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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培育 5个以上年营业收

入超过1000亿元的传统优势食品产区，

打造一批全国知名地方特色食品品牌

……近日，工信部等 11个部门发布《关

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

食品产业的指导意见》，扩大地方特色

食品影响力。

如何形成“百花齐放”的特色食品

产业发展格局？怎样让“舌尖”上的产

业更有“滋味”？

加强原料基地建设
让地方特色食品“原汁原味”

指导意见围绕食品工业全产业链

推进，上下游协同发力，从农产品原料

保障、产业集群建设到食品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等进行一系列部署。

值得一提的是，指导意见把加强农

产品原料基地建设放在培育产业的关

键位置，明确要丰富原料品种、建设原

料供应基地等，特别提出鼓励企业聚焦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立长期稳定的农

产品原料供应基地。

不久前，中国奶业协会认证齐齐哈

尔“中国婴幼儿奶源地黄金产区”。拥

有 60万亩专属农场、11个自有牧场，当

地乳品企业飞鹤成为“中国婴幼儿奶源

地黄金产区示范企业”。

中国奶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认为，产

地是影响乳品品质的重要因素。通过

龙头企业建设自有牧场等方式，有助于

加深产业链协同，促进科技、人才等要

素向产区流动，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指导意见特别设置专栏，明确了米

面制品、乳制品、植物油等不同品类特

色农产品原料基地培育和发展方向。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消费品工业研

究所食品研究室副主任王旭表示，将促

进原料产区、企业主体和消费市场进一

步衔接，鼓励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优质

原料供应来源，在保证地方特色食品

“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让产业链各环节

共享增值收益。

加快技术赋能
形成全产业链优势

和贵州、湖北等省份优质产区合

作，开发出普安红、巴东红等骏眉系列

红茶。将“金骏眉”采摘标准、制茶工

艺等推广到十余个茶产区，2022 年正

山堂·骏眉中国红茶产业体系年度内

销名优红茶产量突破 600 吨，产值超

12亿元。

福建正山堂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张赛林说，企业与当地合作社等共

同成立公司，帮助当地特色红茶产品生

产销售，“努力实现十余个经典产区，一

杯‘中国味道’”。

进行技术、标准赋能，是促进地方

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的着力点。指导意

见明确，鼓励地方特色食品龙头企业发

挥产业链主引擎作用，加强科技创新，

大力开展品牌和渠道建设，发挥聚合辐

射效应，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发展。

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对产业发展同

样重要。布局 15条智能制造烘焙生产

线，核心工艺区基本实现无人作业……

盐津铺子进入工信部等部门公布的

2022 年度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

名单。“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精益生产，进

一步提升产品质量、扩大规模效应、推

动品牌发展。”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学武说。

“我们将瞄准建设现代食品产业体

系，推动上下游协同发力。”工信部消费

品工业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工信部将支

持各地立足本地特色食品产业资源，引

导企业向传统优势食品产区集中，形成

若干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推广新业态
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加强与大型电商平台产销对接，积

极打造集食品品鉴、文化创意、社群交

往等功能为一体的地方特色食品消费

场景……聚焦推广新业态新模式，指导

意见提出一系列举措。

“推广新业态新模式，对提升食品

产业价值链很重要。”工信部消费品工

业司有关负责人说，指导意见突出线上

线下和跨领域的融合，其中特别明确数

字技术在深化全渠道布局、打造多元消

费场景等领域的应用。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头茬西瓜

上市开售。庞各庄镇推出“西瓜溯源

码”，并与美团买菜开展“本地尖货”战

略合作，加快线上渠道推广。“希望在即

时零售等新型互联网平台助力下，持续

提升庞各庄西瓜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

竞争力。”庞各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马

兵说。

快手电商宣布启动“产地溯源计

划”，在各产业带挖掘优质农产品，定向

扶持商家与达人带货，通过直播间让更

多优质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喜茶与广

州、洛阳、三亚等地文旅部门联合推出

城市文旅冰箱贴，探索食品产业与文创

相结合……围绕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平

台与地方展开实践。

“要积极将地方特色食品消费元素

嵌入消费场景和载体。”工信部运行监

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工信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各地传统饮食文化和加

