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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吴乾超沈文杰本报记者沈仁平

“‘以爱做食品，以孝（笑）行天
下，以感恩做人’，多年来，这既是我
的座右铭，更是我们公司矢志不渝
的企业宗旨。”在成都中冠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冠食品公
司”）总部，记者见到蒲顺红，她对自
己创业、创新、发展历程记忆犹新，
如数家珍。

诚信 公司立身的最大资本

“中冠食品公司，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最根本是靠诚
信。”蒲顺红深情地告诉记者，“我的
父亲常教育我们：人要有慈悲之心，
利他之心，度人之心。成就别人，才
能成就自己。 父亲虽已故去多年，

但他的教诲仍然深深地影
响着我。”

2006年，蒲顺红的婚
姻生变，带着两个孩子净身
出户，这是她最艰难的时
期。“当时的我一缺厂房、二
缺设备、三缺资金，靠着平
日里为人积累的诚信，朋友
信任借钱给我，生意上的伙
伴也把几百万的设备赊给
我先用，这让我感受到了大
家对我的信任，也正是因为
家人的支持和朋友的信任，
我才能安心做好产品、开拓
拼搏，走出这段低谷。不到
三年时间，我们便把欠款全
部还清。”蒲顺红沉着、干
练、感恩、自信的情感溢于
言表。

公司走上健康发展轨
道后，蒲顺红更加注重诚信，把“诚
信为本”的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发展
全过程各方面，对员工诚信，对经销
商诚信，对供应商诚信，人人讲诚
信，处处讲诚信，时时讲诚信，让诚
信不仅成为“中冠”立身的无形资
产，更成为“中冠”迈上高端品牌的
最大资本。如今，许多客商慕名而来
与“中冠”洽谈合作，就是看重了蒲
顺红的诚信之道。

创新 公司发展的最大动力

创新，是公司发展的不竭动力。
成立于 2003年的中冠食品公司，坚
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创新作
为第一动力，不断在产品创新、管理

创新、服务创新中补短板、强弱项，
力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精，书写了“中冠”创新发展的骄人
篇章。

产品创新是“中冠”之本。公司
以“缔造中国食品安全形象，开拓全
球食品市场，坚守中国食品安全之
门”为使命，率先在川内建设近
15000 平方米的十万级净化车间，
并于 2009年正式投入使用，日均综
合生产能力达 100余吨，年综合产
量可达到 26000余吨，同时拥有糖
果、糕饼、月饼、粽子、地方特产及休
闲食品等十余条全自动生产流水
线，目前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月饼、
粽子、糖果、休闲食品及烘焙糕点的
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20年来，中冠食品公司一直坚
持真材实料、真心付出，为让每一位
消费者吃上健康安全的食品而勤奋
耕耘。2009年中冠集团成都生产基
地 正 式 通 过 ISO 9001-22000
“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质
量管理体系标准双认证，并经中国

食品工业协会考察、审核、评定，正
式批准成立“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川
式糕饼研究中心”。同年中冠集团自
主研发的川式回锅肉月饼、川式青
椒肉丝月饼同时荣获国家科技研发
成果奖，中冠麻饼更是荣获“中华国
饼”称号。

2022年，中冠牌白米酥技艺被
评为“新都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效地将传统区域文化提升为国家文
化，“川式糕饼”更是被列为“中华糕
饼文化遗产”。

中冠食品公司生产的中冠牌白
米酥、中冠牌桂花糕、中冠牌姜糖堪
称“新都三绝”，同时生产的中冠牌
绿豆糕、中冠牌麻将糕、中冠牌酥麻
饼早已成为新都一张靓丽的城市名
片，并在四川特产行业占有重要的
地位。

管理创新是“中冠”之魂。随着
公司日益发展壮大，必须运用现代
企业理念和制度加强和完善公司各
项管理。公司自上而下制定并实施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让管

理也成为生产力，助力公司更快更
好发展。

服务创新是“中冠”之宝。把服
务做细做实做优，一直是蒲顺红最
注重的。她常说，“中冠”确定“先卖
文化，后卖产品”的营销策略，就是
服务创新的点睛之笔。正因为如此，
才先后赢得中粮集团、四川航空、锦
江宾馆等成百上千民营企业、国有
大型集团公司的认可与支持，成为
“中冠”长久的合作伙伴。

