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玉米上演“点粮成金”变奏曲
驻马店日报记者 王家恒

一粒小小的玉米 ，除了食用 ，还能
做成什么？

河南金玉锋大健康生物产业园给
出的答案是， 通过高新科技的加持，金
灿灿的玉米粒同样能够“点粮成金”，衍
生出数十种产品，成长壮大为枝繁叶茂
的“产业大树”。

走进位于中国 （驻马店 ）国际农产
品加工产业园的这家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巨型标准化车间拔地而
起，智能粮仓高耸而立，现代化企业生
产气息扑面而来。

“一期工程淀粉等生产车间已于
2022 年投入试生产！”面对采访，金玉锋
大健康生物产业园淀粉车间主任刘林
说。 从玉米皮利用到玉米淀粉生产，再
到葡萄糖 、麦芽糖醇 、山梨醇 、赤藓糖

醇、 维生素 B12、 赖氨酸……在项目现
场，刘林向记者娓娓道来一粒小玉米精
深加工的生动故事。

玉米经过浸泡、 破碎、 去杂质、分
离、麸质浓缩等十多道工序，在自动化
生产线上完成了“华丽变身”，被加工成
了食品原辅料、医药原辅料等，再加入
不同的酶制剂， 转化升级成各种糖类，
然后再继续延伸下去……一颗看起来
普普通通的玉米粒由此身价倍增，各种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市场“宠儿”。

“可别小看这一粒玉米，它浑身都是
宝！” 刘林说，“我们一直致力于在玉米
‘吃干榨净’上做精做深文章，努力打造
世界级玉米加工全产业链示范基地。”

经过工业转化，看似不起眼的玉米
皮其实也有大学问。玉米皮含有大量的
蛋白质、粗纤维、淀粉，通过烘干机进行
脱水、烘干、提质，废弃的玉米皮就能变
身为优质饲料。

“玉米最嫩的小芽， 很多人往往会

忽略掉，其实它才是精华所在，它叫胚
芽。” 刘林说，“玉米胚芽经过自动化轧
胚、蒸炒、取油、精炼等程序，可以变成
食用油、胚芽饼和发酵饲料，在我们日
常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提到一粒玉米是如何“点粮成金”，
刘林如数家珍：“一粒玉米通过分解提
炼出玉米淀粉，玉米淀粉还可以裂变成
玉米蛋白粉、麦芽糖浆、酸乳等几十个
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等领域。”

“点粮成金”后离中高端有多远？一
粒玉米找到了更“多金 ”的新用途———
生物制药。

“所有的生物制药都离不开葡萄糖
等糖类作为发酵碳源，其被广泛用于抗
生素系列、维生素系列、绿色食品药品
添加剂系列、氨基酸系列等产品的发酵
生产。” 金玉锋大健康生物产业园赖氨
酸项目负责人曹宏说。目前，赖氨酸生
产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之中，建设已
接近尾声，可望近期建成投产。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
“项目之所以建成投产这么迅速， 主要得
益于市委、市政府和经济开发区领导的大
力支持，以‘保姆式’服务做好各项要素保
障工作，让我们生产安心舒心。”曹宏说。

“驻马店食品、工业、医药化工等产
业基础良好，具有产业集聚度高 、产业
链衔接紧密的优势。” 刘林说，“通过将
玉米‘吃干榨净’，转化为食用级产品和
药用级玉米淀粉，不仅助推驻马店实现
从‘粮头’到‘食尾’、从‘农头’到‘工尾’
的转变，还推动玉米深加工产业向更高
端、更深层次迈进。”

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总投资 106 亿元的河南金玉锋大健
康生物产业园项目， 年可加工转化玉米
600 万吨，不仅驻马店的玉米“吃不饱”，
还带动方圆 300 公里的玉米深加工，从而
拉动运输业、养殖业、食品业、医药业等
上下游产业发展，对打造世界级农产品
加工全产业链示范基地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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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烟火“夜经济” 飘香“文明味”
淮安日报记者 刘 华 王 舒

炸串、凉皮、砂锅……暮色四合，涟
水县常青路疏导点上灯光璀璨，小摊一
家挨着一家，飘香的特色小吃，不时吸
引路人驻足。 没有垃圾遍地，不见油污
横流，有的是布局整齐、环境整洁。 曾
经，流动摊点治理的“难点”，如今成为
城市管理服务的“亮点”，这一切，源自
涟水县精细管理的创新举措。

