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羽衣甘蓝走红背后
石 羚

“纤 体 瓶 ” “轻 体 果 蔬 瓶 ”
“掉秤超模水 ” ……近来， 多家茶
饮品牌推出以羽衣甘蓝为主要原料的

果蔬饮品， 让这一蔬菜身价倍增。 有
菜农表示， 每长出一茬就有人抢付
定金。

羽衣甘蓝从引进到 “破圈 ” ，
花了几十年时间。 谁能想到， 如今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网红蔬菜， 此
前曾因口味不佳一度被当作观赏植

物。 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需求。 从实惠到品质， 从好

吃到健康， 人们的饮食追求逐渐变
化。 近年来， 轻食风尚兴起， 越来
越多的人放弃高糖高油， 选择低卡
低脂。 羽衣甘蓝营养全面， 富含膳
食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 被誉为
“完整的食物”， 顺理成章成为健康
消费新宠。 加之形如牡丹、 叶透青
紫， 羽衣甘蓝的美丽外表让注重生
活品质的人们怦然心动， 也为 “颜
值经济” 添了一把火。

看供给。 在山东高密， 万亩良
田家庭农场用 7 年时间探索种植技
术， 实现四季供应， 如今已成为亚
洲最大羽衣甘蓝出口种植基地。 同
时 ， 多省扩大种植 ， 产能不断提
升。 稳供给还要质量优。 从建立生
产技术规范确保绿色健康， 到开发
复合饮品改善口感 ， 再到研发糕
点、 酸奶等深加工产品， 相关企业
针对羽衣甘蓝做的文章打动了挑剔

的消费者。
羽衣甘蓝的走红， 是一场供给

与需求的双向奔赴， 这样的故事并
非孤例。 近年来， 不少蔬菜新品走
上中国百姓的餐桌， 甚至成为常见
菜， 见证消费市场的活跃， 也彰显
蔬菜供给的优化。

品种丰富， 是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生动例证 。 在时间长河中 ， 黄
瓜、 辣椒、 西红柿等外来蔬菜一步
步在中国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 今
天， 引自印度的秋葵、 原产非洲的
冰草、 源自日本的贝贝南瓜， 受到
更多中国食客青睐。 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 蔬菜迁移更加频繁、 更
加便利。 与此同时， 我国高度重视
种子选育工作。 彩色的塔形花菜 、
可生吃的水果甘蓝、 壮如手臂的苦
瓜等应运而生。 在前不久发布的新
一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公告

中， 国内自主选育的新品种占比达
98%。 蔬菜新品， 为舌尖带来新体
验， 为生活带来新惊喜。

新品成为网红， 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 “尝鲜经济 ”； 而进口菜成为
家常菜 ， 离不开农业现代化的托
举。 要看到， 口味和营养独树一帜
是市场认可的根本， 提升生产能力
则是扩大影响的关键。 种植羽衣甘
蓝实现播种 、 移栽全程机械化 ，
以温室、 冷棚两种模式种植冰草 ，
使用砧木嫁接技术让番茄抗病性

更强……科技赋能， 驱动现代农业
发展， 提升了产量和品质， 更提高
了种植效率与收益。 中国稳居全球
蔬菜出口第一大国 ， 诀窍正在于
此。

有外国博主赞叹中国人的 “蔬
菜自由”。 的确 ， 时下的中国菜市
场充分印证了 “新鲜” 二字： 一是
品种上推陈出新， 二是鲜度上水灵
脆嫩 。 得益于运输的高效 ， 蔬菜
“跑 ” 出从田头到餐桌的加速度 。
这也说明 ， 品种培育 、 生产 、 加
工、 物流、 销售是一个整体。 让新
品种从 “小而美” 迈向 “大而强”，
需要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一批新农
人尝试预冷分拣， 延长蔬菜保鲜期；
有的依托网络平台做好技术分享与

产品销售， 擦亮农业品牌； 有的将
种植与观光、 采摘结合， 提升综合
收益……链条更长， 三产融合更深，
生产效益才更好， 销路才更广。

小小蔬菜， 连接千家万户， 关
乎民生冷暖。 生产者希望 “白菜卖
出猪肉价”， 消费者乐见 “猪肉卖
出白菜价”， 如何统筹兼顾 ？ 长远
来看， 适时更新菜品， 不断提升质
量， 提高组织化生产水平， 从品种
和品质等方面满足消费新需求， 才
能实现鼓起菜农 “钱袋子” 与丰富
群众 “菜篮子” 的平衡。