勇立潮头 公司发展的永恒主题

蒲顺红充满自信地说，今天的
“中冠”，以“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冠
食品，让健康食品行遍全球”为愿
景，以“缔造中国食品形象，开拓全

球食品市场，坚守中国食品安全之
门”为使命，始终以科技之力，创新
之举，服务之效勇立行业潮头，成为
中国糕饼行业十强企业。

今天的“中冠”，基本实现产品
多元化、营销网络一体化、线上线下
统一化，中冠牌产品早已远销海外，
出口众多国家及地区。如非洲肯尼
亚中国商城超市、澳洲墨尔本银河商
业超市、澳洲悉尼银河商业超市、北
京华联永辉超市、沃尔玛、家乐福 、
欧尚、红旗连锁、舞东风、伊藤洋华
堂、华润万家、麦德龙、世纪华联等众
多大型商业超市，将中冠牌系列产品
不断发往世界各地、送进千家万户，
“让世界知道健康食品，中冠制造”。

今天的“中冠”，早已誉贯巴蜀，
名扬华夏，蜚声世界。中冠集团先后
荣获四川名牌、四川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成都市企业技术中
心、成都市工业设计中心、成都市著
名商标、中国名饼、中华国饼、中国
糕饼行业十强企业等众多荣誉。
“爱拼才会赢。今天‘中冠’取得

的成绩，实在来之不易，是‘中冠人’
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拼出来、干出
来、奋斗出来的，我们一定要居安思
危，创新奋进，在新征程上争创‘中
冠’新的辉煌与荣光。”蒲顺红对未
来充满必胜的信心。

本报记者 康立维

爱拼才会赢
———专访成都中冠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蒲顺红

中冠食品公司外景完备的车队走向世界

近年来，邻水县抢抓“同城融圈”
重大战略机遇，以县域集成改革试点
为抓手，充分发挥紧邻重庆等优势，持
续加强区域协作，全域全程全力融入
重庆主城都市圈建设，为发展壮大现
代农业产业，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打下
坚实基础。

探索产业基地合作模式

这两天，在丰禾镇容创好蔬菜生
态农场里，甜糯玉米、西瓜、辣椒、豇豆
等蔬菜水果才收完不久，业主张培洪
就忙着在地里给刚育苗的白菜搭建防
晒棚。去年，丰禾镇高礅河蔬菜现代农
业园区采取“业主 +基地 +农户”的
创新模式，引进重庆多家蔬菜种植业
主，建成标准化蔬菜基地 1000余亩，
张培洪就是其中之一。入驻伊始，张培
洪对自己的蔬菜产业发展之路就有了
明确的规划。
“接下来我们将尽快建好蔬菜大棚，

完善基地的基础设施。并且我们还准备
走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进一步完善产
业链，这样一来，既能提升市场竞争力，
也可以有效地增加收入。”张培洪说。

2020年，邻水县入选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县域集成改革试点县，

趁此有利之机，邻水县不断探索产业
基地合作模式，围绕协作共兴这一主
题，通过突出政府引导、引进主体建
设、跨区域联合共建、院所地合作、联
合以销促产等方式，一步一步将探索
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与重庆市渝北区、垫江县签订了
《携手推进区域现代农业农村高质量
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与重庆市梁平区、长寿区、垫江县
及四川省达川区、大竹县、开江县签订
了《共建明月山粮油（糯稻）产业园战
略合作协议》；

与重庆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合作，
在袁市、丰禾、九龙等镇开展淹水直播
试验；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签
订了五年合作协议，成立了邻水脐橙
科技合作服务团及“邻水脐橙”专家工
作站，中柑所专家定期来邻开展技术
指导；
与西南大学园林学院签订技术服

务协议，为柑子镇万亩李子园提供技
术服务。

建设农产品直供基地

眼下又到了水稻成熟收割的时

节，在邻水县袁市镇黄陵寺村，瑞粮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正驾驶
着合作社的收割机收割着田里成熟
的水稻，每收完一波，就赶紧将仓内
的稻谷装入田边早已准备好的货车
上。如此配合下，一块块稻田很快便
收割完成。
“我们水稻分两批种植，目前正在

收割的是第一批种植的三百多亩，预
计两天能收完，第二批预计在九月份
开始收割。”瑞粮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
人员熊涛说。

