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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2020年9月15日，张想从重庆两江新区被派往四
川天府新区天府总部商务区挂职。“2019年7月，我就
曾来过成都对接考察，当时就对天府新区印象深刻，没
想到在一年后，我就踏上了取经之路。”张想说。

2020年9月，川渝共互派101名干部投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工作，为促推双城经济圈发展提供有力干部
保障。两江新区现代服务业局副局长张想正是其中之一。

张想告诉记者：“对于两大新区的干部互派交流，
我们是带着互学互鉴的心态去思考如何优势互补，促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

成都的“营城造城”理念给了张想很多启示，成都
厚植于服务业核心竞争力，高标准推进“三城三都”建
设（世界文创名城、旅游名城、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之
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消费新场景的打造、特色商
业街区的建造等都让张想印象深刻。

作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天府新区不断在公园城
市里面建产业，放项目。“以天府公园为例，公园里不仅
有花草树木，鸟语花香，更建设有运动中心、青年艺术
文创中心、惬意茶社等室外经营项目，这些消费新场
景，让市民更有参与性。”张想思考着，两江新区有118
座公园，已建成“百园之城”，天府公园的消费新场景或

许也能成为两江新区公园的未来一景。
积累经验的同时，张想更深知肩上的重任，埋头苦

干。他希望充分发挥着纽带作用，进一步见证成渝两
地的合作与发展。例如，作为协作单位，张想参与了两
地街道合作的推荐会。11月24日，在成都天府新区华
阳消费新场景深圳推荐会上，来自天府新区的华阳街
道和来自两江新区的人和街道共同亮相，一同签订了
《区域新消费经济圈伙伴关系协议》。张想还参与了华
阳街道与中海商业、蔚来汽车、施华洛世奇等运营商、
品牌方的现场接洽，探讨未来合作机会。

此外，张想参加了2020成都首店经济大会，现场
推介了西部国际博览城商圈，从规划理念、城市配套、
消费客群、生态环境、会展优势等方面介绍了品牌布局
西博城商圈的理由。

迈好第一步，新年新气象。张想告诉记者，2021
年，他将继续在工作中唱好“双城记”，努力工作，投身
于天府新区的投资促进“百日擂台赛”，争做实干家。
同时继续学习“营城造城”的理念，在总结思考后能够
在成渝两地的工作中学以致用。“2021年，我会在天府
总部商务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展现出重庆干部的
良好风采。”张想说。

徐廷祥：小小竹笋闯出大市场
通讯员 解维坪

重庆雪瑞盛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泉
农业）方竹笋加工车间位于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天星村
丛林深处，这里每天都有众多商家前来订货，上千吨
的方竹笋成品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外。

为何小小方竹笋加工生意如此火爆呢？“它是方
竹笋加工中的一股清流，货好不怕巷子深。”经销商对
盛泉农业加工的方竹笋如是评价。盛泉农业加工车
间负责人徐廷祥，是万盛经开区农技协联合会理事
长、区科协常委。

发现市场 因地制宜建工厂

“黑山镇是方竹笋种植大镇，我小时候就经常听
人说方竹笋很好吃。”今年57岁的徐廷祥说。

多年来，徐廷祥在黑山镇经营过茶叶、猕猴桃、蕨
菜、花生等农产品，在销售本地土特产品过程中，他洞
察到了方竹笋的市场潜力。

“万盛方竹笋资源丰富，原材料供应渠道多。”徐
廷祥介绍。方竹笋属于笋中之王，是十分珍贵的食
材。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追求绿色、生态、
健康的食物，为此萌生了收购方竹笋销售的想法。

方竹笋属于季节性食品，季节过了市场价格就低
了。考虑到季节对方竹笋价格的影响，徐廷祥开始思
考对方竹笋进行深加工。“深加工可以生产出不同类
型和口味的产品，产品经过密封包装后，可以存放更
长时间，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方竹笋。”徐廷祥说，

“原产地是方竹笋加工的最佳生产环境。”黑山镇天星
村背靠大娄山脉，适宜方竹笋生长，无工业污染，交通
便利，周边居民居住集中，还方便招工，非常适合做方

竹笋深加工。
说干就干，2004年徐廷祥注册了“黑山翠剑”竹

笋商标，成立了专业合作联合社。

找准策略 打造绿色生态品牌

建起方竹笋加工车间后，徐廷祥开始深加工生
产，一做就是十余年。

收购、杀青、冷却、清漂、搓衣平头、分级等，笔者
在盛泉农业加工车间看到，工人们统一着装，戴上手
套，忙着对方竹笋进行半成品加工。清澈的泉水直接
引到车间，一根根方竹笋在泉水冲洗下，显得更加白
嫩，感受到了浓浓的原生态气息。

