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感言

锐意革新传统产业插上现代翅膀
蒸蒸日上息县馒头终会神州飘香

刚走近息县峰刚粮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
大门，一阵香气扑鼻而来，叫人急欲寻找香气的来
源。 峰刚公司的员工笑答：这是正在蒸馒头呢！

循着香气， 记者一行来到馒头生产车间的
参观通道。透过玻璃，记者看到在专业的密闭空
间里，流水线上正在进行馒头生产，三两个身着
统一工装，戴着头罩、口罩的工人在机器旁做辅
助工作。峰刚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张虎告诉记者，

曾有一位省里的来客吃了这名为“息县坡”的馒
头后感慨道：“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馒头！”诧
异于峰刚公司的馒头竟有如此高的评价， 记者了
解到之所以好吃，是因为制作馒头的用料好，而且是
严格按照河南工业大学设计的科学配方来配比
制作而成的。指着公司内一座刚刚建成的大楼，

张虎向记者介绍， 这里是公司与河南工业大学
合作的“产学研”基地，今年年底将投入使用。

峰刚粮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原是一家经营
粮食收购、储存、加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公司总经理李刚看到国家提出促进主食工业化
的发展战略，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结合息
县有生产馒头的悠久历史， 就不惜重金购买了
生产馒头的现代化生产线。 对此，李刚坦言，事
实上，做馒头的工业化成本颇高，因为车间的卫
生条件等方面要求非常严格。即便如此，李刚还
是执着地“蒸起了馒头”。而他生产的馒头，那可
是放心食品。 在工厂里，密闭的生产空间、紫外
线杀菌装置、精选的原料、严格的配比，这些都
使得生产出的食品更为干净、卫生且口感上佳。

张虎告诉记者， 由于不放心物流配送的卫生状
况，这些产品都由公司人员配送，真正实现“馒头
从生产到销售都没有离开自己公司人的视线”。

酒香也怕巷子深。虽然馒头卫生又好吃，但
由于大家习惯购买热腾腾的馒头， 对这样卖相
“冷、硬”的馒头一时难以接受。 而且，因为各种
原因， 销售渠道也有待进一步拓展。 但李刚认
为，只要公司踏踏实实地把产品做好，大家终会
将观念转变过来， 接受这样既安全卫生又好吃
的馒头。事实上，“息县坡”馒头的销售已经打开
了部分市场。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业化生产馒头、面
条等主食已是趋势。据测算，中国人每年消费的
馒头、面条总产值超过

2000

亿元。在发达国家，

主食消费产业化比重为
80%～90%

， 而在中国，

这个比重只有
15%～20%

。 所谓主食工业化，是
指在发扬传统主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 采用现
代化科学营养原理和先进技术装备， 进行规模
化生产，提供标准化、方便化、安全化、营养化的
主食品。这些主食品食用前，只需要进行简单处
理即可食用，其风味、口感在原有基础上还有所
改善。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农业部已经提出把
促进主食加工业发展作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一项
重要任务，并将我省作为试点，率先开展主食加
工业提升行动。

有国家政策扶持， 在当地政府支持和社会
各方广泛参与下， 现代主食消费理念一定会变
为实际消费行为，李刚对此充满了信心。 他说，

就是付出百倍的努力，也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同
时也为促进主食加工业的规范化、标准化、现代
化建设作出一份小小的贡献。

最新研究证实：种牙年轻20岁
名洲牙科种植牙，每颗便宜

1000

元
不少人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导致

牙齿缺失，而牙齿无疑是人的第二张脸，

牙缺失往往是一个人“生理上”和“面容
上”衰老的标志，在信阳名洲牙科的患者
档案里，就有这么一位顾客———

牙周病，让
38

岁美女成“无齿之徒”

