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
月饼产业迎来了一年中的生
产销售旺季。月饼产业是茂
名的特色产业，生产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2018 年
更是荣获“中国月饼名城”
荣誉称号。近年来，为推动
茂名月饼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委、市政府提出“零食化、
点心化、品牌化”三化战略，
积极引导本土月饼企业进行
创新升级和品牌化建设，有
力推动了月饼产业的现代化
转型。

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发
展，消费者需求呈现出多元
化和个性化特点，对月饼的
口味、成分、包装、造型等方
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为
适应月饼产业发展的新形
势、新需求，茂名月饼企业应
积极响应“三化”战略，在不
断优化提升传统月饼生产工
艺和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大创新力度，做活做强茂
名“土特产”文章，推动茂名

“信”字号月饼出新出彩。
抓住养生风口，满足群

众健康需求。随着健康饮
食观念日益普及，养生月饼
成为当下月饼产业的热门
领域，备受消费者关注。如
北京同仁堂、云南白药、江
苏省南通市中医院等医药
企业和中医院，针对大众对
食疗养生及血糖血脂的关
注，通过添加药食同源中药
材，并按照低糖、零糖、少
油、低脂的原则相继推出中
药月饼，满足了消费者对月
饼的健康化需求和产品创新
期望。为此，茂名月饼企业
可以与中医药企业、中医药
大学专家团队共同研发，将
本地龙眼、化橘红等特色药
食同源产品添加到月饼中，
在企业门店设置养生月饼专
区，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健
康养生需求。

抓住日常需求，实现产
业多元发展。茂名传统月饼
以量大、料足、质优的圆形大
饼为特色，既能满足中秋佳
节大家庭的分享需求，又蕴
含着阖家团圆的美好寓意。

但分量小、口味多元的小月
饼更符合群众的日常需求，
可作为日常零食销售，进而
提升月饼产业在节日以外的
收入。这也是茂名提出月饼
零食化、点心化的目的，成为
市场新趋势。茂名月饼企业
应积极响应“三化”战略，推
出更多适用于日常零食、商
务聚会、节日庆典、乔迁婚庆
或祭祀等不同场景的月饼，
以及更多符合年轻消费者口
味和需求的创新产品，实现
月饼产业的多元发展。

抓住品牌建设，促进产
业健康发展。产品质量不仅
关系到企业的声誉和品牌形
象，更是企业生存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近年
来，为提升茂名月饼品牌知
名度，茂名从搭建展会平台、
指导企业创建品牌、技术创
新 、实 施 质 量 帮 扶 、纳 入

“信”字号品控溯源体系等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
促进了月饼产业的健康发
展。茂名月饼企业必须把质
量作为企业发展和品牌建设

的“生命线”，通过技术创新、
管理优化、人才培养等手段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同
时，立足茂名本地月饼历史
文化，讲好月饼文化、技艺传
承故事，推动品牌经济发展。

强化宣传推广，推动品
牌联名营销。有效的宣传推
广能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群
众认可度，有助于企业和产
品快速出圈。如瑞幸咖啡通
过与贵州茅台、流量明星、热
播剧集等进行联名营销，快
速吸引了年轻群体的关注，
有效抢占了咖啡市场份额。
近日，稻香村也官宣了与大
热游戏《黑神话：悟空》联名
的“齐天揽月”中秋月饼礼
盒，以其独特的造型设计和
包装引起了大批游戏迷的关
注和抢购。因此，在利用线
下展会推介、传统媒体和电
商直播线上推广等宣传手段
之外，茂名月饼企业还可以
通过与其他知名品牌、热门
IP 联名营销的方式，扩大宣
传影响力，助力茂名月饼快
速出圈。

做活“土特产”文章，
推动茂名“信”字号月饼出新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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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上门体育课”并
非新生事物，多年前一些家长在浏览
某社交平台信息时发现，不少体育培
训机构或教练推出“体育上门私教”

“上门体能培训”服务。作为校外体
育培训的“定制化服务”方式，“上门
体育课”省去了接送的麻烦，给一些
家长和孩子带来了便利。不过，“上
门体育课”作为校外体育培训的一种
服务升级模式，其存在的“教练是仓
促培养、缺乏经验”和“硬件条件难以
保证”等问题同样不可小视。

“上门体育课”作为一种新兴的

教育服务模式，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和潜力，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
题。只有通过政府、学校、家长以及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协作，才能
推动这一市场向着更加规范、安全、
优质的方向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
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家长作为消
费者应提高警惕，选择有资质的正
规培训机构和具备专业能力的教
练；同时，要签订规范化的协议或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风险责
任，必要时购买意外伤害险以减轻
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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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包装耗材和物流成本，新
出品的LED组件推进电梯，下楼就
可以送入另一家企业组装，成为形
形色色的新颖照明产品。产业“上
下游”在厂房“上下楼”，是佛山〔茂
名〕产业转移合作园高州园区开创
的产业聚集新模式。今年3月项目
签约落地，5 月进场装修，7 月正式
投产，只用了 50 天，两家佛山知名
企业新项目就在高州落地生效，速
度令人刮目相看，折射了高州市以
佛茂协作为契机加快发展县域经济
的力度。

