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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将大力推动煤电“三改联动”
事件：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煤电“三改联动”典型案例和

技术推介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余兵表示，“三改联动”

（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具有很强的“正外

部性”，改造升级煤电规模超过 2.2 亿千瓦，促进煤电清洁低

碳发展。

点评：在当前形势下，煤电既是顶梁柱，又是压舱石。今

年我国将大力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

“三改联动”，煤电行业可借此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还可带动

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和整个电力系统低碳转型。

眼下，部分发电企业勇于创新，与技术服务方联合，积极

开展改造工作，为全国更大范围内推进“三改联动”的落地实

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接下来，各省在做好保供工作的同时

统筹实施改造，因地制宜、因厂施策，统筹安排好改造方案、改

造时间、资金分配，充分挖掘灵活调节能力，更好保障我国能

源电力供应安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电力系统清洁低碳转

型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但我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

煤电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承担保障我国能源电力安全的重要

作用。2021 年煤电以不足 50%的装机占比，生产了全国 60%

的电量，承担了 70%的顶峰任务。

健身直播走红
事件：过去一个月，刘畊宏共进行了近 30 场健身直播，

累计观看人次超过 7400 万。在他进行直播的平台上，一个

星期里粉丝数量上涨超过 1000 万，达到 1858 万。在 4 月 17

日的直播中，观看人数达到 1391 万，最高同步观看人数达

110 万。

点评：健身直播，刘畊宏不是第一个。自疫情出现之后，

居家健身的话题就多次得到关注，包括 Keep在内动健身品牌

也多次推出线上直播课。刘畊宏的走红，一方面有名人效应

加持，更重要的是不同于传统健身达人从场地选择到课程设

置透出的“专业性”，刘畊宏的直播以家庭为背景，这就拉近了

与网友的距离。

刘畊宏能够持续走红多久，这个问题目前很难有答案，但

这一现象无疑会让平台、主播和资本重新审视健身直播的可

塑性。对主播来说，要设计出适合广大没有健身基础的群体

学习的课程；对平台说，则要为健身主播提供更多可靠的商业

化路径。

冷冻速食品牌获新一轮融资
事件：冷冻速食品牌“烹烹袋”完成 Pre-A 轮近千万人民

币融资，融资将主要用于产品技术研发和渠道通路深耕等

方面。

烹烹袋成立于 2020年 6月，是一个主打微波加热、袋内即

食的速冻食品品牌。

点评：所谓微波速食，即从冰箱取出后无需解冻，也不用撕

开包装，加热完成后使用膨胀起立的包装袋直接食用。这一产

品的目标对象，是那些希望“更快吃到饭”的消费者。

虽然定位是为“极致懒人”服务，但袋装微波食品品牌依

然有众多竞争者，比如霸蛮米粉推出过可微波拌粉、三全有

微波速食盖浇饭、和府捞面推出微波的锅气炒饭。此外，像

所有的速食食品一样，微波食品也要面对外卖食品的激烈竞

争。不过，目前速冻食品、微波加热食品在中国仍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或许再经过几年的布局，将会有头部领跑者出

现，届时，人们在方便食品的选择上将会更加丰富。 （驼驼）

阅 读 提 示
从秸秆收割到生猪养殖再到文农旅融合……以秸秆综合利用为出发点，东北

一家企业秉持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构建了完整的生态

循环农业产业链条。

本报记者 彭冰 通讯员 苏志坚

4 月的东北，春耕正忙,种植户们抢抓农

时，播下今年的希望。望着黑土地上播种玉

米的繁忙景象，陈晓雨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

秋收后秸秆遍地的金色画面。

“80 后”陈晓雨，是吉林省明天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对于这家企业来说，

玉米秸秆可谓是企业发展的“基石”。

一直以来，如何处理好田地里的玉米秸

秆都是一件让农户头疼的事：倘若将秸秆堆

放田间，妨碍来年耕种；露天焚烧，污染大气

环境。

这“招人烦”的秸秆，咋就成了陈晓雨的

“招财树”？

当秸秆遇上科技“点金术”

明天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吉

林省公主岭市二十家子镇全结村。公主岭是

农业大市，有着“中国玉米之乡”的美誉。陈

晓雨就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出生、长大。

1998 年，在饲料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陈

晓雨决定自主创业，他从一家小型饲料加工

厂起步，渐渐把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也是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陈晓雨开始把目光锁定在玉米秸秆上：“能不

