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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记
者侯雪静）记者 5 日从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供销总社
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全系统坚决扛
起农资保供的政治责任，充分发
挥供销合作社农资流通主渠道作
用，全力保障2023年春耕农业生
产用肥用药稳定供应，为夏粮丰
收奠定良好基础。

根据通知，各省级供销合作
社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农资保供工
作机制，稳定农资保供工作专班，
积极构建省市县三级农资应急保
供体系，形成上下联动保供的长
效机制，确保农资应急保供联合
社指挥调度体系和社有农资企业
业务运营体系顺畅衔接、高效运
转。强化以县域为单位调度农资
供需情况，建立“点对点”应急保
供配送机制，切实提高系统农资
应急供应能力。

通知明确，各级供销合作社
要指导系统内农资企业认真分析
研判当地春季农业生产形势，增
加绿色高效、适销对路农资产品
的采购供应。提前协调落实铁路、
水路、陆路发运计划，抓好农资跨
区域调剂调运，及时配送到基层

网点，着力打通农资供应“最后一
公里”，加快农资进店进村入户，
保证终端销售网点货源充足，确
保春耕旺季不脱销、不断档、不误
农时。

通知要求，各级供销合作社
要不断创新优化农资服务内容和
方式，因地因苗加强技术指导，积
极应对防范春旱、倒春寒、病虫害
等灾害，大力开展测土配方、统防
统治、农机作业等农业社会化服
务，积极组织开展送产品、送技
术、送服务的供销农资下乡活动，
线上线下融合扩大供应、优化服
务，降低农资流通成本。加强农资
市场监测，积极做好调查调度，及
时掌握本地春耕农资供应进展情
况，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据了解，为保障今年春耕农
资供应充足，自去年农资冬储以
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加大采
购、调运和储备力度，2022 年四
季度累计从工厂采购肥料4163.2
万吨、农药43.3万吨，预计今年1
月至 4 月还将采购肥料 3500 万
吨、农药 30 万吨左右，并将按照
有关部门安排有序投放市场，让
农民能够及时用上放心农资。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全力保障今年春耕农资供应

5日，正月十五元宵节。
一大早，位于望京的北京稻香村

第十八营业部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
伍。店内，过水挂浆、摇制、分拣、装箱
……经过几道工序，元宵在机器中

“滚”得浑圆；柜台旁，柜员将新鲜的现
摇元宵火速打包，交到等候已久的消
费者手中。

“元宵节，团圆节，几十年的团圆
味一定要有。”对于刚刚买到元宵的范
阿姨而言，“中华老字号”稻香村是一
种熟悉的味道，更包含着老北京难忘
的时代记忆。

元宵佳节，老字号扮靓团圆图景。
四川成都赖汤圆门店，顾客们围

着汤圆的香气摆起“龙门阵”，那是属
于一座城市的安逸；浙江嘉兴五芳斋
总店，食客们纷至沓来，只为那一口儿
时的软糯香甜；北京磁器口，锦芳小吃
店，顾客从元宵柜台前一直排到了马
路上……

元宵的热乎气儿，氤氲出团圆味
儿，也蕴藏着“中华老字号”一以贯之
的匠心。

“从磨糯米粉到制馅再到滚元宵，
我们对机器的选择、时间的长短都有

很严格的规定，目的是最大限度保留
糯米粉本身的营养成分和自然的香
味，让滚出来的元宵黏度更高，口感更
好。”北京稻香村副总经理石艳说。

做北方元宵靠“滚”，做南方汤圆
要“包”。浙江嘉兴五芳斋总店，汤圆师
傅揪起糯米团，把馅按进团里，包起来
搓圆，在糯米粉里滚两下，一个小巧玲
珑的手工汤圆就做好了。

店长胥传萍介绍，五芳斋汤圆精
选 120 目水磨糯米粉，代代相传的水
吊浆工艺让汤圆口感更加爽滑，猪板
油制成的馅心细腻浓郁，滑、细、香、弹
这四个特色让汤圆格外香甜。

