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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一版）在千帆竞发的经
济建设大潮中干事创业、奋
楫争先，用智慧和汗水谱写
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新
篇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正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
劳动热情、创造潜能，中国
式现代化拥有了最坚实的根
基、最深厚的力量。

工运事业是党的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工运历
史，党的一大就明确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领
导、组织和推进工人运动。
中国工会成立100年来，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围
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
任务，与党同心、跟党奋

斗，组织动员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团结拼搏、建功
立业，为革命、建设、改革
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新
时代以来，工会牢牢把握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主题和方向，坚持以职工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加强
工会改革创新，组织动员广
大职工在各行各业、各个领
域创新创造，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担当作为。

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
的前景。我国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信念更加坚定，
素质全面提高，面貌焕然一

新，充分展现了主人翁的豪
迈姿态，焕发出强烈的历史
主动精神，正以不信邪、不
怕鬼、不怕压的顽强斗争打
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实践充
分证明，我国工人阶级不愧
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
阶级，不愧是先进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代表，不愧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主力军。前进道路上，只
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充分调
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够凝
聚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磅
礴伟力。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展开，实现我们的奋
斗目标，推进我们的宏伟事
业，更加需要我国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增强主人翁
意识、发挥主力军作用。这
要求我们，牢牢把握高质量
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围绕发
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等，加强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一支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
工人大军，培养造就更多大
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一体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
展，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
推动实现“人口红利”向

“人才红利”提升，不断增强
我国未来发展新优势；切实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

动者合法权益，有效提升职
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
辛勤付出都将汇聚成昂扬奋
进的时代洪流，每向前一步
都将叠加成不可阻挡的发展
之势。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向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学习，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挺膺担当、攻坚克
难、奋发有为，在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书写
劳动风采、创造时代荣光。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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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柳州螺蛳粉，正从地方小吃

跃升为千亿级产业标杆。”4月26日举行
的柳州螺蛳粉产业 （农产品精深加工）
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微念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鲍程成描绘了柳州
螺蛳粉的未来图景，他表示，“AI 引
擎”已成为撬动产业质变的核心杠杆。

“柳州螺蛳粉的‘灵魂’是酸
笋，但传统发酵工艺依赖老师傅的经
验，品质有所波动。”鲍程成以核心原
料为例，揭示了产业升级的迫切性。
如今，AI驱动的食品安全监测系统通
过部署上千个温湿度传感器，结合算
法模型，将风味偏差控制在0.1%以内。

鲍程成将产业智能化路径拆解为
三个阶段：短期聚焦AI质检、智能营
销等成熟技术落地；中期打通生产端
到供应链数据链，实现设备预测性维
护、动态排产；长期则构建“数字孪
生工厂”，通过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
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溯源体系。

“当生产线上 80%的决策由 AI 自动生
成，产业才能真正从劳动密集型转向
科技密集型。”

在鲍程成看来，柳州螺蛳粉的爆
发式增长离不开政策精准赋能。在政
府部门推出的各项政策推动下，近期
集中签约的项目中，智慧产业园、跨
境产销平台等数字化项目占比超六

成。“我们正在建设智能中央厨房，通
过数据中台连接 2000家农户、15家合
作社，让每颗螺蛳的养殖水质都被记
录在区块链上。”鲍程成说。

站在产业智能化转型的临界点，
鲍程成坚信技术革命不会稀释传统风
味：“当 AI 学会模拟老师傅‘观色闻
香’的绝活，当每个酸笋坛都装上

‘数字嗅觉’，柳州螺蛳粉就能以更稳
定的品质、更创新的形态，让世界爱
上中国味道。” 全媒体记者 陈粤

AI赋能柳州螺蛳粉产业升级
——访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信息官鲍程成

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首席
信息官鲍程成。全媒体记者 黄蕊 摄

“柳州螺蛳粉的成功模式值
得推广，能有效带动当地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4月 27日，中国蔬菜流通协
会专职副会长沈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将积极发
挥农产品行业的龙头引领作用，助
力柳州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作为商务部管理的国
家一级行业协会，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是全国农产品生产、加工、
流通领域的重要行业协会，在推
动农业产业发展、优化农产品流
通体系、保障农产品供应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 26日举行的柳州螺蛳粉产
业 （农产品精深加工） 高质量发
展大会上，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与
柳州市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国·柳州螺
蛳粉产业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项
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重点聚焦
供应链优化与流通体系共建、市
场拓展与品牌赋能、标准化与质
量提升等方面，助力柳州螺蛳粉
（农产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

沈杨表示，柳州螺蛳粉产业
（农产品精深加工） 高质量发展大
会的举办及时、必要，有助于扩

大内需、提振消费，推动产业更
好发展。协会通过在加强产品国
内外市场推广、农产品产销对
接、重大节庆活动保供等多方
面、多层次开展工作，助力柳州
农产品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柳
州螺蛳粉等农产品在全国流通领
域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加柳
州农产品的品牌附加值，从而助
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全媒体记者 朱柳融