能变废为宝，把秸秆变成猪饲料呢？”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要知道，将秸秆作

为牛羊等反刍动物的饲料虽不罕见，但因玉

米秸秆表壳粗硬，适口性差，并不适合直接喂

猪，因此利用率较低,秸秆资源浪费严重。

陈晓雨不信邪，他一次次前往长春、哈

尔滨、北京等地向农业专家请教，寻找破题

之道。

“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玉米秸秆蕴

含 4.7%粗蛋白、1.7%粗脂肪、28.3%粗纤维、

50.3%无氮浸出物等营养物质，添加到猪饲料

当中，原理上可行。”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

技术学院姜海龙老师的一席话，坚定了陈晓

雨的信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依托高校科研力量，

经过反复试验，陈晓雨获得一项独家技术：秸

秆糖化酶。该技术可以降解秸秆表皮的木质

素和纤维素，使之变得柔软易消化，成为可口

的猪饲料。

有了秸秆“点金术”，陈晓雨承包了二十

家子镇 50%的秸秆收割任务，覆盖土地面积

近 5000公顷。

“一公顷地政府补贴秸秆收割费用 450

元，秸秆还归企业，这样一来，公司基本就实

现零成本了”，陈晓雨给记者粗略算了一笔

账：“收回来的秸秆，我们一部分直接销往内

蒙古、河北、山东等地的养牛企业，根据秸秆

的干湿程度，每吨可卖 600 元~1200 元不等；

另一部分通过技术创新提高附加值，公司的

加酶秸秆饲料最高能卖到 1800元/吨。”

“吃草的猪”成高端品牌

走进明天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栋

白墙蓝顶的现代化养猪场静静地矗立在蓝天

白云下。饲养员王立志告诉记者：“目前公司

生猪养殖规模 1万多头 通过在猪的日粮中加

入 30%~50%的秸秆饲料，养殖成本降低 20%，

平均一头猪节省成本 400元。”

最近几年，“养猪难、难养猪”现象愈发突

出，不少生猪养殖企业正面临饲料成本上升

和猪价低迷的双重压力。

不过，采用秸秆饲料养猪不仅大幅降低

了养殖成本，还可明显提升猪肉产品质量，这

给了陈晓雨“逆境养猪”的底气。

据介绍，用加酶秸秆饲料喂大的猪，胆固

醇含量较低，肉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肉质

和口感独特。基于这些突出优势，2014 年，

明天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了“吃草的

猪”品牌。

“我们不仅自己养‘吃草的猪’，还以‘公

司+农户’的方式带动村民养殖。”陈晓雨告

诉记者，对于签约的农户，生猪出栏时，企业

以每斤高于市面 3角钱的价格收购。

下午 2 点，记者走进公主岭市一家“吃

草的猪”专卖店时，看到货架上猪肉已基本

售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店内猪肉

每斤约比普通猪肉贵 5 元，但产品依然供不

应求。

“我们定位的就是高端人群，公司原先在

长春开设了多家直营店，并与多家生鲜超市

合作，近两年因疫情关系，企业打算重新布

局，改为采用连锁加盟的模式。”陈晓雨说。

打造绿色闭环产业链

明天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虽建

有养猪场，却闻不到养猪场惯有的刺鼻味道，

这主要是因为养猪场的不远处便建有沼气工

程项目。

2019 年末，明天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000 立方米沼气发电及生态有机肥项目竣