从“临时游击”到“长期驻点”
灶台上，肉串一下锅，瞬间滋滋作

响，杨姐换了双长筷子不断拨动，不一
会儿，诱人的香气散发出来……“五元，
扫码付了！ ”这是杨姐晚上的第 22 单生
意，“小本生意，一天挣个两三百元不成
问题。 ”以前，杨姐“练摊儿”的日子可没
这么惬意，“像游击队， 今天换这里，明
天去那里， 见到穿制服的， 立马就得
跑。 ”要想生意好，必须去繁华的地段，
去得多了，必然带来卫生、交通等问题。

当方兴未艾的“夜经济”遇上城市
管理，如何实现鱼与熊掌兼得？ 涟水县
按照“便民利民、合理布局、疏堵结合、
规范管理”原则，统一规划设置常青路
和同乐坊两个疏导点， 在指定区域、指
定时间，商户可以免费申请经营（按申
请时间排序，低收入户等优先）。 记者注
意到，这两个疏导点都集中在城市繁华
区，小摊主的进驻让周围商户的生意更
红火了。

从“野蛮生长”到“文明有序”
LED 屏滚动播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服务居民、方便生活”的标语格
外醒目，摊主姓名、经营项目、联系电话
等内容一目了然……晚上 8 点，涟水县
金城社区流动摊疏导点进入一天中最
热闹的时候，人流如织、烟火升腾，清爽
的文明新风吹进了“夜经济”。 “文明摆
摊真是好处多多！ 现在这里成了市民打
卡地，聚起了更多人气！ ”摊主张先生表

示，文明有序的疏导点，给经营户带来
更多财气。

摊点统一规划后，如何做到文明有
序经营？ 涟水县一手松疏导，一手严监
管。 该县出台《关于设置并规范管理城
区临时疏导点有关事项的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专门召集摊主进行座谈，
对《规定》进行解读。 据介绍，《规定》共
11 条，既有卫生 、健康 、防噪等准入要
求，更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如果经营户
违规经营或者被投诉举报，第一次予以
指导帮助，给予警告并备案，第二次依
法进行处罚，第三次对其予以取缔。 如
此，执法有据，提前告知，充分沟通，久
而久之，文明经营成了很多摊主的行动
自觉。

从“被动他管”到“主动自治”
晚上 12 点半，人群渐散，到了收摊

的时候。 常青路疏导点 5 号摊主于飞最
后一个收摊，她收拾完桌椅板凳，又拿起
扫帚，仔细打扫公共区域卫生。 “我们 17
个摊主轮流值日打扫，环境好了，顾客更
愿意来了。 ”于飞说，摆摊“合规”，从临时
变长期，让摊主更有主人翁意识。

规范经营，靠制度监督，更需自我
管理。 城管执法队员人数有限，不可能
面面俱到，实现长效管理，必须依靠摊
主自身。 据介绍，疏导点建立值班制，每
天安排一名摊主全面负责和监督摊点
周边的卫生、秩序、安全，有效激发摊主
主观能动性，提高疏导点自治能力。 疏
导点自治，不仅提升了管理效能，更降
低了摊主经营成本。 “以前，是请专门的
清洁工负责卫生， 我们要给不少保洁
费；现在，我们自己动手，费用省了，收
益也提高了。 ”一位摊主说。

文明有序、 规范经营，“烟火气”越
来越旺，“文明味”越来越足，涟水县城
市管理正实现管理者和经营者“双向奔
赴”，共同守护城市文明。

枣庄市大力建设“六型”公路
枣庄新闻网讯 日前，记者从六安

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2023 年，六安市
将大力建设 “畅通公路 、品质公路 、智
慧公路 、和美公路 、平安公路 、廉洁公
路 ”六型公路 ，预计投资 9 亿元 ，组织
实施 10 项国省道项目建设， 涉及里程
130.31 公里。

坚持项目为王，建设畅通公路。 六
安市将围绕强工兴产、 乡村全面振兴、
滕州强市建设、 山亭突破发展等工作，
推动国省道建设项目，形成“谋划一批、
储备一批、推进一批、竣工一批”的好局
面。 全面完成 G518、S322 薛城境内两个
修复养护工程，加快实施 S231 临沂枣庄
界至台儿庄区雷草段等 7 项养护大中修
工程，积极推进 S241 台儿庄马庄至叶庄
上行段等 3 项大中修养护工程。

