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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视界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当秋风带着成熟的信号拂过乌蒙
大地，鲁甸县水磨镇湿润的泥土下，色
泽金黄的马铃薯迫不及待地探出了

“脑袋”。当地村民忙着刨土、采收、装
袋……最终，一个个均匀如鸡蛋大小
的马铃薯被精挑细选，送进了云南理
世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
间。在这里，仅 3 分钟，马铃薯就被制
作成薄脆的薯片，销往全国各地。

不只有鲜切薯片，还有速冻薯条、
复合薯片、膨化薯条……从马铃薯薯
块到马铃薯外皮，再到马铃薯粉，每一
道工序，理世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都试图让马铃薯背后的价值实现最
大化。

“鲁甸县种植的马铃薯品质优良、
口感好，但没有深加工，附加值很低，
农民收入微薄。如何让马铃薯带给农
民更多收入，以马铃薯的深加工为主，
在食品行业适度多元化发展，这是公
司一直在探索和努力的方向。”云南理
世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总监

刘元省说。
以马铃薯作为基础原料进行深加

工，原料的品质尤为重要。昭通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条件，
促使“昭通大洋芋、世界马铃薯”成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
的又一大产业。这为理世实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马铃薯产业深加
工、延伸“薯链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普通商品薯不同，考虑到损耗，
加工薯片用的马铃薯需要在 50 克到
150 克之间，是典型的小土豆。除了相
应的生长环境，这对种植技术也提出
了更高要求。为了实现良种化、规范
化的马铃薯种植，提高马铃薯使用效
率，理世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
2005 年开始和省农业科学研究院、云
南农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进行合
作，借助科研团队技术选育、测试、推
广良种，采取“公司+科研院所+基地+
农户”模式，扩大马铃薯种植面积。为
了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公司除前期

引导种植外，还垫付资金，提供相应的
技术服务。如今，公司已建成规范化
马铃薯种植基地 2 万多亩，覆盖昭阳、
鲁甸、永善、巧家、彝良等县（区），带动
1.3万户群众增收。

“昭通山地居多，不能实现大型机
械化种植，种植成本高。要满足薯片、
薯条的加工，标准化种植的马铃薯需
达到 30 万亩以上。”刘元省说。公司每
年都会与农户签订协议，每吨 1600 元
的收购保护价，但实际的收购价格往
往高于保护价。今年价格高，执行的
是每吨 2200元。

没有好原料就没有好产品。但是
有了好原料，还得有好技术。26 年时
间，云南理世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经 历 了 3 次 生 产 工 艺 技 术 变 革 。
2000 年至 2006 年，公司借助外部技术
资源，大胆进行技术革新，引进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生产线，以优异的品质
赢得了市场和客户。

2006 年至 2016 年，公司追求以人
为本、管理规范，形成先进科学的企业
管理体系，引进一套国外全自动化设
备，在原有的 150 公斤进口生产线的基
础上，增加到 300 公斤，“噜咪啦”薯片
在西南局部区域形成一定的品牌基
础，销量快速提升。

2016 年至今为跨越阶段，这一阶
段公司追求双核驱动、纵向延伸，使用
光学分选技术，通过脉冲技术有效抑
制薯片在油炸过程产生碳化物，用强
压的过滤装置，最大限度保证食品低
油脂、低盐。同时，每条生产线至少节
约了 15个劳动力。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以云贵川渝
为主、陕甘宁为辅的区域品牌布局。”刘
元省说，在产品包装设计上，公司对标国
内一线品牌，新推出了小浪片、大V片、

薄脆片 3 个系列，通过产品创新，改
变外观形象，着力提高品牌认知度。
下一步，将继续延伸产业链，给予消
费者更多情感体验以及文化感受，实
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烧火棍”变身“金扁担”
记者 莫 娟

9月 30日，天朗气清，阳光透过竹叶
斑驳地洒在地上，清风拂过，竹林发出
沙沙声响，伴着沁人心脾的清香。筇
竹，之于大关，是大自然眷恋这一方水
土而馈赠的无价之宝。

