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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以果蔬资源为依托，研发出

10 个冻干系列、1000 多种冻干产品，涵盖休

闲食品、滋养保健品、婴童食品等多个领域；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创建两个自主品

牌，拥有 21 项专利技术、4 项软著和 9 类商

标，被认定为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

正式投产不过 1 年有余，山西吉美鲜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美鲜）为何能

实现如此高速的发展？又是如何打造出一条

产业“金链条”的？记者来到这里一探究竟，解

锁企业“高成长”的密码。

作为首批落户吉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

的企业之一，吉美鲜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高科技食品深加工大型企业，占

地 148 亩，总投资 3.12 亿元，现拥有研发中

心、5000 平方米冷库、4 条 200 平方米 FD 冻

干食品生产线、1 台苹果双通道数字化分选

机以及一个全资子公司--山西高天山泉有限

公司。

“从签约项目到入驻园区再到投产运营，

吉县县委、县政府及吉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

高度重视、全力推进，主动协调县里相关部门为

我们送上了包括普惠式政策集成和‘一企一策’

的专项服务举措，提供了全方位、一站式的精准

帮扶服务，给企业的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山

西吉美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宏勇说，

“吉县在打造优质营商环境中用心用力，让我们

在这里扎根发展信心十足。”

自 2023 年 5 月投产以来，吉美鲜奋力向

前冲刺，抓研发、拼生产、赶订单、抢进度。如

今，正值苹果丰收季，一踏进冻干食品车间，

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一批批新鲜采摘的苹

果历经清洗、消毒、切片、摆盘、速冻等多道工

序后，被运送至零下 40 摄氏度的冷冻仓进行

急速冷冻锁鲜处理，逐步“变身”为酥脆轻盈

的冻干苹果脆片。

因地制宜，是吉美鲜的发展根基。山西吉

美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鹏介绍：“苹

果是吉县的支柱产业，种植面积高达 30 万

亩，年产量超过 22 万吨。经过精挑细选，外形

不美观、个头大小不一、卖不出价钱的非标果

和残次果，就成了困扰果农的最大难题，也是

制约农产品市场供应及产品开发的一大瓶

颈。冻干技术的出现，让这些被‘淘汰’的农产

品找到了新的出路。”

吉美鲜抢抓经济新机遇，打破农产品保

鲜壁垒，将果农手中“不好卖”的果子收购回

来，通过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在不破坏原有组

织结构的前提下，完美地保留了食材的色、

香、味、形，且无须添加任何防腐剂，在常温状

态下可长期保存，既能迎合大众健康的消费

趋势，也为农产品深加工带来了新突破，让非

标果、残次果变成了不再愁销路的“金果果”。

一次华丽转身，一路高歌猛进。在县委、

县政府及吉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全方位、

深层次的扶持下，吉美鲜以“公司+科技+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延伸苹果产业链，以

冻干技术及产品优势为发展契机，覆盖果蔬

种植、功能性果蔬综合加工及终端销售等环

节，与 4 家苹果企业、3 家专业合作社、7 个果

业基地签订产供销合作协议，苹果种植面积

7000 多亩，年产量约 1.2 万吨；与周边乡村

1195 户果农签订了苹果收购协议、劳务用工

合同及扶贫帮扶协议；公司认定冻干食品车

间为就业帮扶车间，连同苹果分选车间，为当

地直接提供就业岗位 120 个，不仅拓宽了农

业产业发展的路径，为果农们创造了更多的

经济效益，还让企业自身得以快速发展。

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

现场火热的生产景象可以看出，吉美鲜的战

略构想正在逐步实现。赵鹏说：“我们依托当

地果蔬资源，加速业态布局，持续延长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成功创建‘吉美鲜’和‘高天

山泉’两个品牌。经过与省内外科研机构、高

校的充分合作，目前，我们研发的冻干系列产

品，涵盖休闲食品、方便食品、饮料、滋养保健

品、婴童食品等领域，产品包括冻干苹果脆

片、冻干草莓、萝卜片、秋葵脆、香菇脆和冻干

小米粥等，同步还研发了冻干雪蛤、燕窝、人

参、鲍鱼小米粥等高附加值产品。”

一方面加快技术研发，一面提高生产加

工能力，吉美鲜肩负的责任更大，迎来的发展

机遇也更大。由于冻干食品生产线对优质农

产品原材料需求量大，是名副其实的“大胃

王”，能“消化”大量易积压的时令果蔬。企业

还将与吉县各乡镇大力合作，建设规模化绿

色蔬菜基地，以优质农产品原材料确保高品

质冻干产品供给，推动食品深加工产业向规

模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

“一个冻干蔬菜包，可让人一次食用 10
种新鲜蔬菜；冻干滋补品不需炖煮，几分钟就

能食用。冻干食品种类丰富、配料简单、绿色

健康、方便食用，契合了当代消费者对于健康

饮食的需求，已成为食品行业的新风口。”郭

宏勇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将采用‘线上+线

下’销售一体化模式，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带

动种植、包装、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让当地

农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产业链增值收益。”