工工艺传承，培育知名品牌，推动形成

“百亿龙头、千亿集群、万亿产业”的地

方特色食品发展格局。

暮春时节，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省庄镇于辛村的村民们正忙着翻土、

刨坑、植苗，种下一棵棵黄精。一眼望

去，这座占地 50多亩的泰山黄精良种

保育基地已初见规模。

“今年我们集中流转了 50亩地种

植黄精，产量高的话产值能达到500万

元。”于辛村党支部书记周广明笑着说。

作为泰山“四宝”之一，泰山黄精

是知名道地药材，2017年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商标认证。《泰山药物志》详细

记载了泰山黄精的地理位置、作用、价

值、特点、食用方法等内容。

“村内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有着发

展种植药材的先天条件，我们优选泰山

黄精、四叶参、白花丹参等进行种植，助

力村级增收、群众共富。”周广明说。

泰山东麓昼夜温差大，土壤呈碱

性，多山坡丘陵，十分适宜茶叶种植。

眼下，山脚下的省庄镇小津口村茶叶

大棚内，一棵棵茶树长势正好。

据小津口村党支部书记李金山介

绍，他们打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

集体龙头企业+茶农”的发展模式，延

伸加工链条，将产业发展与休闲观光、

研学体验、文化传承等深度融合，带动

农民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走出

了一条茶叶致富路。

“从选苗、种茶，到炒茶、包装、销

售，村内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条，现在

茶叶年销售额可达 1000万元，村民年

均收入达2万元。”李金山说。

在省庄镇亓家滩村艾草加工基地

内，一股浓郁的艾草香气扑鼻而来。

一棵棵野生艾草经过加工程序，变身

艾条、艾柱等产品。

“村里的野生艾草品质好、繁殖速

度快,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是山区村带

动群众致富的好产业。”研究生毕业回

乡担任亓家滩村党支部书记的李丰

说，他们打造集艾叶收购加工、产品包

装等于一体的艾条加工基地，开发了

艾草枕、香包、艾贴等 42 种艾草系列

产品，拓展艾灸体验、艾草研学体验等

多个项目。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全国共有 125.7 万辆新能源汽

车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优惠，同比

增长 17.5%；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

税212.4亿元，同比增长36%。

从价格区间看，享受免征政策的新

能源车中，10万至20万元（含）车型占比

达 48.5%，较去年同期提高 14.2 个百分

点；20 万至 50 万元（含）车型占比为

31.3%，较去年同期提高 6.1 个百分点。

从购买对象看，居民购买的新能源汽车

数量同比增长 15.5%，占全部新能源汽

车销量的比重为 82.7%；企业购买的新

能源汽车数量同比增长 28.7%，占比为

17.3%，其中汽车租赁、出租车客运和公

共客运等行业购进新能源汽车数量居

前，公共领域用车电动化步伐加快。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

示，税务部门将持续关注政策执行情况，

加强政策宣传辅导，并会同有关部门及

时回应纳税人关切，进一步保障优惠政

策落地落实落细，更好释放政策效应。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4
日举行的 2023 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22 年，全国取得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超过 1100 万人次，较 2021 年增

加超过 80%，评聘技师、首席技师近

500人。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按照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对劳动者专业知识和技能

水平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与

认证。2022 年 3 月，人社部制定《关于

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

级制度的意见（试行）》，将原有的五级

技能等级延伸为八级，并建立起与职业

技能等级（岗位）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

效工资制。

“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实

施一年多来，各地相继制定出台配套措

施办法，广东、江苏、安徽、河南、重庆、

云南等近 20个省份组织企业开展特级

技师、首席技师评聘工作。

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王

晓君表示，“新八级工”制度实施对于畅

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工资

待遇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

于吸引更多年轻人从事技能工作，有利

于促进技能人才成长成才。

大力推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除了

优化职业技能等级、畅通发展通道外，

还需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培养

质量。

王晓君介绍，2019年至 2021年，人

社部共组织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超过 8300 万人次，以工代训超过 3600
万人次。2022 年，在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基础上，人社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

村转移劳动者、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

和制造业、康养等重点领域，全年开展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 2200 万人

次；启动实施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加

快培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急需的高素

质技能人才。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有关要求，全面推行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制度，深入实施‘技能中国