走进云南羲之竹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的厂房，只见工人在各自的岗位上
对筇竹竹材进行烘烤、浸泡、烧制、打
磨、调型、拼装、上漆等，一根根大小不
同、长短不一的筇竹在工匠的手中“华
丽转身”，一件件筇竹工艺品渐次呈现
在眼前。

在产品展示区，用筇竹加工成的茶
几、博古架、书架、花架、沙发、餐桌等工

艺品琳琅满目，数不胜数。这些工艺
品做工精致，样式新颖独特，远销广
东、四川、贵州、江西、福建、陕西和北
京等地。

筇竹枝条细长秀美，竹节美观，是制
作家具、工艺品的最佳原材料。云南羲
之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欧贤芹正
是看中了这一点，2019 年，她带着 13 名
当地群众一起做筇竹工艺品加工。

“通过延伸产业链，实施深加工，曾
经用作‘烧火棍’的竹子，加工制作成桌
子、茶几、椅子，一套售价上万元。”说起
筇竹家具及其他工艺品，欧贤芹一脸喜
悦。2021 年，该公司实现年产值 750 万
元。2022 年，公司年产值有望突破 1000

万元大关。
从无到有，他们开发出毛笔、笔

架、拐杖等 15种产品。如今，欧贤
芹有更大的野心，未来筇竹不仅
仅是工艺品，还能成为收藏品。

几年前，筇竹产品精深加
工领域在大关县一直处于空

白。和欧贤芹一样，石国宽也看到了家
乡竹子的价值，他在向阳村办起了云南
国丰林产品实业有限公司，在木杆镇自
产、代产竹笋类零食及盐水竹笋。

远远地，机器声从生产车间传来，工
人在半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上作业，切片、
蒸煮、包装、灭菌等一道道程序有条不
紊。大关生态环境良好，生长出来的竹
笋滑嫩脆爽，经过传统工艺加工制成的
竹笋产品深受老百姓喜爱，常常成为人
们饭桌上的佳肴。

一位工人说：“我在车间干活，一天
轻轻松松就能挣 100 多元，没想到在家
附近务工就能挣到这么多钱。”离家近，
能照顾老人和小孩，是就近务工群众的
心声，该企业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业岗
位，每月薪资在 3000—6000元。

石国宽计算过，成品和半成品，是附
加值翻倍的区别。“以后只有做精深加
工，才能做大做强当地竹笋加工业。”石
国宽肯定地说。

2017 年以来，大关县花大力气建设

筇竹基地，筇竹
种植面积逐年递
增。目前，全县竹
类种植面积已突破
100 万亩，竹产业企业
发展到近 30家。云南吉
食道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就
是大关为了延伸竹产业链引
进的一家经营型主体公司，涉足
笋材研发、生产、加工、贸易、销售和
竹林旅游创意开发等。该公司在一二三
产业融合以后，竹材、竹笋、竹料的加工年
产值可达 75亿元左右，仅竹产业一项年
产值将达 100亿元以上。该企业入驻大
关县，将为竹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引擎”。

曾经，筇竹是当地人眼中的“烧火
棍”。如今，大关县立足筇竹的稀缺性、
独特性，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
展生态化”的理念，培育“一县一业”筇竹
产业，扎实推进 100 万亩筇竹基地建
设。同时，瞄准“中国最优、世界一流”的
目标，兴建集科技研发、笋材加工、商贸

物流、品牌塑造、观光休闲于一体，一二
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筇竹产业田园综
合体，推动筇竹笋、筇竹地板、筇竹家具、
筇竹建材装饰、筇竹观光旅游等业态集
群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计划用 5 年时间，实现筇竹全产业链产
值达 30 亿元以上，到 2035 年实现 100 亿
元以上。