匠心，彰显着技艺的传承与品质
的坚守。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副司长李晓松说，正是这些世代相传
的传统技艺、工匠精神和诚信理念，成
为老字号企业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历
久弥新的重要因素。

巩固“老”的传统优势，老字号筑
牢守正之基；顺应“新”的时代潮流，老
字号更有创新之举。

今年过年，新品熊猫汤圆成了赖
汤圆的“明星产品”。古色古香的汤碗

中，一颗颗可爱的“熊猫头”微笑着，吸
引了众多消费者尝鲜。

四川省成都市饮食公司赖汤圆总
经理卢有才介绍，近三年，赖汤圆的销
量每年稳步上升15%左右，产品畅销
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家和地区。这些成绩，与赖汤圆求新求
变息息相关。

一颗汤圆，折射出老字号锐意创
新的勇气。近年来，赖汤圆、稻香村、五
芳斋等老字号在口味创新、工艺创新、
营销创新等领域陆续发力——开发年
轻消费者喜爱的新口味产品、根据需
求精准定制食品加工设备、与知名商
超合作推出联名款汤圆、线上线下多
渠道品牌推广……紧跟市场趋势，老
字号跑上了“新赛道”。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老字号
的优势在于“老”，老品牌、老技艺、好
信誉、好口碑。但老字号的不足，一定
程度上也源于“老”，可能存在观念老
化、机制老化等问题，特别是在年轻群
体中的接受程度不够高，难以满足当
前消费升级和时代发展需要。唯有守
正创新发展，才是老字号的出路所在。

近日，京东发布《2023 元宵节消

费趋势》。报告显示，元宵节前，元宵、
汤圆成交额环比增长超60%。随着疫
情防控转入新阶段，消费市场需求加
快释放，经济发展活力日增。

“今年开年以来整体销售额同比
增长了近40%，已经恢复到2019年同
期水平。”北京稻香村副总经理俞大治
表示，包括元宵、汤圆在内，稻香村糕
点销售的火爆程度超出了公司预期。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
位 置 。《扩 大 内 需 战 略 规 划 纲 要
（2022－2035年）》提出，“打造中国品
牌，培育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和特色传
统文化品牌”。

4日，由商务部主办的2023年“老字
号嘉年华”活动在山东青岛启动。商务部
部长王文涛在视频致辞中表示，要以此
次活动为起点，统筹线上线下、全年持续
推进，以更高品质的商品供给、更加新颖
的消费场景，让群众在品味老字号的过
程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立春时节，老字号里的团圆味儿，
正飘向崭新的春天。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新华社记者魏弘毅 殷晓圣 李倩薇

元宵佳节，老字号里品团圆

元宵节前，福建省福安市的茶王
街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挂着全国各地
牌照的车辆排起了长队，街边林立的
茶庄里，宾客们围炉煮茶，洽谈着新年
的新订单。

“好多年没有这样热闹了。”老茶
人陈灿光感叹，“十多年前知名的‘坦
洋工夫’，由于品牌竞争、市场规划等
方面原因，一度归于沉寂。现在市场正
在回暖，我们信心十足。”

陈灿光说的“坦洋工夫”红茶是福
建省三大工夫红茶之一，因原产于福
安坦洋村而得名，是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新的一年，陈灿光所在的茶企打
算在“坦洋工夫”新产品上发力。企业
总经理杨晶晶告诉记者，近年来，花果
香型“坦洋工夫”红茶的创制推广为福
安茶市带来新气象。今年企业将以花

果香型红茶为基础，研发独特的“茉莉
红”品牌，“让香味更独特持久，滋味层
次感更足”。

福安当地一家茶企的负责人吴坚
坚说，“坦洋工夫”要做大做强，质量尤
其关键。运用“一品一码”追溯管理技
术，一扫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茶
叶的种植档案、企业名称等信息。

