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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进

“距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酒业

博览会开幕的日子不到10天，筹备

情况如何？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国

酒城’，泸州将如何发挥‘酒城’优

势，打造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

群？”3月18日，在第二十二届中国

国际酒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

四川省泸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罗隆兵

用“四句诗、两句话”回答了记者提问。

第一句诗，“城下人家水上城，

酒楼红处一江明”。罗隆兵说，泸州

是一座“举杯共饮、把酒言欢”的微

醺之城，地处长江、沱江和赤水河

流域的中国白酒金三角核心腹地，

是全国唯一的浓酱双优白酒原产

地，正加快建设世界级优质白酒产

业集群。

第二句诗，“只少风帆三五叠，

更余何处让江南”。泸州是一座

“历史悠久、区位优越”的开放之

城，有2100多年建置史，宋代即为

“西南要会”，是宋明时期全国 33

个商业大都会之一，四川省唯一

的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口岸平

台数量居西部地区同级别城市第

一位。

第三句诗，“最是长桥灯火处，

归人踏笑踏歌还”。泸州是一座“以

民为本、烟火长乐”的幸福之城，建

有9家三甲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

生条件居四川省第二位；拥有西南

医科大学、四川警察学院等7所普

通高校，教育资源居四川省第三位。

第四句诗，“恰逢好风凭借力，

扬帆远航正当时”。泸州是一座

“政策优越、商机无限”的兴旺之

城，在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已覆盖

33个，中国电子、华为、恒力等世界

500强企业相继布局，有35项优化

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在全国、全省

推广。

在谈到本届酒博会筹备情况

和加快建设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

集群时，罗隆兵用两句话概括。

第一句话是：办酒博会，泸州是专

业的。

展览展示更具国际化、专业

性。本届酒博会成功邀请到塞尔

维亚在中塞人民友好70周年之际

作为主宾国，16家塞尔维亚企业将

组织参会。除主宾国外，近50个国

家、近70家全球知名企业、超800

家企业确认参展参会。

酒博 IP更具吸引力、传播力。

策划活动70余项，还将开展百企产

销采购团活动等专题活动。“外贸

优品中华行”四川站活动将在酒博

会期间举办。正争取将本届酒博

会纳入商务部 2025年“十城联动

共享美食佳饮”重点活动，并在泸

举办全国启动仪式。

与会嘉宾更具代表性、引领

性。本届酒博会将邀请来自国家

有关部委、省直相关部门、外国驻

成渝领馆、国际友城、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等的重要嘉宾莅泸共襄盛

会，全球主要产酒国家和地区的

6 大酒类代表企业主要负责人、

6 大酒种企业代表负责人齐聚，逾

100 家国际品牌负责人全面集中

亮相。

第二句话是：发展酒业，泸州

也是专业的。罗隆兵说，泸州是联

合国粮农与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地

球同纬度上最适合酿造优质纯正

蒸馏酒的生态区”，是“世界十大烈

酒产区”和“全国三大千亿产区”之

一，拥有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

齐全的白酒产业园区。泸州强大

的产业基底支撑泸州成为酒博会

永久举办地。

全力聚链成群，全产业链集

聚区正在构建。全市白酒产业已

经覆盖原粮种植、白酒酿造、检验

检测、包材灌装、商贸物流、会展

金融等全业态，实现“一粒高粱到

一瓶美酒”的全链条融合，打造从

“田间到餐桌”的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样板。

全力培优育强，企业梯次矩阵

已经形成。全市现有规模以上酒

类生产企业137户（占全省49%、

占全国14%），2024年实现白酒产

量71.6万千升（占全省52%、占全

国17%），产能、规模企业稳居行业

前列。支持泸州老窖、郎酒、川酒

集团等龙头企业稳步发展、做大做

强。推动仙潭、玉蝉、三溪3朵“川

酒小金花”和巴蜀液、桂康等6户

“省原酒20强”企业快速成长，筑牢

产业腰部支撑。

全力品质筑基，核心竞争力持

续增强。始终坚守优质纯粮固态

酿造工艺，传承老窖池养护技艺，

强化酿酒高粱基地建设；依托中国

西部工匠城、中国酒业工匠学院、

川酒学院，构建全产业链技术人才

培养体系，培育更多的国省级酿酒

大师、国省级白酒大师工作室；发

挥国家固态酿造中心、国家酒检中

心等25个科研平台作用，培育更具

技术、更具创新的酒业从业人员，

使传统酿造技艺始终心口相传、历

久弥新、生生不息。

全力推动品牌跃升，产区全球

影响力不断提升。持续办好中国

国际酒业博览会、地标产品博览

会、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国际蒸馏

酒品牌大会等，擦亮泸州产区金字

招牌；通过“产区+酒企”联动模式，

深度参与“春糖会”“川酒全球行”

