5）
浓 度 较 战 略 提 出 的 2014 年 、2017 年 、2018 年 分 别 下 降 了

57.3%、34.4%和 23.8%，地表水Ⅰ类～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

上升了 36.4、29.8、14.3个百分点，生态环境状况大幅改善。长

江干流连续 4年、黄河干流连续 2年全线水质保持Ⅱ类。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

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对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作出系统部署，

其中特别对聚焦区域重大战略打造绿色发展高地，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生态环境部将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中进一步

谋划好、规划好、落实好生态环保工作，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区

域重大战略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指导

文件，积极培育一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典

范样板。

生态环境部将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生态环境部将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近年来，广州持续发力直播电商，呈现出“万商开播、全城直播”的良好发展态势，

形成直播带货促进就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广州样本”。如今，全国越来越多的城

市，正像广州一样，努力抓住直播带货这一风口。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印发的《青海

省品牌建设实施方案》提出，青海将多举措

打造农业品牌、提升工业品牌、做强服务业

品牌、培育区域品牌。力争到 2025 年，品牌

建设初具成效，基本形成层次分明、优势互

补、影响力创新力显著增强的品牌体系，力

争获得中国质量奖（含提名奖）3 个，累计颁

发青海省质量奖（含提名奖）30 个，商标有效

注册量达 8 万件。培育壮大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 30 个、农业企业品牌 100 个、农产品品

牌 300 个。

据悉，青海将依托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建设，大力实施“青字号”农畜产品

品牌培育行动，着力培育高原特色现代生态

农牧业龙头带动型商标品牌，打造一批具有

较强影响力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打造青

海牦牛、藏羊、青稞、油菜、马铃薯、枸杞、冷

凉蔬菜、冷水鱼、藜麦、食用菌、沙棘、青稞

系列酒、冬虫夏草、蕨麻、藏茶等一批品质

过 硬 、特 色 突 出 、竞 争 力 强 的 精 品 区 域 公

用品牌。

同时，青海将围绕传统产业，在钾肥、

“两碱”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

较强竞争力的知名品牌；围绕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

领域，培育一批行业领先特色品牌；鼓励消

费 品 行 业 发 展 个 性 定 制 、规 模 定 制 ，在 藏

毯 、食 品 等 领 域 ，培 育 一 批 竞 争 力 强 的 品

牌企业。

青海多举措推进品牌建设
力争到 2025年培育壮大 300个农产品品牌

在理想汽车常州基地车间，机械手臂进
行焊接作业（1月10日摄）。

1月30日，记者从江苏省常州市统计局获悉，

2023年常州市GDP达到10116.4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中国GDP“万亿城
市”再添新成员。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江苏常州成为
GDP“万亿城市”

随着春节临近，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根据节日食品
消费特点，开展春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指导食品经营单位
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准备，确保守法经营，规范广告宣传，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图为 1月 30日执法人员在某仓储会员超市窑洼湖店执
法检查。 本报记者 杨召奎 本报通讯员 邹玥 摄

北京朝阳开展节前食品安全检查

1月 30日，出租车司机在江西九江火车站旁的“南铁快
充”停车场为新能源出租车充电。

近日，九江火车站旁新增的“南铁快充”停车场规划了
318个停车位和20个快速充电桩，最多的时候能实现40辆新
能源车辆同时充电，为春运期间车主出行换乘和接送旅客提
供便利。 胡国林 代建力 摄

九江火车站停车场新增快速充电桩

本报讯（记者时斓娜）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印发《地理标

志保护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通过实施地理

标志保护工程，布局一批引领带动性强、发展潜力大的项目，

打造地理标志保护高地，充分发挥地理标志保护在发展区域

特色经济、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扩大对外开放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效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方案》明确，加快促进地理标志全面发展。加强地理标

志保护工程与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衔接。深入挖掘地理标

志的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促进地理标志与“老字号”“非遗”

等融合发展，推动打造特色地理标志文旅项目和旅游线路，开

发工业旅游，探索建设地理标志旅游基地、地理标志线上线下

展览馆、展示体验中心和相关主题公园等，将地理标志与农产

品商贸有机结合，进一步塑造地理标志知名度。

《方案》提出，建立健全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体系。推动地理

标志保护地方性专门法规立项、制定和实施，建立完善地理标

志保护标准体系，健全规范地理标志保护管理政策体系。推进

运用地理标志保护手段，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

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印发

本报北京1月30日电（记者蒋菡）记者今天从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获悉，2023 年我国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动

力及储能电池等产量、国内新能源装机量以及上述领域产品

出口量均大幅增长，成为拉动铜、铝、锌等有色金属消费主要

增长领域。

据测算，2023年上述产业消费铜约 300万吨，比上年增长

52%，占全国铜消费量的比重 19%左右，拉动全国铜消费量增长

约7个百分点；上述产业消费铝约900万吨，比上年增长50%，占

全国铝消费量的比重接近20%，拉动全国铝消费量增长约7.2个

百分点；2023年风电塔筒、螺栓等钢结构设备和光伏钢支架的

镀锌消费在 70万吨左右，比上年增长 51%，占全国锌消费量的

比重约为9%，拉动全国锌消费量增长约3.4个百分点。

2023 年，有色金属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7.3%，增幅创近 10 年的历史新高。业内人士指出，2023 年，

光伏、风电、动力及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所需有色金属材

料投资及有色金属矿山投资增幅较大，是拉动有色金属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

新能源产业成有色金属消费增长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