吴坚坚说，新的一年，他们将结合
电商直播，打造面向全国的工厂直营
店，同时针对年轻消费者，试制茶饮
料、茶酒、茶香水等，让老红茶焕发新
活力。

在社口镇坦洋村，初春的茶山绿
意盎然。茶农林正锦正在联系购买有
机肥，准备在采完清明茶后为茶树施
肥。“我用的是‘懒人管理法’。”林正锦
说，一年施一次有机肥，不用除草剂，
采两轮，春茶为主、秋茶为辅。

“更轻松，赚得还多些。”林正锦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15亩的茶园，除去有
机肥的费用稍高些，因为人工成本得到
控制，一年能赚近15万元。如果施用传
统肥料，虽然一年采四轮，但因为单价
低、人工成本高，只能赚10万元左右。

林正锦说，种茶是一门技术活，他
经常找附近“茶科所”的专家们聊天，
探讨种茶知识和技艺。

林正锦所说的“茶科所”全名是福
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在该所
的社口综合试验基地，有一座拥有多
个珍稀品种的“茶树种质资源圃”。基
地负责人王振康每天巡视茶园，为即
将开展的茶树试验做好准备。

王振康的另一个身份是福建省科
技特派员。“去年以来，帮助附近茶农
打造生态茶园效果很好，越来越多人
来‘取经’。”王振康说，一些茶园过度

施用化肥，导致土壤板结，今年将继续
推广有机肥和适合茶区的小型施肥
机，帮助茶农提高管理效率。

新的一年，坦洋村里占地约 20
亩的茶叶“小微园”正在积极筹建。

“目前村里有不少小作坊，产品附加
值不高。”林正锦说，按照相关政策，

“小微园”里的厂房可先租后买，有了
更大的生产空间，茶农们发展生产的
信心更足了。

“涉茶从业人员约占全市人口的
60%，做好茶产业这篇‘土特产’文章
意义重大。”福安市委书记周祥祺说，
当地将以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
发展的思路为引领，推广生态茶山和
茶旅融合，切实提高“坦洋工夫”的品
牌价值。

新华社福州2月5日电
新华社记者郭圻 林德韧

“市场正在回暖，我们信心十足”
——茶乡新春话“茶事”

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发展历史中
孕育的“金字招牌”。近年来，在深耕国
内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老字号乘风

“出海”，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
品牌走向世界。

不久前，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
屏上，巨幅海报亮出“京珐景泰蓝，传
统技艺，走向世界”的宣传语，中国红
背景衬托下，景泰蓝“和平尊”熠熠生
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了中国
传统技艺的艺术魅力。

“作为行业代表性企业之一，我们
希望通过匠心产品向世界展示中国传
统手工技艺之美，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艳娜说。

走进北京市珐琅厂的生产车间，
只见数十位师傅正在一丝不苟地对手
中产品进行精雕细琢。制胎、掐丝、点

蓝……制作景泰蓝前前后后加起来有
100多道工序，每一道都含糊不得。

董艳娜告诉记者，工艺精美的景
泰蓝深受国人喜爱，也受到海外消费
者的欢迎，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法国、
意大利等多个国家。

如今，像京珐景泰蓝这样走出国
门的老字号不止一家。

开年以来，位于福建漳州的片仔
癀生产车间加班加点，一批批产品陆
续销往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多
个国家。仅元月上旬，产品销量就达去
年全年的十分之一；

上海老字号凤凰也迎来新飞跃，
其生产的锂电助力自行车远销多个国
家，售价是传统自行车的十倍乃至数
十倍；

海鸥手表通过入驻全球速卖通
等 数 字 化 平 台 ，积 极 拓 展 海 外 市

场 ，速 卖 通 平 台 为 企 业 量 身 打 造
“出海”方案，去年 8 月大促期间，海
鸥手表多款单品销售额环比实现三
位数增长……

“老字号有着悠远的历史沉淀和
文化传承，是国家宝贵的品牌资源，具
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近年
来，越来越多老字号走出国门，向世界
讲述中国的品牌故事，展示文化自
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说。