瑞粮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5 年，由于较早实行了机械化种
植，不仅有效解决了生产力不足的问
题，种植规模也逐渐扩大。目前已在袁
市镇黄陵寺、金堂、河坝等村发展起
1500亩的水稻机械化种植基地，所产
出的大米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销往
重庆市场，“走”上重庆市民的餐桌。
“下一步我们会适当提高种植规

模，更重要的是提高大米的品质，让我
们的大米更好地融入重庆市场。”熊涛
表示。

在邻水，走上重庆市民餐桌的农
产品当然不只是大米这一种。近年来，
邻水县通过与重庆载禾、双福农产品
销售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将邻水作为

“双福农业产品直供基地”和“载禾农
产品直供基地”，如此一来，邻水的各
类农产品要想出现在重庆市民的餐桌
上则变得比往年容易多了。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打通直供
渠道的同时，邻水县围绕打造重庆
蔬菜直供基地，不断推动各农产品
生产基地的提档升级和提质改造工
作。

截至目前，广安高新区粮食物流
园果蔬冷链物流交易中心已完成建
设，水果市场已全部入驻。2022年完
成观音桥镇王家坝、兴仁镇南坝、柑子
镇岩屋、城北镇贵人槽等一批精品蔬
菜基地提质升级，新建成高滩和柑子
全程机械化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
范基地 2个、复盛镇稻渔综合种养示
范基地，柑子缪氏庄园优质葡萄基地
扩建提质已全部完成。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川渝高

竹新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合广
长协同发展示范区这‘三大平台’，进
一步健全工作机制，持续深入开展院
所地合作，建强产业基地，同时，不断
强化项目招引，为建成川渝合作示范
区、打造重庆都市圈北部副中心作出
邻水农业贡献。”邻水县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四川广安市邻水县：

聚焦产业协作共兴机制改革
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8月 20日，车辆行驶在渝（重庆）宜（湖
北宜昌）高速重庆巫山段。

近年来，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巫山县，
牢固树立“交通畅，百业旺”的理念，在巫峡
两岸逐渐勾勒出一幅连通成片、纵横交错、
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体系建设图，形成了
以长江黄金水道、渝宜高速、郑渝高铁、巫
山机场组成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促进了当
地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产业的
发展。 王忠虎摄

交通畅 百业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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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
《广西全面统筹和加强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与融资工作助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重点围
绕城市更新、产城融合和职住平衡、新型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
融资工作，明确到 2025年，进一步优化全区
城镇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基础设施投融资结
构，建立资源聚集、协同联动、分类施策、精准
高效的投融资机制，助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
发展。

为了突破以往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不同版
块之间相对独立、零散分布的项目建设和融
资模式，《行动方案》鼓励全区各地加强项目
包装策划，通过片区整合、城乡统筹，“以丰补
欠”“组团发展”方式，以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
板、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防范行业风险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争取更多资金支持。

结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特点，《行动
方案》从开发性、政策金融、商业银行和保险
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本融资、金融
工具、金融产品等多个层面为住房城乡建设
重点领域项目“量身制定”金融产品和服务。
各类机构结合自身优势提供金融支持：如鼓
励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优势，加大对
各重点领域项目的中长期信贷投放力度；鼓
励各商业银行积极针对重点领域项目开发建
设、运营管理等服务需求，提供专业化、多元
化金融服务等；支持保险资金通过直接投资
或认购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
为重点领域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等。

此外，在总结近年广西城市更新、住房保
障、村镇建设等领域融资做法的基础上，提出
具有行业特色的金融支持政策。如统筹金融
支持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为县域乡
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更多长周期、低成本贷
款。建立银项（银行 +项目）对接平台和长效
机制，形成策划一批、储备一批、实施一批的
项目建设融资常态化工作机制。

据悉，经初步摸底和测算，2023年全区城
镇市政基础设施领域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涉及
城市更新、村镇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等 8类项
目 32个子项，融资需求潜力大。今年 1—6
月，全区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新增贷
款 127亿元，其中，保障性住房项目新增融资
63亿元，城镇危旧房（城中村）改造等续建项
目贷款新增发放 50.35亿元，县城新型城镇化
建设新增融资 13.65亿元。

□本报记者李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