“竹笋要在市场上有更好的销路，就要满足人们
的消费心理，材料要原生态，加工中无添加剂。”徐廷
祥说。公司加工的方竹笋原材料不是从市场上购买
的，而是全部取材于农户的田间地头。

“绿色无公害食品，除了原材料来自农户的田间
地头外，加工环节也要保持其新鲜度和原味。”徐廷祥
说。从农户处收购来的方竹笋，均在当天6个小时之
内进行杀清，保持方竹笋的新鲜度。同时，在加工过
程中，为了保持竹笋原有的色泽，竹笋全部置于阴凉
处存放。

同时，为了生产出干净、卫生、健康的方竹笋食
品，盛泉农业投入20余万元引进巴氏杀菌机，对方竹
笋成品进行杀菌和消毒。

经过十余年的摸索，目前，徐廷祥的方竹笋加工
车间已有盐渍笋、清水笋、山椒竹笋、红油竹笋、罐装
有机笋等近十种成品。

扩大销售 线上线下齐发力

有了纯天然的无公害原材料，确立了纯手工、卫生、健
康的加工程序，徐廷祥生产的方竹笋该如何销售出去？

曾经从事茶叶经营的徐廷祥，与国内外的很多茶
叶生产营销企业有较密切的业务往来，曾前往美国、
德国、土耳其等地与茶叶相关组织和人士进行学术交
流。徐廷祥充分利用展销会、广交会、糖酒会等平台，
将深加工的方竹笋带到全国各地的展销平台，通过发
放宣传单、试吃等方式，推销方竹笋。

经过多年的努力，徐廷祥的方竹笋产品被更多人
熟知，也集聚了更多的人气，不少商家慕名而来。如
今，徐廷祥的方竹笋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了
日本。

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线上销售成为一种不
可阻挡的潮流。“当互联网经济时代席卷而来时，我很
茫然。”徐廷祥说。要想发展，做大做强，就必须另辟
蹊径，他让儿子为他打理线上销售平台。

2014年，徐廷祥“触网”电商，在网站注册了重庆
特产平台，将不同的方竹笋产品拍成图片放在网站
上，同时，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消费者眼球。此外，徐廷
祥还注册了“农家优品”微信公众号，在方竹笋大量上
市之际，把方竹笋采摘、加工、包装等各个环节都用图
片和文字记录下来，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传播和扩
散，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线上每年销售额达30万元，线下销售额达1200
余万元。”徐廷祥说。产品覆盖全国31个省市。下一
步，他将增加一条有机竹笋生产线，扩大海外销量，把
万盛方竹笋做出更大的名气。

张想：“取经”路上树立良好形象
记者 王予婷

内容科技领域正在经历“云网边端”载体
演进。云，就是云应用；网，就是5G网络和基
站；边，就是架设在不同场馆边缘的平台；端，
就是手机、大屏、小屏、音箱等互动终端。这
些承载传播内容的载体不断演进，给用户带
来新体验。内容行业正在向视觉化、场景化、
平台化、融合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胡博

（胡博，中国联通研究院5G智库研究室
主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把精力放到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上来。要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高质量发展，就需做好两篇文章：一篇是做
好国内大循环这篇文章，另一篇是要做好高水
平对外开放和国际循环的文章。 ——朱小能

（朱小能，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专家代
表、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上海国际
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其他信息终端，
通过芯片的植入，就可以获得更强的边缘
计算能力，从而解决终端智能化问题。增
强主流价值观传播，在终端解决比在发端解
决更有利。 ——宋建武

（宋建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新气候目标的提出，对国内疫情后
加速低碳转型和长期低碳发展战略的实施，
以及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都会产生重要指
引作用。碳达峰、碳中和，实际上是两个阶段
的奋斗目标。第一个阶段，在2030年前，我
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第二阶段，努力
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何建坤

（何建坤，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世 界 顶 尖 科 学 家 协 会 主
席、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
恩伯格。

罗杰·科恩伯格出生于1947
年，美国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
结构生物学教授。1972 年获得
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因其对

“真核转录的分子基础所作的研
究”而荣获 2006 年诺贝尔化学
奖。科恩伯格教授有关真核转
录的研究第一次将基因的这一
转录过程细致地描述下来，使了
解基因的转录过程成为可能。了
解基因转录在医学研究中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