工业投资连续保持两位数增
长，年产10万吨的金属制造“链主”
企业中力恒试产，总投资 9 亿元的
中财管道广东生产基地落地，总投
资2亿多元、达产后年产值5亿元的
广晟控股集团照明及 LED 应用项
目投产……锚定“三年GDP突破千

亿元”目标，以更大力度决战工业，
以佛茂协作提速推进为引擎，高州
县域经济呈现跨越发展、能级跃升
的态势。这是以佛茂协作推动我市

“百千万工程”向纵深发展、县域经
济争先进位的一个缩影。

区域协作协调发展，是广东改
革开放的一项成功经验，也是发展
县域经济的重要抓手。抓住区域协
作机遇，深化佛山、茂名两座城市在
产业、就业、民生等领域的合作，是

“百千万工程”的一项重大任务。市
委、市政府制定《关于推动产业有序
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措
施》，要求实施新一轮省内协作，聚
焦产业合作、园区建设、招商引资、
园区配套服务和营商环境共建等重
点任务，集中协作双方资源，推动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市政府
建立统筹协调运行机制，主动承接

佛山帮扶，除派出干部到佛山跟班
学习外，创新实施“村企共建、村村
结对”新型协作机制，佛山100个先
进村、100家重点企业结对茂名100
个典型村。同时，两地组成招商引
资团队，开展联合招商，由我市派出
人员与佛山市常驻外地招商队伍一
起，向投资者推介茂名，把项目引入
茂名。茂南区1.5万亩承接产业有
序转移主平台加快建设，4518亩佛
茂产业转移合作园建成试投产项目
44 个，主园投资约 8.9 亿元的 18 万
平方米标准厂房全部建成；“8+1”
高附加值绿色石化项目加快推进，

“万亩千亿”目标将在年内实现。可
见，新一轮区域协作由以往的单向
帮扶向合作共赢转变，通过政府统
筹引导，实施基于产业分工、高效联
动、优势互补的双赢协作，有利于拓
展经济纵深，蕴含巨大发展潜力。

我们要以更高站位认识新一轮区域
协作重大意义，为优质项目、先进产
能落户茂名储能蓄势。目前，乘“百
千万工程”蓬勃兴起势头，越来越多
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在珠三
角和粤东西北地区流动，机遇面前，
比的是谁更有发展信心和韧劲。找
准区域协作的着力点接合点、勇于
担当，有序推进、务实苦干，才能把
帮扶协作的纵向协同横向抱团势能
转变为“百千万工程”蓬勃展开的强
大动能。

承接产业有序转移，是县域经
济发展不容错失的重大机遇，也是
区域协作的重要载体。产业有序转
移是广东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对
县域经济的支撑带动作用正日益突
显。如何借助珠三角产业转移东
风，发展茂名县域经济，考验我们的
发展定力和执行能力。我市高位推

动、统筹谋划承接产业转移，制定了
《茂名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规
划建设方案》，主平台规划面积近
60平方公里，建立佛山〔茂名〕产业
转移合作园，包括高州、茂南产业园
区。通过探索“湾区总部+茂名基
地”“湾区研发+茂名生产”等合作
模式，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和佛茂
联合招商并举，打造制造业产业集
群，重点发展食品加工、汽车零部
件、金属加工、电子信息、轻工纺织
等工业主导产业，形成一批承载能
力较强的产业园区，为县域经济发
展注入生机活力。承接产业转移是
一场服务能力和发展环境的竞赛，
投资者是用脚投票的，哪里营商环
境好，就到哪发展。具有区域性产
业链链主特征的中力恒项目，经历
在粤西各地考察多个选址后，最终
将项目落地高州产业园区。该企业

负责人坦言除了看重高州的优势
外，更多被高州的发展决心和服务
企业的热诚所感动。目前，这家企
业的铝材项目等已建成进入试产阶
段，并带动一批下游加工项目，形成
新的产业集群。正是得益于发展环
境的日臻完善，佛茂产业转移合作
园高州园区承接项目20个，中财管
道、顺达农业等项目投产，申菱环
境、佛山照明、国星光电等一批投资
超亿元项目落地，招引超千万元项
目74个，呈现产业集聚发展良好势
头。因此，承接产业有序转移，既要
创造完备的硬件条件，更要培育良
好的软件环境，为企业提供全生命
周期的“一条龙”服务，确保项目引
得来、留得住、发展好。这是承接产
业转移的硬核措施，更是实现区域
合作、推动县域经济实力跃升的必
由之路。

区域协作为县域经济注入强大动能
特约评论员 蔡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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