果蔬深加工，链出好“钱”景。有技术、有基

地、有渠道、有品牌……一条日趋完整的产业

链，正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经济新动能，真正实

现了农户增收、企业创收的共赢局面，也成为了

加速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利器。王德政 李静

山西吉美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蔬深加工 链出好“钱”景

科学导报讯 在襄汾经济技术开发区，新

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正在悄然崛起。运达风电

设备制造全产业链项目，如同一股强劲的风，

吹动了襄汾产业替代和主动转型的“加速轮”，

也树立了项目落地建设的“运达”典范。

“高频对接、并联审批，从对接到开工仅用

时 45 天。备案立项等 9 项手续，实行‘承诺

制+并联审批+帮办代办’，用时 27 个工作日，

较法定办理期限压缩 46 个工作日。厂房仅用

时 180 天，就建设完成并交付使用。”项目负

责人介绍，“今年 6 月份就完成了全部建设，7
月份进入了预生产。集团公司在国内多个地

方都有项目，但襄汾的项目是推进最快、效率

最高的。”

11 月中旬，笔者走进山西运达智能风机

装备制造襄汾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繁忙而

有序的生产景象：巨型龙门吊来回起吊着大型

零件，风电主机装配生产线全力开动，智能化、

自动化设备在工作人员的操控下，高效、精准

地完成着每一个作业环节。

据介绍，运达风电设备制造全产业链项目

总投资 32 亿元，占地面积约 300 亩，主要建设

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全产业链，包括风电整机和

配套供应链关键部件制造等，形成年产能

1GW 规模的风电装备产业集群，年产值可达

45 亿元，年利税 1.5 亿元，项目建成后可提供

就业岗位 300 个。

项目快速落地的背后是一段双向奔赴的

历程。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试

点企业、国内风电行业的前三强，浙江运达风

电股份有限公司在新能源领域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襄汾经济技术开发区迅速锚定以运达

风电为“链主”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

方向，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主官招商”，县

委、县政府及开发区主要领导带队九下深圳、

八到浙江，先后签约落地了紫辰星储能装备、

明瑞负极材料、双旭户外协同机器人、国林碳

汇 4 个项目，以运达风电为核心的新能源装备

制造产业正在加速形成。

襄汾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人在总结

经验时认为，临汾市主要领导带队考察后，县

委、县政府和开发区主要负责人接力跟进、紧

盯不放，赢得了客商信任；超前规划，储备用

地，完成十项区域评价，为项目落地铺路；强化

要素保障，完善基建，提升了园区水平；全程联

动，多部门协同，优化了办理事项；五大新能源

重点项目以链延链，降低了运营成本，增强了

产业吸引力。

双向奔赴，双向成就。随着“运达”项目的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襄汾经开区正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向着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奋力迈进。 闫杰

山西运达智能风机装备制造襄汾基地

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正在崛起 科学导报讯 笔者从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获悉，日前，康佳智慧科技城山西长露科技有限

公司智能终端制造项目开工仪式在晋城经开区

人工智能产业园举行。该项目落地将进一步延

伸晋城市人工智能产业链，为晋城打造光机电

产业集群提供强有力支撑。

康佳智慧科技城是康佳集团在晋城经开区

建设的康佳全国智能家居总部，主要建设康佳系

智能家居制造及生态链配套生产基地，同时导

入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资源及企业，打造智能家

居产业生态。此次落户的山西长露科技有限公

司智能终端制造项目正是晋城经开区围绕人工

智能产业链龙头企业康佳集团，通过“园中园”

产业发展模式招引的一家生产型企业。据悉，该

项目由深圳市金龙兴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聚力发展智能电子终端产品设计、研发、生产

等，产品涵盖小家电、车载、卫生、教育等多个品

类。随着项目落户投产，将在晋城经开区打造一

个集芯片设计、研发、流片、封装、测试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智能终端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分两期

建设。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1.5 亿元，解决 200 余人就业。

晋城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园中

园”产业发展模式招引是晋城经开区与康佳集

团共建共享共赢走出的一条创新发展新路。在

引进项目入驻经开区的过程中，康佳集团作为

“链主”企业，需积极承担“链主”责任，通过合作

共赢方式吸引上下游企业落户晋城经开区，努

力推动产业链式集群发展。晋城经开区则围绕

“链主”企业需求，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

业主体、园区保障、互利共赢”的发展思路，有效

统筹，充分发挥政府侧、企业侧、园区侧三方力

量，共同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全力做好要素

支撑和企业服务，支持培育区内规模化产业集

群做大做强。 郑璐 韩璐

山西长露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终端制造项目落户晋城经开区

科学导报讯 11 月 27 日，根据《山西省科

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规定，经各组织

部门推荐，实地考察、专家评审等程序，山西省

科技厅对 2024 年拟认定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名单予以公示，津云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列其中。

津云科技企业孵化器位于河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由山西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运营，是集“众创空间—孵化器—加

速器”为一体的综合孵化载体。目前，已有无人

机、空气能地源热泵、中核节能电机软件开发等

15 个团队入驻。

科技企业孵化器(以下简称孵化器)是以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

为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载体，是国家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基地，是

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被认定为省级孵化

器的，可按照科技部颁布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认

定和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国家级孵化器的申报。

对运行良好、成绩突出的国家级或省级孵化器，

通过山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和科技计划

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许建国

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

津云科技企业孵化器入选省级公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