今年 4 月，京珐景泰蓝将携旗下
产品亮相在海南举办的第三届消博
会。董艳娜表示，多年来，企业一直积
极参加广交会、进博会、消博会等国内
外大型展会，目的就是让更多人了解
景泰蓝背后的中国文化。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目前，
我国有中华老字号1128家、地方老字

号 3277 家，广泛分布在食品加工、餐
饮住宿、居民服务等 20 多个领域。全
国老字号年营业收入超过2 万亿元，
在消费促进、产业升级、文化引领、民
族自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商务
部将采取切实措施，推动老字号发挥
主体作用，加快创新发展，拓展更大市
场，满足更多需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
副司长王晓浒说，近年来，我国企业在
积极“走出去”的同时，也频繁遭遇海
外诉讼、商标抢注等一系列知识产权
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中国贸促
会，共同设立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应对指导中心和22家地方分中心，为
包括老字号在内的企业提供专业化的
公益性指导服务。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题
新华社记者王雨萧 丁英华

擦亮中国品牌，老字号加速“出海”

2月2日，游客在南京市夫子
庙景区乘船夜游秦淮河。

近期，江苏南京的第37届中
国·秦淮灯会持续亮灯，璀璨夺
目，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往赏
灯游玩。人们在观赏花灯的同时，
品味当地特色美食，选购旅游纪
念品，点亮古都“夜经济”，让城市
有了更多烟火气。

新华社发 方东旭 摄

秦淮灯会
点亮“夜经济”

水采船在察尔汗盐湖中作业
（2月2日摄，无人机照片）。

春节刚过，察尔汗盐湖上的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钾肥
生产基地一片繁忙景象。察尔汗
盐湖是中国重要的钾肥生产基地
和盐湖循环经济产业基地，位于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总面积5000多平方公里，各类盐
资源总储量达600亿吨。

43 岁的贺连福在生产基地
担任水采船船长已有 8 年。一名
水采船船长通常负责管理两个采
收小队，采收小队由一艘水采船、
一艘工作船、一艘锚船组成。贺连

福转业后来到青海盐湖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一干就是 23 年。
担任水采船船长以来，他工作细
致、勤劳肯干，连续数年被评为优
秀船长。

贺连福介绍，盐矿采集工作
不轻松，船身各部位的清洁需要
人工操作，而且水采工作彻夜不
停，船上需要船员24小时轮班值
守，防止管道堵塞并及时排除各
类故障。以前船上设施简陋、淡水
匮乏，如今国产水采船上很多功
能都已经实现自动化控制，生活
条件也有很大改善。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劳动创造幸福·盐湖船长贺连福

王学坤在西安市灞桥区白鹿
原上的非遗基地展位编织竹篾灯
笼（2月4日摄）。

西安东郊白鹿原上的孙家沟
是远近闻名的“灯笼村”，300 多
年来这里家家户户都会编织竹篾
灯笼。依照关中“送灯”的民俗，每
逢正月，红彤彤的灯笼便点亮了
白鹿原的沟沟峁峁，成为白鹿原
上独特的文化符号。

今年82 岁的王学坤自幼跟
随父辈学编灯笼。制作一个小
巧的“火葫芦”灯笼要 14 道流
程，工艺繁复，费时费力，但王
学坤做起来得心应手。2007 年，
他所掌握的“竹篾子灯笼编织

技艺”被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孙家沟村只有不到10
位艺人坚持手工编灯。为满足市
场需求，王学坤除了编织传统的
灯笼，还自制竹篮、竹农具、竹制
小工艺品等，不仅在乡村市集广
受欢迎，还被大量收购销往临潼、
富平一带。

面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困境，
近年来，在当地文化部门的支持
下，王学坤成立了“竹篾子灯笼纺
织技艺传习所”，并多次参加公益
非遗文化展演，让古老的竹韵灯
影焕发崭新的魅力。

新华社发 邹竞一 摄

白鹿原上的编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