随着西芹、 紫甘蓝、 荷兰豆等
进入千家万户， 曾经的 “特菜” 已
不再稀奇。 事实上， 从蔬菜瓜果到
服装饰品 ， 从家用电器到交通工
具， 很多产品都经历过由高端稀缺
到司空见惯的嬗变。 从更广的视野
来看， 产品推陈出新、 产销有序对
接， 蕴藏着消费扩容的密码、 刻印
着民生改善的足迹， 也促进了中国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

本报讯 （记者 李世秀 通讯员

刘玉娜 刘广凡） 豫北大地， 春意盎
然。 4 月 18 日，南乐县优质西红柿小
镇的“柿柿如意”广场上，绘满鲜红番
茄的主题墙上，“番茄闹海”4 个大字
遒劲有力，游客争相拍照打卡。

网络达人举着形如宝石的“酸甜
果”西红柿，对着手机直播：“家人们
看！ 这就是南乐的‘黄金果’，甜中带
酸，一口爆汁！ ”摄影家架起“长枪短
炮”，记录下美好瞬间。 这场由 50 余
名媒体记者、网络达人、摄影家共同
参与的“探秘之旅”，揭开了南乐西红
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芯”密码。

走进占地面积 6000 平方米的玻
璃联动智能化育苗大棚，湿润的空气
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 大棚内划分为
智能化育苗区、 现代农业技术展示
区、农产品展示区及农业技术培训交
流区，每年可培育辣椒、花菜、番茄等

各类优质种苗 1000 余万株， 还能实
现一年四茬连续生产。 依托河南农业
大学豫艺公司，小镇已选育定型 8 个
以上优质番茄品种，其中豫优 5 番茄
单产每亩可达 7500 公斤至 1 万公
斤， 带动张果屯镇 1500 余亩优质西
红柿种植，每亩增收 7000 元以上。

不远处的张果屯镇果蔬交易市

场人声鼎沸，满载番茄的三轮车排成
长龙。 这座豫北最大的西红柿集散
地，年交易量超 1500 万公斤，产品远
销安徽、新疆、宁夏等地。 南乐县还积
极打造电商直播间，借助互联网拓展
销售渠道， 进一步增加了农户收入。
张果屯镇烟之东村党支部书记赵战

秒介绍：“全村 80%以上的农户都在
这个西红柿种植产业链上干活，通过
品种改良和技术升级，我们的西红柿
品质不断提升。 更让村民高兴的是，
随着蔬菜交易市场的建立，西红柿在

家门口就能卖出去， 既省心又增收，
真正实现了‘种得好、卖得好、效益更
好’！ ”

张果屯镇创新完善 “公司+村委
会+ 合作社+农户” 的联农带农富农
机制， 通过打造科技服务体系 、 健
全风险防范机制， 为产业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 使特色产业成为农民增
收的坚实依靠。 早在脱贫攻坚时期，
联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就积极发

挥作用， 针对部分群众有技术但缺
资金的困境， 为农户提供贷款担保，
动员社员提供就业机会， 带动烟之
东及周边村果蔬种植面积大幅扩张。

总投资 2000 万元的 “番茄王
国” 田园综合体项目， 集育苗 、 研
学 、 加工 、 文旅于一体……其中 ，
“番茄闹海” 主题打卡墙推动了农旅
融合发展， 而 2024 年 5 月投入运营
的联富大食堂， 累计服务群众数千

人次， 既解决了产业工人和当地老
年人的用餐问题， 又成为连接农业
生产与民生保障的重要纽带。

一组数据勾勒出南乐的“柿”代华
章：全县西红柿种植面积稳定在 3000
亩，年产量 7000 万公斤，年产值突破
3 亿元，带动 2 万人就业。 站在“柿柿
如意”广场上，张果屯镇镇长张俊朝望
向连片的温室大棚：“未来将加快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战略步伐，全力构建产、
学、研、文旅全产业链条，全力推动张
果屯优质西红柿，向食品、保健品、化
妆品等领域延伸，打造全产业链！ ”