坚持养护优先，建设品质公路。 聚
焦公路养护主责主业， 紧盯年度 PQI
值和群众满意度，六安市将更加注重预
防性养护、 精细化养护和精准养护，重
塑普通国省道养护管理模式，持续提升
公路养护品质， 保持路况水平高位运
行；深入开展日常养护“十大提质增效
专项行动”。同时，以“突出重点、打造亮

点，全面提升”为原则，深入开展国省干
线精品示范路创建工作，逐步实现公路
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常态化，打造畅通
安全、美丽舒适、生态文明的公路交通
环境。

坚持数字赋能，建设智慧公路。 六
安市还将充分利用市大数据中心视频
融合赋能平台，持续提升智慧路网监控
平台互联互通， 完善路网运行监控体
系，全面提升路网运行监控水平。 全面
完善公路大数据云中心，重点建设基础
数据库、地理空间数据库、业务数据库、
动态数据库等 4 类数据库，与智慧城市
数据共享，共同推进城市大数据平台的
迭代升级。

坚持先行示范，建设和美公路。 六
安市继续推进普通国省道“路长制”，健
全常态化日常巡查、问题推送、分解处
置、反馈销号的闭环管理工作机制。 以
严管公路建控区、严抓交通秩序、严控
公路扬尘、促进绿化提升、改善公路通
行质量、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为重点，高
质量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治理，营造“畅、
安、洁、绿、美”的公路环境，有效提升公
路服务品质。 （记者 贺迎秋）

268省道宿迁段京杭运河
特大桥悬浇梁全部完成

宿迁网讯 3 月 27 日， 历时约 5
个半小时，268 省道宿迁段工程 （市洋
河新区段 ） 京杭运河特大桥 16 号墩
19# 块顺利完成浇筑。至此，268 省道宿
迁段工程（市洋河新区段）京杭运河特
大桥悬浇梁段全部完成，为顺利推进京
杭运河特大桥合龙踏出至关重要的一
步。

268 省道宿迁段工程（市洋河新区
段） 京杭运河大桥全长 1139.64 米，桥
梁断面全宽 15 米，主桥采用（97+150+
90）米变截面连续箱梁，主梁施工采用
悬臂浇筑方法，共分为 19 个悬浇节段，
边跨支架现浇方法施工； 引桥采用 30
米和 35 米先简支后连续组合箱梁，箱
梁总共 130 榀 。 此次浇筑的 16 号墩

19# 块，底板宽 7.5 米，顶板宽 15 米，梁
高 3.5 米，梁长 4 米，设计 C55 混凝土
93.8 立方米。 在施工过程中的钢筋绑
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张拉等工序
施工难度大，挂篮拼装、行走、安拆过程
风险高，从开工至今一直是项目重点把
控工点。

据介绍，此次 268 省道宿迁段工程
（市洋河新区段） 京杭运河特大桥悬浇
梁施工顺利完成，充分体现了项目桥梁
施工专业水平和优势。 下一步，该项目
将持续坚持精细化管理、 规范化施工、
标准化建设，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做实
安全保障措施，为大桥后续顺利合龙奠
定坚实基础。

（记者 王国康 通讯员 冯 全）

做强桃产业 做活桃经济
2023中国·新沂第八届桃花节暨文旅消费推广季成功举办

徐州日报记者 谢 川 王海春 陈小凡

一年好景随春至，桃花盛开正当时。
3 月 25 日至 26 日，“桃醉春天 美丽新
沂”2023 中国·新沂第八届桃花节暨文
旅消费推广季在徐州市新沂市时集镇白
石村举行，灿烂春阳下，万亩桃花竞相绽
放，缤纷烂漫，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踏春。

近年来，新沂市时集镇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线，在水蜜桃品种、品质、品牌上
下实功夫、苦功夫、硬功夫，全力打造具
有区域特色的桃产业集群。如今 ，水蜜
桃产业已成为“强富美高”新新沂发展
道路上一张亮丽的名片。

芬芳桃花喜迎八方来客
暖春三月，时集 4 万多亩桃林已成

一片醉人的花海， 无数市民闻香而来，
赏灼灼桃花、品特色美食。“今天特意带
全家过来参加这次盛会，趁着桃花赶春
风，别有一番趣味，一天下来，大人孩子
都玩得很尽兴。” 专门从宿迁驱车赶来
的游客李行知先生满眼笑意地说。