现年
38

岁的李小姐在
25

岁前牙齿
不仅完整无缺， 形象良好的她更是被
人冠以“女神”的称谓。 由于缺乏日
常护理， 牙齿在

26

岁时开始出现牙
周病，不但牙龈出现浮肿，经常性出
血，牙齿也出现松脱的迹象，并且保持一
年掉两到三颗的频率，至去年，全口牙齿
全部掉光。

牙齿脱落给李小姐的生活造成了极
大不便，不光影响到她的生活，更令她的
形象一落千丈，面容塌陷、脸色蜡黄，

30

多岁的年纪看着就像
50

多岁的老太太。

即刻种植牙，年轻
20

岁
去年

7

月，李小姐在朋友的介绍下，

来到信阳高端齿科连锁机构———名洲牙

科， 希望借助医院高端种植牙技术来改
变自己的现状。

名洲牙科王忠彬主任知道李小姐的
事情之后，决定亲自为李小姐全程修复。

经过王主任的详细检测发现， 李小姐的
牙槽骨已经极度磨损，不能接受活动牙，

这给治疗带来了很多的难题， 而且由于
长年无牙， 李小姐的下颌部位已经变形
了。 王主任说：“好在李小姐的牙床状况
没想象中的那么糟， 我们有信心能够利
用‘德国数字速导即刻种植牙技术’为她
种出一口好牙！ ”经过口腔消毒后，王主
任为李小姐实施局部麻醉并开始在其口
腔内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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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种植体， 约一个小时后，

随着黏骨膜缝合的最后一针完成， 整个
种植手术顺利完成。

相同年纪，为什么外国人显年轻
作为国内顶级种植牙专家， 王忠彬

主任通过大量与中国口腔顾客的接触
中，逐渐了解到中国人与欧美、日韩国对
牙齿保健的意识和治疗选择方面的差

距。

“信阳很多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老人
跟子女只要去过国外， 都会发现外国
老人

70

多岁还是一口白牙， 看着真
年轻！ 相对于国内的同龄人，都是老
态龙钟的样子。 而这种现象的出现，

就是因为看牙医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只是一种日常保健行为。而种植牙，也更
是一种早已普及的技术。而且在中国，大
家找牙医都是以看病为目的。牙掉了，欧
美人从健康角度去选择种植牙， 中国人
就从功能角度去选择活动义齿镶复。 观
念的差异导致了效果的差距， 所以对于
我市中老年人来说，掉了牙选种植牙，不
仅可以延缓衰老， 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
责。

即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拨
打预约热线：

400-0376-010

可享受以
下优惠：

1.

种植牙每颗直接补贴
1000

元。

2.

全瓷牙每颗补贴
500

元。

3.

烤瓷牙
/

活动牙，旧牙换新牙。

4.10

年内免定期
护理费，以确保效果。

地址： 信阳市解放路西段（解放路
与中山路交叉口西

50

米）

免费预约热线：

400-0376-010 62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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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象大骨面来了
河南人率先过上骨汤泡面新生活

“在饮食上，相比于北上广等
地， 近些年河南通常处于慢半拍
的情况， 都是外地流传甚广的食
物来到河南， 但这一次河南人终
于领先全国一步， 吃到了第一口
‘螃蟹’。 ”昨天，在郑州举办的“新
时期，新选择”白象大骨面上市品
鉴会上，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
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资深美食专
家张海林不无兴奋地表示， 河南
著名方便面企业白象于近期上市
的新大骨面不仅让河南人有了吃
面的新选择， 更让河南成为国内
首个步入骨汤泡面时代的省份。

据悉， 今年于河南全新上市
的白象大骨面是白象历经十年潜
心研究、 三次创新精进研发而成
的新产品， 与此前所有方便面不
同， 这款面内含的大骨汤包加水
泡制后可以还原出一碗纯正、美
味的骨汤， 从而将方便面多年来

的白水泡面变成了骨汤泡面。

因为有了骨汤，“方便面更好
吃了” 是人们对大骨面的直观印
象。 记者在活动现场感受到，会场
已被浓浓的骨汤香气萦绕。而有别
于传统方便面泡制过程———先放
入面饼再放各种调料包的做法，在
煮食大骨面时，应先将骨汤包放入
开水中，随后再放入面饼和蔬菜包。