工，生猪养殖基地的粪污被直接输送到沼气

罐中进行密闭发酵处置，产生的沼气用于猪

舍的取暖及企业发电自用；沼渣则被变成有

机肥用于果蔬种植，既解决了养殖废弃物处

理难题，又为公司打造“生态循环农业”夯实

了关键一环。

“这个沼气项目拟处理二十家子镇及周

边 200 家养殖场（户）产生的粪污，年处理量

可达到 4.5 万吨。利用生猪养殖废弃物与秸

秆颗粒混合发酵，可产生大量的有机肥料，

以此为基础，我们计划吸引更多的农户参与

进来，进行绿色蔬菜的种植、销售，使更多农

户直接受益。”陈晓雨说。

为发挥当地农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

作用，2021 年，公司又启动了“乡遇山间小

院”农业文化旅游项目。该项目占地（山林）

21 万平方米，涵盖“吃草的猪”散养基地、缤

纷生态果园、绿色蔬菜种植、民宿等。

“以秸秆综合利用为出发点，公司构建

了完整的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条。从秸秆

收割，到生猪养殖，到粪污处理，到绿色蔬菜

种植，再到文农旅融合……可以说，从大地

里的秸秆，一直到老百姓的餐桌，在我们这

个链条上基本没有废物，最大程度实现了循

环利用。”陈晓雨说。

浩荡春风拂过“乡遇山间小院”，拂开了

漫山遍野的花朵。

“品‘吃草的猪’，尝新鲜山野菜、赏最美

梨花……五一前后我们计划搞个山花节。”

陈晓雨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企业面临一

定的生存压力，但他坚信，只要企业秉持现

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围绕绿色闭环产业链精耕细作，“明天”

一定会更好。

企事录G
一直以来，如何处理好玉米秸秆是一件让农户头疼的事，但东北一家企业却将“招人烦”的秸秆化为“招财树”

“长”在玉米秸秆上的绿色公司

一条一条““电商路电商路””，，““土货土货””成成““网货网货””
本报记者 黄仕强

“小张，收鸡蛋咯！”4月 8日，重庆市秀山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安镇的养鸡户王元廷一

边高声招呼着，一边走进“武陵生活馆”店铺，

并从篮子里拿出了 200枚鸡蛋。店主张敏登

录一款名为“村头”的软件，开始记录、下单。

曾经无人问津的“土货”成为抢手“网货”，

这是秀山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的一个缩

影。据了解，过去 5年间，秀山县已累计实现

电子商务交易额 705亿元，网络零售额 136亿

元，卖出价值64亿元的农产品及加工品。

怎么卖：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被打通

距离重庆市中心城区 450 多公里的秀山

县，是一座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县城，受地域

条件限制交通落后，大量农产品难以外销，村

民收入难增，曾经的秀山县也是国家级贫困

县之一。

因此，如何打通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

里”成为关键。

“‘村头’这款软件是我们秀山县自己开

发的，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订单。”张

敏告诉记者，店铺收到村民的农产品后，加价

在“村头”平台发布信息，再由物流车运送到

城里的仓储点，进行包装后出售。

“在建立农村电商之初，我们就确定了自

建电商物流体系，提高物流效率和降低物流

成本的策略。”秀山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当地开通了 6 条城乡物流快递专线，形成城

乡双向物流体系。同时，还建成集自动分拣、

自动成包、自动包装等现代化设备的电商云

仓和武陵山区唯一的韵达快递秀山分拨中

心，提升商品从入库、分拣、配送等各个环节

的运营能力。

有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 8 万个快递包

裹从秀山县物流园区始发，繁忙景象成为这

里的一道风景线。

卖什么：村民变身供应商

“借助于电商，农产品的开发迎来良机。”