开幕式上 ，围绕山水生态 、特色乡
村等主题 ，新沂推出了 “锦绣钟吾———
山水生态游” 等 5 条精品旅游路线，举
行了重点农业项目招商签约仪式，总投

资 6.4 亿元的 12 个农业项目现场签约。
另外，本届桃花节暨文旅消费推广

季还特别推出了桃园交友联谊会、百姓
大舞台、书画诗词摄影艺术采风、“粉黛
桃源”时集美食及文创体验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以花为媒、以节会友，整整两天
时间，精彩不断，活动现场游人如织，市
民游客们在这里尽情感受桃花芬芳、品
味乡村之美。

截至今年，时集镇已经连续成功举
办了八届“中国·新沂桃花节”、品桃会
活动，八年间，时集的水蜜桃种植面积
不断扩大、知名度不断提升。

“时集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自然
优势，造就了时集水蜜桃既具备北方桃
的脆爽清甜， 又兼有南方桃的丰润多
汁，深受全国各地消费者喜爱。水蜜桃
作为时集的主导特色农产品之一，经过
20 多年的产业化发展，目前全镇拥有水
蜜桃专业合作社 36 家、 水蜜桃专业种
植户 1200 多家， 水蜜桃年总产值 7 亿
元。”时集镇党委书记张怀友介绍道。

醉美桃花结出“致富果实”
在时集镇农户吴清保的设施大棚

里，去年 6 月份嫁接的新品种“早醒”已
经挂果，再过 20 多天就能上市，这将进
一步刷新大棚桃上市的时间纪录。“今年
是第一年挂果，一棵树就保留 10—15 个
桃子，一公斤就能卖到 60 元。”对于抢鲜

上市即将带来的收益，老吴满是喜悦。
近年来 ， 围绕做大做强水蜜桃产

业，时集镇按照“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流
通、融合化发展”的总体思路，强化政策
扶持，突出科技支撑，水蜜桃标准化种
植基地面积占比已达 90%以上， 良种覆
盖率达 100%，打造了一个“产业特色鲜
明、要素高效集聚、产业链条完整、设施
装备先进、生产方式绿色、联农带农紧密、
辐射影响有力” 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推动了新沂水蜜桃产业提质增效、提
档升级，实现了新沂果区产业兴旺、农民
富裕，助推新沂市乡村振兴加速推进。

“我们专注于水蜜桃名优新品种的
试种和推广， 先后与江苏省农科院、郑
州果树所等科研院所合作， 引进油桃、
蟠桃、硬桃、软桃等国内外黄肉桃、白肉
桃、红肉桃名优新花色品种 30 多个，早
中晚熟期的品种搭配， 拉长了售果期，
最早从 4 月中旬上市，可以一直持续到
11 月中旬。” 时集镇镇长张玉介绍，目
前，时集水蜜桃已获国家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等诸多认证和荣誉。

如今，一棵时集的桃树可以实现一
年 365 天均在创收 ，3 月赏花 、4-11 月
卖果，12 月到来年的 1、2 月， 桃农们修
剪下来的枝条成为网上热销的年宵花。
同时，发展水蜜桃果酒、桃胶、桃干等精
深加工和周边产品销售……新沂水蜜

桃产出效益得到了极大提升，桃农的亩
均纯收入达到了 1.2 万元。

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从单一赏花品果的观光旅游 ，到

“以花为媒、借花发展”的桃花经济，桃
花节已经成为时集镇招商引资的重要
平台、惠民强市的重要手段，为时集镇
进一步做强“桃产业”、做活“桃经济 ”，
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加快推动农文旅
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届桃花节期间 ，桃花酥 、桃花酿
等桃花伴手礼及新沂 18 个镇（街）特色
文创、乡创产品集中亮相，游客们体验
桃花美妆、制作桃花酿、手绘桃花、试穿
汉服……尝一块桃花酥 、 品一壶桃花
酿，迎着微醺的清风，于灼灼桃花中揽
尽美景、感受“色香味”俱全的春天。

近年来，通过大力促进乡村农商文
旅融合发展，水蜜桃产业已经成为时集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截至目前，
时集全镇水蜜桃种植面积已达 4 万亩，
占据了新沂市水蜜桃种植的半壁江山。

桃花节的成功举办，集中展现时集
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推广时集农文旅
品牌，进一步丰富了桃产业活动 。据统
计，今年桃花节期间共接待游客约 8 万
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超过 150 万元，掀
起了新沂及周边城市赏桃品春、畅游乡
村的新一轮热潮。

春风吹“醒”
万株海棠
伴随气温渐渐升高，春

风吹“醒”了江苏省盐城市中
华海棠园里的万株海棠。 中
华海棠园内拥有多达 122 种
海棠 15 万株，目前已到了最
佳观赏期。

盐阜大众报记者
郜野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