“泸酒神州行”等国内外活动；全力

推进四川中国白酒博物馆建设，打

造以白酒为核心吸引力的消费新

场景和城市超级 IP。建成郎酒庄

园，加快打造龙马酒庄、飘香酒谷

等“地标性酒文化场景”，讲好“酒

城故事”。

“若问桃源何处是，半城酒香

半城春。”罗隆兵说，中国酒城·醉

美泸州、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以

“世界酒香交汇点”定位，诚邀世界

共品“全球佳酿”，共绘“酒业命运

共同体”新图景。

全球游戏产业变局下手柄与屏幕如何共舞
□ 张守营

最近游戏圈的热闹事，就像火

锅里同时煮着的毛肚和鸭血，看似

不搭却各有滋味。任天堂憋了8年

的大招 Switch 2 放话要在 2025 年

卖 1500 万台，这数字听着吓人，但

老玩家都记得，初代 Switch 刚上市

那年卖了近 2000 万台，光是《塞尔

达传说：荒野之息》就让多少人熬

夜通关。不过如今市场早不是8年

前的光景，手机游戏点开就能玩，年

轻人家里摆着 PS5、Xbox，Switch 2

要想复制神话，光靠升级画质可不

够——得让马里奥大叔跳出水管时

有新惊喜，还得让第三方厂商心甘

情愿给它做独占游戏。就像一家老

字号餐馆翻新后重新开张，装修再

时髦，终究得靠招牌菜的创新留住

食客。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中国游

戏市场的“温差”。2 月份国内游

戏收入 279 亿元，比去年同月涨了

12%，但环比却跌了 10%。这像极

了过年时的压岁钱行情：春节活

动全挤在 1 月，玩家们氪金抽限定

皮肤、买新年礼包，钱花痛快了，

2 月自然要捂紧钱包。不过细看

数据会发现，移动游戏依然稳坐头

把交椅，占七成收入，《王者荣耀》

的敦煌联名皮肤、《和平精英》的龙

年主题地图，照样让玩家边骂边掏

钱。反倒是电脑端游戏有点“中年

危机”，收入环比跌了 15%，除非能

憋出个《黑神话：悟空》级别的现

象级大作，否则很难重现当年《魔

兽世界》全民刷副本的盛况。

把任天堂和中国市场摆在一

起看特别有意思。任天堂走的是

“硬件+内容”的老牌路线，像卖咖

啡机必须配专属咖啡胶囊；中国游

戏市场则靠着手机和全民娱乐杀

出一条血路，更像是街边奶茶店，

扫码点单立等可取。但两者也有

暗合之处——都在拼命“往外走”。

Switch 系列早就卖遍全球，连北极

科考站里都可能找到它的身影；中

国游戏出海也风生水起，2 月份海

外收入 15 亿美元，《原神》在日本

的火爆程度不亚于本土动漫，甚至

有日本玩家为了抽到璃月角色专

门学中文。这就像义乌小商品和

故宫文创的区别，一个靠性价比走

量，一个靠文化溢价赚钱。

眼下，全球游戏产业正站在十

字路口。一边是任天堂、索尼、微软

三大主机厂商的硬件军备竞赛，另一

边是手机游戏靠着AI、云技术不断进

化。网易给《逆水寒》手游加上能聊

天的AI NPC，玩家和游戏里的店小

二唠嗑都能唠半小时；米哈游被曝正

在测试AI生成剧情技术，未来可能每

个玩家遇到的NPC都有独特性格。

这些变化让人想起当年从红白机到

PS1的跨越，只不过这次技术革命来得

更悄无声息——你可能某天突然发

现，游戏里的反派BOSS会根据你的

战斗习惯调整战术，或者通关后

NPC会发来一封手写版的电子信。

展望中国游戏市场的未来，

三个趋势越来越清晰。移动游戏

还得继续扛大旗，但光靠抽卡氪

金的老套路行不通了。看看《蛋

仔派对》怎么把游戏变成社交广

场，年轻人组队闯关之余还能开

语音聊天；《恋与深空》让玩家用

VR 设备和游戏角色“面对面”谈

恋爱，这路子明显比传统换装游戏

更野。电脑端游戏要想翻盘，得学

《燕云十六声》搞开放世界，或是用

AI 生成千人千面的剧情——试想

如果《仙剑奇侠传》里每个 NPC 都

有独立的人生轨迹，玩家闯荡江湖

的体验该多带劲。至于出海这盘

棋，文化牌肯定要接着打，但得换个

打法。《原神》带火了璃月的中式山

水，下一波可能是《西游记》版的开

放世界，让全球玩家跟着孙悟空一

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顺道把敦煌

壁画、苏州园林装进游戏地图里。

说到底，游戏这行不管技术怎

么变，核心还是得让人玩得开心。

任天堂社长古川俊太郎说过：“我们

要做父母愿意买给孩子玩的游戏。”