从“酸”涩创业到“甜”美振兴，南
乐人以一颗小番茄撬动大产业，在乡
村振兴的浪潮中踏浪而行。 当“番茄
闹海”的创意墙成为网红地标，当田
畴间的果实化作百姓口袋里的真金

白银， 这片土地正书写着新时代的
“柿”业传奇。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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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县：“番茄闹海”绘新景 三产融合产业兴

4 月 21 日 ，
在台前县夹河乡

陆 楼 村 蔬 菜 基

地 ， 菜农在采收
韭菜 。 近年来 ，台
前县夹河乡聚焦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
积 极 流 转 土 地 ，
引导种植大户因

地制宜种植韭菜 ，
让 “小韭菜 ”真 正
富 了 农 户 口 袋 ，
推动农业产业持

续增效 ， 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的动

力 。 ⑩ 本报记者

僧 少 琴 通 讯 员

王 传 帅 侯 婷 婷

白杨 摄

位于清丰县的濮阳光普讯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6 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建成投产。 项目达效后，可年产
50 万公里皮线光缆、30 万公里室外光缆、50 万条光纤跳线，年产值 1.8 亿元，利税 1800 万元，带动就业 200 人。图为 4
月 18 日，该企业员工正在作业。 ⑩ 本报记者 王莹 摄

本报讯 （记者 宋仁志 通讯员

郑矗） 4 月 21 日， 濮阳市 2025 年
“书香濮阳” 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
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 落实全省 “书香河南” 建
设工作推进会要求 ， 持续深化市
委、 市政府关于 “书香濮阳” 建设
工作部署。

会议强调 ， 要突出思想引领 ，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抓好党员干
部带头读书学习， 筑牢全市人民团
结奋斗的思想根基， 切实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推动濮阳发展的实际行

动。 要引导青少年保持阅读兴趣 ，
传承弘扬红色基因、 打造特色阅读

活动、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培育时
代新人 ， 营造浓厚的校园阅读氛
围。 要做好阅读服务， 擦亮 “书香
濮阳 ” 全民阅读品牌 、 推动实体
书店场景重塑 、 建好用好城乡阅
读阵地 、 提升阅读品质 。 要强化
协调联动 ， 健全协同推进机制 、
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 凝聚工
作合力 ， 共同推动 “书香濮阳 ”
建设取得新成效 。 要做好节日主
题宣传 ， 精心组织策划 ， 广泛动
员宣传 ， 推动基层活动开展 ， 确
保内容丰富多样 ， 在全社会营造
浓厚阅读氛围。 要强化资金保障 ，
创新开展中心书屋建设 、 发挥农
家书屋作用， 建好农村阅读阵地 ，
丰富基层文化生活。 ⑩

深化“书香濮阳”建设 营造浓厚读书氛围

本报讯 （记者 樊欣欣） 当前，
我市小麦已进入抽穗期， 是决定成
穗率和争取壮秆大穗形成穗粒数的

关键期。 然而持续的高温少雨天气
导致个别麦田出现轻度干旱， 给小
麦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 为确保小
麦健壮生长用水需求， 连日来， 市
农业农村局组织全市 600 余名农技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抗旱浇麦一线 ，
指导农户做好水肥管理、 病虫害防
治， 助力夏粮丰产丰收。

4 月 21 日， 在濮阳县胡状镇后
胡状村的麦田里， 农技人员仔细查
看小麦长势及土壤墒情， 并与种粮
大户详细交流田间管理情况。 针对
当前形势， 农技人员指导种粮大户
利用现有水浇条件科学灌溉、 精准
施肥， 并辐射带动广大农民群众采
取一切措施普浇孕穗水， 保证小麦
生长所需的水分供应。 “要密切关
注天气和墒情变化 ， 优先采用滴
灌、 微喷灌和水肥一体化等节水灌
溉措施， 高产麦田每亩灌水量 30~
40 立方米 ， 中低产田每亩灌水量
25~30 立方米， 切忌大水漫灌， 也