检验当地产业发展的好与坏，最有
话语权的还是当地群众。大关县提出

“把山当田耕、把竹当菜种”的理念，如今
木杆镇几乎处处可见筇竹。

一 个 马 铃 薯 的 价 值
记者 谭光吉

“青花椒不仅能够食用还能外用，例
如花椒精油用来泡脚可以行气止痛、驱寒
除湿。”近日，在昭通日报社的一场公益助
农直播上，昭通市大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农业”）总经理赵孔
发充满感情地推介着鲁甸青花椒。

据统计，2022 年鲁甸县 32 万亩青花
椒丰收，带动了 18.2 万椒农增收，创收近
10 亿元，如此喜人的成绩离不开帮助当
地农户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大成农业。
2009 年成立的大成农业，如今已经成功
注册“牛栏江”等多个品牌，研发出花椒洗
发水、花椒精油等日化用品，延伸花椒产
业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赵孔发是土生土长的鲁甸人，他非
常了解鲁甸青花椒具有无可比拟的产品
优势：油包突出、椒壳厚、麻味醇正、香味
持久。可是以前鲁甸青花椒长在深山人
未识，加上散户种植花椒管理、收获、晾晒

等都缺少技术指导，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在市场上根本叫不响。公司成立后，赵孔
发长期奋斗在鲁甸县花椒生产一线，先后
建设花椒示范基地 3000 余亩，带动 5000
户农户种植花椒增收致富。在良好口碑
的加持之下，大成农业先后被评为“云南
省林业产业省级龙头企业”“云南省农业
产业省级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云南省
省级成长型中小企业”，成为当地的农业
龙头企业。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大成农业
在 2022 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唯有迎
难而上，方能静待花开。赵孔发表示，公
司正在探索从花椒调味品向大健康方向
转变的发展之路。

在大成农业内部展示柜前，赵孔发在
线科普了青花椒品级应该如何辨别，并向
记者展示了公司研发出的青花椒系列产
品（包括调味品系列、日化系列）。其中，
青花椒日化产品便是大成农业科研团队
采用比重分离法、物理生物杀酶法、花椒
分离技术等在花椒分选、初加工、精深加
工项目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大成农业坚持研发的初衷是为了
带动更多的群众脱贫致富，正如赵孔发
所说：“只有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才能让更多的群众享受产业发展带来
的红利。”

每到花椒丰收的时节，鲁甸县每个种
植有青花椒的小镇都会格外热闹，村民会
自发组建一个花椒交易市场。夜幕降临，
椒农将早上采摘的新鲜青花椒带去市场，
客商也会早早来此采买，只为采购最新鲜
的花椒……这样的场景，早已根植在赵孔
发的骨子里，并促使他萌生一个大胆的想
法：在昭通建设一个服务西南椒农、覆盖
全国花椒贸易商、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全国
最大的国际青花椒交易市场。

花椒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交易市场！
作为昭通市的一名人大代表，2021 年赵
孔发提交了“在昭通建设花椒专业大市
场”的建议。

为了论证这个建议，大成农业做足
调研工作。昭通位于昆明、贵阳、重庆、
成都的中心地带，交通连接四大花椒产
区和四大城市中心，通过市场推动，政府
加以规划和引导，将会在昭通形成一个
服务西南椒农、覆盖全国花椒贸易商、辐
射南亚东南亚的全国最大的国际青花椒
交易市场，同时吸引周边产区的核桃、天
麻、砂仁、辣椒、大蒜、中药材等高原特色
农产品进市场交易。通过项目建设可实
现花椒及农产品交易量 40 万吨，实现产
值 300 亿元，年累计可为昭通山区椒农
增加 6000 万元收入，带动昭通花椒产区
人口脱贫致富……

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在昭通
建设花椒专业大市场，是赵孔发的远
方，更是大成农业利用鲁甸青花椒品牌
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共享福利
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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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加工车间一瞬。

刚出炉的薯片。

加工筇竹凳子。

筇竹制品。

本版图片来源于昭通日报图视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