这话放到中国市场同样适用。当

70 后还在怀念《仙剑》的柔情，00后

已经沉浸在《崩坏：星穹铁道》的星

际穿越里。未来也许会有更多虚实

结合的游戏场景——戴着AR眼镜

在小区公园抓数码宝贝，或者用脑

机接口在梦里修仙。但无论形式如

何变化，那些让人忍不住喊朋友来

围观的神操作、通关后拍腿叫绝的

剧情反转，和素未谋面的网友组团

开黑的夜晚，才是游戏真正让人上

瘾的“秘方”。就像小时候攥着五毛

钱硬币，站在街机厅看别人打出《拳

皇97》无限连招时，眼里闪烁的光。

最后奉劝大家一句，特别是青

少年儿童，游戏再好玩那也是虚拟

世界里的游戏，我们终究还是得玩

好现实世界的“游戏”。

“四句诗、两句话”描绘“中国酒城”以会兴业新图景

□ 包颜菲

□ 本报记者 龚成钰

春雨如丝的时节，六万大

山之中的广西浦北乡村，沉浸

在一片云雾缭绕的山峦之间。

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半山处，一

棵虬枝盘曲的大红柑果树，经

历了近百年的岁月，雨水顺着

深褐色的树干蜿蜒而下，浸润

着脚下富硒的泥土。四周绿

色的山峦裹挟着零星的田地，

勾勒出浦北乡村的“九山半水

半分田”独特地貌。如今，在这

片昔日贫瘠的土地上，沉睡了

近半个世纪的陈皮产业正改

写乡村命运——昔日的贫困

村，如今因陈皮年产值破亿而

声名鹊起。

陈皮香满“陈皮楼”

来到春雨浸润的龙门镇

莲塘村，白墙黛瓦的“陈皮楼”

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村民邓军

轻叩自家三层小楼的外墙笑

着说：“这楼是靠大红柑盖起来

的，去年我赚了上百万元！”在

村民龙万全的仓库里，一袋袋

陈皮散发出阵阵清香，他算起

账来底气十足：“20亩柑树去年

产了3000斤皮，净赚20多万

元，儿子买房成家、侄子侄女读

书全靠它！”

莲塘村村支书余小军介绍，

莲塘村总共有3326人，共712

户，有600多户村民种植大红

柑，种植面积达3441亩，每亩地能种

40株~50株，种一棵树一年成本是50

元，每亩净收入2万元左右，去年全村产

值达1亿多元。种植大红柑、加工陈皮

的百万元户超10户，千万元户2户。谈

及莲塘村的“致富史”，余小军回忆说：

“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开始种大红柑，

那时候卖商品果，不要皮。后来有人来

买大红柑果皮，而且果皮价格一直涨，

再加上近年来政府开始大力发展陈皮

产业，村民们就开始大量种植大红柑卖

果皮。”