避免在高温时段浇水。” 市现代农
业发展中心农技站副站长马俊革叮

嘱道， 在施肥方面， 可以在叶面喷
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和磷酸二氢钾 ，
调节小麦的生理代谢过程， 补充小
麦生长所需养分， 增强叶片光合作
用， 提高小麦抗逆性和产量。 “注
意选择晴天上午 10 点前和下午 4
点后进行叶面喷肥， 避免晴天中午
高温时段喷施， 以减少蒸发损失和
提高肥料利用率。” 马俊革说。

据了解， 为做好小麦抗旱保丰
收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成立 4 个技
术指导组分包五县四区， 开展网格
式技术指导工作。 市、 县、 乡、 村
四级联动， 制订 “一村一策” “一
块田一方案” 的精准管理措施， 充
分发挥农技推广体系作用 ， 开展
“包乡联村” 技术服务 。 同时 ， 技
术人员深入抗旱浇麦一线， 通过发
放技术明白纸、 制作短视频等多种
形式， 广泛开展抗旱浇麦宣传。 截
至目前， 发放技术明白纸 30 万份，
开展技术培训 280 余场次， 培训指
导农户 2 万余人次。 ⑩

农技专家到田间指导抗旱保丰收

● 濮阳市华龙

区三鼎办公机具有

限公司的行政章 、
财务章 、 发票章 、
合同章不慎丢失 ，
声明作废。
● 濮阳市华龙

区三鼎办公机具有

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1410902667223915

P） 的正本、 副本不
慎丢失， 声明作废。
● 濮阳市华龙

区三鼎办公机具有

限公司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的正本 、 副
本不慎丢失 ， 声明
作废。
● 濮阳市华龙

区三鼎办公机具有

限公司的税务登记

证 （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
91410902667223915

P） 的正本、 副本不
慎丢失， 声明作废。
● 濮阳市艾特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证号 ： 689710271）
的正本 、 副本不慎
丢失， 声明作废。
● 濮阳市艾特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的营业执照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902689710271

R） 的正本、 副本不
慎丢失， 声明作废。
● 编 号 为

Q410572912， 姓 名

为冯子月 ， 出生日
期为 2016年 9月 15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不慎丢失 ， 声明作
废。
● 编 号 为

M410915239， 姓 名
为冯子凯 ， 出生日
期为 2012年 5月 18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不慎丢失 ， 声明作
废。
● 河南省濮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财政局社会保障

基金财政专户的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
Z5020000061002 ；
账 号 ：
000000426231431670

12； 开户银行 ： 河
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濮阳开

发区支行 ） 不慎丢
失， 声明作废。
● 濮阳市交运

旅游集散中心有限

公司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10900MA3XBA3

Y7L(1-1)]的 正 本 、
副本不慎丢失 ， 声
明作废。
● 温飞飞 （身

份 证 号 码 ：
41030519780612452

8） 不慎将南乐县兴
乐花园小区安置房

公司开具的购房收

据 （ 金 额 ： 56230
元 ； 开 具 日 期 ：
2016年 8月 25日 ；
房 号 ： 兴 乐 花 园

5-1-1203、 兴乐花
园 12-1-601） 丢

失， 声明作废。

注销
公告

本报仅对广告进

行形式审查， 以上广
告所产生的后果由刊

登广告者本人（单位）
承担。

（上接第一版） 倍增行动启动后 ，
县里以 “强链补链 ” 为抓手 ， 绘制
“硼基化学品—特种材料—高端制品 ”
全产业链图谱： 上游以中硼新材料年
产 1万吨非晶带材项目填补省内空白，
产品应用于永磁电机核心部件； 海源化
工煅后焦项目将石油焦加工精度提升至

99.9%， 成为锂电池负极材料关键原料。
中游推动盛润新材料对苯二酚项目投

产， 打破进口依赖。 下游推动翔羽新材
料高端沥青基碳纤维项目落地。

羽绒及服饰加工产业逐步实现由

粗洗变精洗、 由产业链价值链低端向
中高端迈进的蝶变升级。 2024年， 新
落地建设 5个羽绒项目， “国家棉花
羽绒及纺织服装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

心” 正式获批， 成为全国第 4家、 北
方地区唯一一家国家级羽绒质检中心；
“台前羽绒 ” 获河南消费名品区域品
牌； 成功注册 “白天鹅” 羽绒品牌商
标； 成功举办首届台前·中国羽绒制品