很多人在方便面泡制好后， 不禁凑上
前深吸一口香气。另外，不同于食用
其他方便面时急于先吃面，大部分
人选择先喝上一口大骨汤。

“喜欢吃面的人都知道： 汤头
是一碗面的生命所在。 ”张海林说
道，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代表，汤文
化在河南流传千年， 洛阳等地尤为繁
盛，而巧妙地将吃方便面与喝骨汤相
结合，令大骨面无论是在口味上，还
是整体价值上，都具有很大优势。

（张芳）

� � � � 12

月
4

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日”，我市以“大力弘扬法
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为主题，在中山北路举办了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集中法制宣传活动。图为活动现场相关人
员为市民发放宣传资料。 见习记者韩蕾摄

“稻米深加工”欲与全球试比高

我市在全国唯一的“国家稻米精深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试点联盟”正式启
动，标志着稻米深加工有了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信阳消息（记者王博黄颖）每
当我们吃着米饭， 享受一粒米的营养价
值时，可曾想过一粒米之外还有米糠、碎
米和稻壳等副产物的利用价值呢？

不但有，而且利用价值非常可观。这
是记者

11

月
30

日在郑州从“国家稻米
精深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试点联盟启
动大会”上获得的最新信息。该联盟经科
技部批准， 由我市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
限公司牵头， 联合四川隆平高科种业有
限公司、江南大学、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等

29

家企业、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校组
成，着力破解我国稻米精深加工、资源合
理利用、 增值增效、 节能减排等共性问
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这是全国稻米深加工领域唯
一一个以企业为责任单位的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 有利于整合产业技术资源和学
习利用全球优势资源， 促进产业技术再
上一个新台阶。 ”

放眼全球，方知差距。国家科技部创
新体系建设办公室副处长汤富强介绍，

在我国原产的农产品价值与加工后的产
品价值比为

1∶1.1

，这个价值比在全球发
达国家至少为

1∶1.5

，甚至高达
1∶1.8

。 表
面上看是相差“零点几个百分点” 的距
离， 实际上存在着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突
出问题， 致使许多稻米加工企业对外技
术依存较高，产品单一；在生产食用大米

的同时，产生大量的米糠、碎米和稻壳等
副产物，利用率低下，企业在全球经济分
工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近年来，我国稻
米深加工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这次组
建试点联盟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行业优势
和科技资源， 建立稻米深加工的全球性
开放平台。

新当选的该联盟理事长周兴伍，是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他说，该联盟是

2013

年度全
国

55

家第三批国家试点联盟之一，自
2011

年发起联盟筹备以来，他们建立了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省级院士工作站，

去年获得河南省“省长质量奖”。 在试点
联盟启动大会上， 周兴伍与中国水稻研
究所良种示范推广基地、 河南省糯米制
品研发基地等

6

家单位举行了科技创新
平台签约仪式。

信阳市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 素有
“鱼米之乡”的美称，是中原经济区建设
的重要粮食产区之一， 水稻种植历史长
达

5000

年之久， 全市水稻种植面积
40

万公顷，粮食总产量占全省的
1/10

、全国
的

1%

，其中夏粮产量占全省的
70%

，是
袁隆平院士超级杂交稻的试验区之一。

该联盟的成立不仅能够带动全市稻米精
深加工中小企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而且能够加快我国由“产粮大国”向“粮
食科技大国”转型升级。

� “‘五岳杯’风生水起看工业”大型系列报道之三十一

思路一变前景无限
□

本报记者李小然
发展主食加工业既是促进农产品加工

增值、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途径，又能促进
消费升级，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从吃饱到吃
好、吃得方便、吃得放心的新期待。

在国外
,

像肯德基炸鸡、麦当劳汉堡包、

方便面等就是这样成功开发的范例。相比
较而言， 当前我国主食加工业发展比较滞
后， 绝大部分主食的生产、 供应以小作

坊、小摊贩为主，甚至不乏部分是黑窝点生
产的产品，安全、卫生无法保证。 走主食工业
化道路，既有顺应时势之机，却又有摸着石
头过河之险。 作为企业，如息县峰刚粮食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 在这条前景诱人但过程
艰辛之路上，锐意创新，不断探索，向着可
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道路挺进，终会迎来一
片光明。

本报记者赵恩烽李小然
张诗绮马依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