行动’，一体推进技能人才培养、使用、

评价、激励等政策措施，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技能人才支撑。”王晓君说。

为破解学训矛盾突出、升学需求难以解决、

运动项目普及不够、体育进校园困难等问题，达

到以文化人、以体育人的目的，辽宁省体育、教育

部门拟出台系列举措，切实推进“体教融合”。

为使体育在育人方面的综合功能和价值得

到更大释放，辽宁省体育局2021年联合辽宁省教

育厅出台了《体教融合振兴发展辽宁“三大球”实

施意见》。辽宁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

为深入贯彻落实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结合辽宁

实际，以“三大球”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体教融

合，促进体育教育事业发展而推出的重要举措。

辽宁省体育、教育部门经调研了解到，学训

矛盾突出、升学需求难以解决、运动项目普及不

够、体育进校园困难等是目前“体教融合”过程

中，困难比较突出，急需解决的问题。

为此，辽宁省体育、教育部门表示要完善运动

员教育培养制度，实行校际联合，探索建立小学、初

中、高中、大学“一条龙”培养选拔体系，畅通运动员

的升学通道并以制度固定。另外，辽宁将以深入推

动竞赛融合为突破口，打破体育、教育资源壁垒，为

体育进校园、扩大运动项目普及奠定基础。

“五一”假期将至，旅游探亲需求集中

释放。公安部交管局近日部署 2023 年

“五一”假期交通管理工作，全力保安全、

保畅通，切实防范大事故、大拥堵，全力为

群众假日出行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受免费通行政策刺激，公安部交管

局预计自驾游、周边游、跨省游将明显

增多，同时正值春播春种、物流运输旺

季，人员流动、货运物流密集，客货流量

明显增长，加之局部地区受雨雾恶劣天

气影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五

一”假期交通安全畅通压力巨大。

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将全警动员、全

员上路，加大重点时段、易拥堵节点和

事故多发路段巡逻力度；会商交通运

输、气象、文化旅游等部门，研判本地风

险，查找薄弱环节，采取针对性措施；深

入开展公路交通安全“春季守护行动”，

严管旅游包车、客运班车、“营转非”大

客车、重型货车、农村面包车等重点车

辆，严查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疲劳驾

驶、酒后驾驶、货车违法载人等具有春

季运输和节日特点的交通违法行为。

公安部要求，各地交管部门落实恶

劣天气预案方案，协调有关部门提前准

备救援车辆、装备，强化与保险企业协

同联动，快速处理轻微交通事故。针对

自驾游集中的特点，向驾驶人精准推送

实时路况、天气变化等出行服务信息，

广泛宣传安全驾车常识，引导群众安全

出行、理性出行。各地要坚持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树立良好执法形象，强

化执勤执法安全防护。

中国黄金协会4月25日发布数据，2023年一

季度，国内原料黄金产量为84.972吨，与2022年同

期相比增产1.571吨，同比增长1.88%，其中黄金矿

产金完成66.506吨，有色副产金完成18.466吨。

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今年一季度，随着疫情影响

进一步减弱，全国黄金企业生产基本恢复正常，产能

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全国矿产金产量稳步回升。

从消费端看，一季度，全国黄金消费量为

291.58 吨，同比增长 12.03%。其中，黄金首饰消

费量达 189.61吨，同比增长 12.29%；金条及金币

消费83.87吨，同比增长20.47%；工业及其他用金

18.10吨，同比下降16.90%。

业内人士分析称，随着疫情影响逐步消退、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一季度黄金消费恢复态势

明显，尤其2月份、3月份黄金消费量增速明显加

快。同时，美欧银行业动荡等风险事件推升市场

避险需求，金条及金币消费也实现大幅增长。不

过，由于国内金价持续上涨，导致工业用金需求

恢复缓慢。

今年一季度，国内黄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黄金ETF）持仓规模略有下降，投资者共减持0.82
吨。截至3月末，国内黄金ETF持有量约50.60吨。

在24日深圳举行的“湾区标准”公布仪式上，

粤港澳三地共同公布 110项“湾区标准”，这些标

准以粤港澳三地高共性、易融合的重点民生领域

为切入点，涵盖食品、粤菜、中医药、交通、养老、

物流等25个领域。

会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香港特区政

府工业贸易署、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

三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标

准发展的合作备忘录》，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www.gdsrc.org.cn）以及“湾区标

准”标识也同步上线。

110项标准主要有三方面特点：一是每一项

标准都源于湾区共同发展需求，由粤港澳三地技

术实力较强、影响力较大的社会团体、科研院所

和企业共同研制，具有科学性和适用性；二是汇

聚粤港澳各方智慧，“湾区标准”清单中58项标准

是由港澳相关单位牵头或共同牵头编制，相关牵

头单位包括香港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香港理工

大学、澳门市政署、澳门科技大学等多家单位；三

是彰显一流标准水平，“湾区标准”是高质量标准

的典范，纳入“湾区标准”的技术管理程序严谨。

标准制定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

中心邀请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标准技术审评

中心等 4家国家级标准化研究机构，联同粤港澳

三地专家，经过严格的技术审查形成标准初稿，由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通报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

署、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共同确定。

本次签署的《关于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标

准发展的合作备忘录》主要围绕推动《促进粤港

澳大湾区标准发展指南（试行）》实施，提升大湾

区标准化支撑能力，打造标准品牌，扩大湾区标

准的影响力等，以推动制定、实施和推广三地通

行的“湾区标准”为载体，促进粤港澳三地互联互

通和融合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让“舌尖”上的产业更有“滋味”
——多部门发力培育地方特色食品产业

2022年全国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超过1100万人次

泰山脚下，特色种植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图为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小津口村的茶农们在采摘女儿茶。

一季度我国免征新能源
车辆购置税超212亿元

“五一”假期客货流量大

公安部部署
全力保安全畅通

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
和消费量同比分别

增长1.88%、12.03%

辽宁拟出台系列举措
切实推进“体教融合”

粤港澳三地共同公布
110项“湾区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