创意设计大赛。 河南省鹏达羽绒制品
有限公司等 2家企业作为 “团体标准
起草单位” 参与制定 《再生羽绒羽毛
及制品评价要求》， 为推动再生羽绒可
持续发展增添助力。

科技赋能 “点石成金” 激

活增长原动力

创新不是选择题 ， 而是必答题 。
台前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实施宏宇羽绒 、 阳光羽绒 、 国瑞
羽绒等多个高端化改造项目， 羽绒企
业 “一企一管” 改造全面铺开， 为全
县制造业倍增行动增添新动能。

海源精细化工 、 中硼新材料 、 绿
色起点等 5家企业成功申报省级 “专
精特新” 中小企业， 恒润筑邦成功申
报省级绿色工厂， 海源化工、 鹏达羽
绒成功申报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化产学研融合 。 推动中硼新材

料与河南师范大学化工学院联合成立

“硼基高端化学品研发中心”。 下一步，
拟与该县所有化工企业共建 “化工新
材料研发中心”， 开展 “研究生联合培
养、 本科生专业实习基地建设” 等方
面合作。

营商环境 “厚植沃土” 提升

发展吸引力

“营商环境是台前的最强 IP！” 在
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 掷地有声
的承诺引发企业家的热烈掌声。

服务创新从 “企业跑腿 ” 到 “数
据跑路 ”。 该县上线 “惠企政策计算
器”， 企业输入基本信息即可一键匹配
可享政策； 设立 “企业安静日”， 每月
1日至 26日除安全检查外， 任何部门
不得入企检查……以 “减法 ” 换 “加
速度”， 2024年企业审批事项平均办理
时长压缩至 1.2个工作日。

要素保障从 “被动响应 ” 到 “主

动出击 ”。 针对企业用工难题 ， 举办
“春风行动 ” 招聘会 ， 提供岗位 2000
余个； 配备 “人才服务专员”， 为高层
次人才解决住房、 子女入学问题。

从黄河滩区到产业高地 ， 从传统
制造到智慧赋能， 台前县用 “链式思
维 ” 书写着逆袭传奇 。 站在新起点 ，
台前制造业倍增行动进入攻坚期 。
2025年， 全县预计完成增加值 24.6亿
元， 2026年可完成倍增行动的既定目
标。

台前县委书记孙庆伟表示 ， 将聚
焦 “四高四争先” 工作要求， 抢抓省
政府 《关于支持台前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 和建设豫鲁毗邻地区合
作示范区重大机遇， 不断挖潜力 、 增
产能、 促倍增， 围绕现有产业链条精
准招商， 紧盯建设进度， 强化后备企
业培育， 持续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濮阳
实践新篇章贡献台前更大力量。 ⑨

“链”动产业新势能 “智”造崛起新标杆

（上接第一版） 就老年助餐服务监督
工作， 要全面调研有助餐需求的老
年人， 摸清老年食堂、 助餐点、 老
年餐桌等助餐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和

服务能力， 助餐服务质量和助餐场
所运营监管情况， 助餐服务场所运
营管理状况， 以及政策措施落实情
况。 注重改进监督方式， 创新监督
手段 ， 坚持问题导向 、 目标导向 、
结果导向相结合 ， 真正深入基层 ，
广泛听取意见建议， 充分收集民意、
汇集民智。 把专题调研与代表行动
结合起来， 在监督方式方法、 工作
推进机制上积极探索 、 创新出彩 ，
为全市乃至全省养老服务工作贡献

智慧和力量。
邵景良强调， 要把握工作要求，

突出问题导向， 解决实际问题， 搞
好协同联动， 注意宣传引导， 严守
纪律规矩， 高质高效完成监督任务。

张宏要求，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
责任上再夯实， 服务上再提升， 模
式上再优化， 监管上再加力， 宣传
上再强化， 不断推进养老助餐工作
取得新进展、 再上新台阶。 希望市
人大常委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政

府工作， 共同把老年助餐服务工作
抓实抓好、 抓出成效。 ⑨

清丰县裕林种植庄

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922MA40CD3634）
申请注销。

特此公告

清丰县裕林种植庄园

2025 年 4 月 22 日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