那棵百年陈皮老树王见证着更悠

久的产业传承。“去年这棵老柑树鲜果

结果583斤，卖了4000多块钱！”作为

大红柑果树王的第三代守护者，平睦

镇良村村民李容有80亩大红柑，年产

值约100万元。据了解，良村的8550亩

柑园中，20年以上老树贡献了8500万

元产值，成为乡村振兴的“活态遗产”。

脱贫户梁方福的蜕变更具象征意义：

从土坯房到新居，25株柑树仅仅一年

就带来了7万元收入，印证着“一果兴，

百家旺”的富民密码。

浦北县委宣传部部长覃永雁说：

“从土坯房到‘陈皮楼’，变迁的不仅是

砖瓦，更是大红柑带来的财富裂变，陈

皮产业的富民浪潮正在席卷着这里的

整片土地。”据介绍，陈皮价格从2019

开始增长，2023新树陈皮130元/斤~

150元/斤，老树陈皮250元/斤，2024

年价格稍有回落，新树陈皮70元/斤，

老树陈皮120元/斤~150元/斤。

当漫山的万亩柑园在雨后舒展新

芽，富民产业振兴乡村的深层课题也

悄然浮现。浦北县委书记杨永冲表

示，近年来，村民纷纷建起了“陈皮

楼”，既欣喜于富民产业的不断兴旺，

也清醒意识到，脏乱的河道、杂乱的堆

场与崭新的楼房形成刺眼反差。“接下

来要让亿元村的村容村貌追上产业步

伐！”他说道。

“引柑上山”抱团富

在广西浦北的乡间地头，连绵的

大红柑果园翻涌着富民增收的希望，

“引柑上山”让荒坡变财富，连曾经撂

荒的边角地都种上了“黄金果”。良村

种植大户梁呈洲的百亩山地果园撑起

年产值110万元的“致富伞”，科学种

植让每亩纯收入达到2.7万元，相当于

传统作物收益的10倍以上。

从“望天收”到“抱团富”，村民的

钱袋子越捂越实。梁呈洲正弯腰拨弄

着仓库里的陈皮，阵阵清香扑鼻而

来。“叮”的一声陈皮交易手机到账提

示，让他眼角笑出深深褶皱。两年前，

他还在为堆积如山的陈皮辗转反

侧——没有固定销路，再好的果皮也

只能在仓库里蒙尘。但自从 2021 年

加入浦北县平睦镇良州农民专业合作

社（现为浦北老树陈皮科技有

限公司）后，春风便吹进了橘

园：技术员手把手教他们修剪

枝桠，仓储专家调配出最佳

陈化湿度，更别提公司包销时

那沉甸甸的收购合同。“现在

果树长得好，销售有保障，我

每晚都睡得安心！”梁呈洲被

晒得黝黑的脸上绽放着开心

的笑。

“长期以来，我们村的大

红柑种植一直以家庭作坊式

生产为主，陈皮加工环节多在

农户院内完成，加工工艺较为

粗放，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曾经的贫困户、如今的浦北老

树陈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梁才永表示，“我们的‘公司+

农户’协作模式，整合村内资

金、技术、劳动力及信息资源，

通过集中培训、统一标准等方

式提升产品品质。这种模式

既提升了公司对农产品的统购

能力，又推动本村柑橘种植和

陈皮加工技术的升级，在激发

村民扩大种植积极性的同时，

有效带动农户增收。”现在，良

村户均种植面积在3公顷以上

的大户们，经常聚在一起互相

交流，讨论如何把陈皮产业做

大做强。

从“忧温饱”到“谋发展”，浦

北用一片陈皮托起村民的“幸福

三重奏”——增收有保障、生活

有尊严、未来有盼头。当土地

生金、人心聚力，每一个勤劳的

村民都能成为美好生活的“主演”。

“归雁”衔来陈皮春

春日的山风掠过六万大山的褶皱，

裹挟着新抽芽的柑花清香，拂过村民

李容正弯腰侍弄的果园。户籍人口仅

3万出头的平睦镇，曾因六万大山的阻

隔，让13000多名像她这样的青壮年踏

上外出务工的列车。但此刻，2023年

返乡的她望着自家果园新抽芽的大红

柑果树，嘴角漾起笑意——当陈皮产

业春潮涌起，上千名同她一样的青年

游子如候鸟归巢，让沉寂的山坳重新

翻涌起绿浪。

李容所在的良村村，曾是大山褶

皱里最苦涩的注脚。十几年前还困在

“出村十八弯，货运靠人担”的困境

里，而今已蜕变为双向四车道的康庄

大道，满载“老树陈皮”的货车来往穿

梭，车灯划出的流光如同穿行在群山

间的金色丝带。

这场蜕变在浦北老树陈皮科技有

限公司的玻璃展柜里具象可触。雨过

天晴的阳光洒在了一瓶瓶包装精美的

各种陈皮产品上，公司负责人梁才永抚

过展柜时，阳光在他长期劳作的粗糙

手指上滑过——2015 年生意失败负

债累累，心灰意冷返乡的他一贫如洗

家徒四壁，成了贫困户，在镇政府的帮

扶下，短短的几年后，他将祖传的 30

棵老柑树和村民们的几千亩柑果，打造

成了价值3000万元的产业传奇。“以

前我们是广东企业的原料基地，现在

要让陈皮自己开口讲故事，形成‘品牌

增值—税收反哺—技术升级’的良性循

环。”他计划在今年中秋节前夕推出陈

皮“三入（入茶、入药、入膳）”礼盒，他

的构想里装的不仅是入茶入药入膳的

陈皮，更是一个村庄从泥土里长出的

品牌觉醒。

农业产业链延伸的涟漪在这片土

地上回荡。良村村瓦朝田生产队入选

2025年全国春季“村晚”示范点，计划