秀山县电子商务协会相关负责人说，该县大

力发展“一村一品”，建立电商产业扶贫基地

2000余个，认证特色农产品基地 163个，投产

自热火锅、红薯粉、豆腐乳、红糖饮品等电商

产品加工线 44 条，发展电商企业 1760 家、网

络店铺 1.73 万个，直接让村民变身成为供应

商。

站在自家的脐橙果园里，秀山县雅江镇

麻雀坡村村民王成刚直言，“以前想都不敢

想，一天可以卖出那么多。”前不久，在一场农

产品直播带货大赛中，他种植的脐橙赢得了

不少带货主播的青睐。“一单 10 斤，一下子

2000 多单，一天就卖了 2 万多斤脐橙。”说起

销量数字，他的喜悦溢于言表。

“电商不但开拓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也让

农村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市场，引导农产品生

产和加工，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重

庆村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目前秀山县电商企业自主创建

了品四方、溜达猫等品牌 68 个，形成以休闲

食品为主，水果及本土特产、民族工艺品为辅

的品牌体系。值得一提的是，秀山县还针对

农产品质量安全建立了二维码溯源体系，推

行“一农户一二维码”，秀山土猪、土鸡、土鸡

蛋、秧青米、茶叶等近 20 款农产品实现了二

维码质量溯源。

谁来卖：“产教融合”输出电商生力军

“通过实训学习，我在短视频拍摄、网店

设计、直播带货等技能方面都得到明显提

升。”来自秀山职教中心 2020 级电子商务班

的学生王海峰说，他希望将来通过从事电商

工作，促进家乡产业发展。

有意思的是，王海峰和同学们一天都没

有在教室里待过，他们的课堂直接被搬进了

位于秀山县高新区的电商大厦入驻企业里：

如何开网店，如何根据市场情况选择产品，如

何为自己的产品获取更大流量，如何选择更

好的供货方……

作为秀山县聘请的入驻培训企业之一，

重庆大嘴蛙商贸有限公司见证了这里的电商

人才队伍一步步壮大。其负责人感慨地说，

“从基础培训班到‘孵化式’培训，从电商学院

到‘产教融合’入企实训，秀山为农村电商后

续发展源源不断地输出生力军。”

正是借助着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秀山

县破解了农村电商“谁来卖”这个难题，一大

批创业大学生和返乡农民工成为电商从业

者，开起了网店，做起了直播，形成了“全域电

商、全民电商”的氛围。

据秀山县电子商务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年底，该县已陆续培育 8.2万名电商

学员，其中 6500余人成长为电商精英。

本报讯（记者王维砚 通讯员蔡若男 黄沙）按下启动键，

机械臂夹带一根细软的导线，按照设定好的路径在工作台上

“飞针走线”，短短 40 分钟，某航天产品复杂的电缆网布线成

型工作就完成了。这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 239厂为电缆

网生产线添“智”加“数”的一个缩影。2018年以来，该厂的电

缆网生产线已有近 6 成生产工序实现自动化，产能提升了 3

倍，有力保障了科研生产任务完成。

电缆网是航天产品的“经络”和“血管”，其设计和布局是

复杂的系统工程，加工工序多、工艺要求高，批量生产一直难

以实现。2018年开始，239厂成立电缆网智能制造项目组，对

传统电缆网生产工序进行自动化改造。

将导线选型、标记制作、布线成型等多道手工操作工序集

成在一套系统中，这在当时并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完全是

从零起步。“布线成型是电缆网加工最耗时耗力的一环。”项目

组负责人决定从难点入手。

项目组成员多次改变机械臂运动方向解决空间受限难

题，让机械臂成为一只灵活的“手”，再通过设计环形线库，

配合软件控制，最终让“飞针走线”成为可能。随着一项项

技术被掌握，一道道难关被突破，国内首套面向航天产品电

缆网生产的自动布线成型系统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0”

到“1”的突破。

随后，项目组相继开展并实现了电缆网电连接器智能

焊接、多导线同步剥线、端子自动压接与检测等工序的自

动化改造，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成了工人们在车间里的

“新工友”。

生产工序智能化改造为整条生产线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

基础。2021年开始，239厂不断提升数字化工艺能力，项目组

为电缆网生产线“量身定制”了数字化方案。在半年时间里，

经过多轮更新迭代，电装 MES 系统成功上线，实现了数字化

管理的在线任务分派、在线完工汇报、在线查阅工艺文件、自

动生成电子履历等功能。

“原本需要 4 个人完成的活儿，现在只要 1 个人。”操作自

动化设备的职工李子豪对生产线上的“数智”改变感触颇深。

“在设备之间实现 5G 互联，一键扫码就能实现上下游工

序无缝衔接，这是我们接下来努力的方向。”项目组成员韩敏

介绍说，从手工作业到自动化生产，从单一产品加工到数字

化柔性制造，数字化生产线为保障科研生产任务打开了“新

世界”。

航天科工三院 239 厂为电缆网生产线

添“智”加“数”，产能提升了 3倍——

“原本需要4个人完成的活儿，现在只要1个人”

中国“最北自贸区”

加速推进数字经济转型发展

阅 读 提 示
长久以来，“物流”“产品”“人才”是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三大难题。重庆秀山

县以构建城乡双向物流、打造电商产业扶贫基地、开展电商培训等手段破解难题，

从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变成农村电商示范基地，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模式。

4月 24日，在哈尔滨海邻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在进行生产
作业。

日前，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哈尔滨片区坚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经济，
加大与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合作，深入推进
数字经济涉及的新材料、电子信息制造、软
硬件服务三大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产业定
位，通过数字经济内部产业链划分，形成数
字经济产业细分图谱，努力实现数字经济
转型发展。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