结合“老树陈皮”举办“三月三”文旅活

动；梁才永牵头举办百年老树开采节，

叫响“老树陈皮”乡村品牌，催生出特

色农文旅融合的新芽。

如今，平睦镇的陈皮产值已如滚雪

球般突破5亿元大关，勾勒出这片古老

村庄从贫穷走向振兴的轨迹——230户

脱贫家庭、2500 户种植户，还有无数

个“李容”归乡时的美好希冀，正在陈

皮醇厚的香气里酿成醉人的春天。

细雨初歇，阳光拂面，漫山的大红

柑果树，虬枝间已绽出点点花蕊。山

脚下，运输车辆驶过水泥路面的声响

惊起几只山雀。从土墙瓦房到“陈皮

小楼”，从抱团种柑到品牌崛起，浦北

“亿元村”的故事，正随着漫山抽条的

柑树枝，在早春温润的晨光里书写乡

村振兴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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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佳浔 孙晓莉

□ 本报记者 华 铭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经开区海

恒社区积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

小区下移，力量向小区汇聚，通过

打造“书记工作室”，专解居民的

“疑难杂症”，将小区建成组织有力

量、服务不打烊、有事好商量、民呼

必有应的“幸福家园共治体”，实现

基层治理能力和服务群众质量双

提升。

畅渠道
解决居民疑难事

“因为楼上卫生间防水没有做

好，导致‘楼上用水楼下浇花’，我自

己上门找了好几次，楼上住户就是

不愿配合，最后找到顾书记，一天不

到就解决了问题。”住在金屿海岸小

区的王大爷高兴地说。

为了畅通民情征集渠道，海恒

社区服务中心党委以“书记工作室”

为主阵地，充分发挥小区党组织的

组织优势，广泛发动业委会成员、

楼栋长、物业机构、社会组织、能人

达人等力量，建立多元化沟通机

制，通过“书记接待日”、群众座谈、

线上征集、线下走访，协调解决居

民、小微企业意见建议30余条，确

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书记

工作室”成为处理居民疑难杂症的

“会诊所”，已经发现40多个诸如充

电位不足、雨棚漏水、楼梯口堆积

杂物等问题，现场解决36个，办结

率达到100%。

强体系
一根“针”织就一张“网”

由“书记工作室”牵头健全党组

织领导下的“党建引领、社企助力、

双向融合”的社区治理模式，将各方

力量下沉网格，社区变成了“一张

网”。将“中心党委书记+居民区党

委书记+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书记+

小区党支部书记”的纵向联动工作

机制和“党组织+业委会+物业+社

区民警+社会组织+网格员”的横向

联动协商机制“双向”融合，使得社

区治理更加高效、有序。通过工作

机制的整合，让基层承载能力增

强，让治理效能提升。原先人们认

知里“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

社区工作模式，正逐步向“社区一张

网，兜住千万家”发展。

“只要找网格员就能解决，方

便得很。”青年城居民赵刚说。近

期，网格员在入户调查中了解到

赵刚准备办理户口迁移，但因身体

残疾出行不便和不了解流程，网格

员当即“派单”给社区民警解答疑

问，之后网格员持续跟进，帮助其

准备好相关资料证件，成功办理了

户口迁移。

海恒社区服务中心党委通过

深入推进“一站式”服务，群众反映

问题“只跑一地、只进一门”，实现

“一站式收集、一揽子调处、一体化

解决”。

搭平台
多条线汇入“朋友圈”

面对群众的需求与辖区内各类

资源之间的对接需求，海恒社区耕

云居民区党委通过“书记工作室”摸

清了需求底数，搭建了供给平台。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社区医生教

的技能非常实用，关键时刻能救命，

也让孩子们知道在遇到问题时该如

何寻求帮助。”近日，耕云居民区党

群服务中心开展安全急救知识进社

区活动，吸引小区居民积极参与。

随着职能部门下沉社区，城管、

公安、市场所、卫生服务中心等多条

战线力量都在逐渐汇入社区的“朋

友圈”。通过“书记工作室”，社区服

务中心党委、居民区党委收集群众

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密切与共建单

位、企业、社会组织等联动，进一步

做优红色物业、平安社区、文明实践

等共建活动，将各类服务送到居民

身边。

合肥经开区：“书记工作室”打造“幸福家园共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