发挥龙头作用 增加品牌附加值
——访中国蔬菜流通协会

专职副会长沈杨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专职
副会长沈杨。（受访者供图）

4 月 26 日晚，工业硬
核·国潮出圈——工博奇
妙夜系列活动在柳州工业
博 物 馆 开 启 。 活 动 推 出

《工业国潮》 沉浸式导览
剧，夜间开放柳州工程师
工匠文化园户外艺术展、
工业国潮馆，通过“工业+
文旅+夜经济”的融合，打
造具有特色的工业国潮夜
间消费新地标。

柳州工程师工匠文化
园户外艺术展位于柳州工
业博物馆西广场，通过工
程师和工匠的手模、历史
场 景 复 原 、 工 业 文 物 展
陈、沉浸式体验等板块，
生动再现柳州百年工业发
展历程。作为柳州工业旅
游的重要拼图，柳州工程
师工匠文化园户外艺术展
将成为集展览、教育、休
闲、体验、互动于一体的
文化空间。

当晚，柳州工业博物
馆与柳州市艺术剧院合作
推出沉浸式导览剧 《工业
国潮》。该剧以柳州百年工
业历史为背景，采用 10个
篇章的戏剧化叙事，带领
观众穿越柳州百年工业历
程，通过互动表演与场景
还原，展现钢铁洪流背后
的工匠精神与人文故事，
让工业历史“活起来”。该
剧于4月29日晚加演一场。

工业国潮馆于 4 月 26

日开放运营，并在夜间持
续开放。4月26日至5月26
日，由柳州工业博物馆与
四川美术学院校友会共同
主办的特别展览“我们的
力量——四川美术学院校
友艺术作品展”，在工业国
潮馆 （二号馆） 临展厅展
出。

工业国潮馆通过打造
工业特色 IP、开发国潮文
创产品，推出工业风咖啡
馆、元镜空间行进式VR大
空间互动体验馆、长鸣小
火车互动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手作、特色展览等内
容，联动文旅产业，形成

“工业+文旅”的消费生态。
工博奇妙夜系列活动

期间，柳州工业博物馆西
广场设置工业风集装箱集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
市 集 ， 汇 聚 柳 州 特 色 手
作、美食及农特产品，从
柳 州 螺 蛳 粉 到 织 锦 植 物
染，从机械元素文创到本
土风味，游客可一站式体
验“工业+非遗”的独特魅
力。“工业国潮”小型音乐
演唱会将以电音、民乐等
混 搭 风 格 ， 让 国 潮 文 化

“潮下去”。
活动从 4 月 26 日晚开

始，持续至 4 月 27 日、29
日、30日以及 5月 1日至 4
日的18时至22时。
（韦苏玲 周宁 文/图）

做新时代挺膺担当的奋斗者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
李汶璟） 4月 26日，柳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

《柳州市 2025-2026年度急需
紧缺专业人才目录》，旨在实
现更高水平“精准引才”。其
中，岗位需求博士 18人、硕
士18人、本科263人。

目录聚焦柳州汽车、工
程机械、钢铁等传统产业及
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医
药和大健康等新兴产业人才
供需现状，通过用人单位申
报、各城区 （新区） 和市有
关主管部门审核、会议审定
等流程，核定 51 家企业共
177 个岗位，需求人数 299
人。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人才
资源配置中的宏观引导作
用，引导各类人才在我市重

点产业、重点行业领域按需
流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
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2019年以来，我市已连
续 7 年制定并发布急需紧缺
专业人才目录，用人单位在
使用期内引进符合目录条件
的人才，可按我市人才新政
的人才分类标准认定为相应
等次的人才，并享受相关人
才政策。目录为本土企业分
析人才供需关系、人才招
聘、引进产业人才提供了依
据和指导，也为来柳人才查
询企业急需紧缺岗位信息提
供了便利，进一步满足了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要素
的需求，为加快建设先进制
造业人才集聚区提供强有力的
智力支撑。

我市发布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目录

（上接一版）
2024 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为

759.6 亿元，同比增长 13.4%，品牌价值达 125.59
亿元，带动超过30万人就业。

密码的解开，备受各方关注。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副会长蔡永峰感叹道：“柳州螺蛳粉的崛起，
是工业化思维与传统文化碰撞的火花，是标准引
领与市场创新的完美结合，更是中国食品工业从

‘制造’向‘智造’转型的缩影。”
“柳州螺蛳粉产业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上所

取得的成就，让我深受触动。”中国民族贸易促进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福阳参加柳州螺蛳粉产
业 （农产品精深加工） 高质量发展大会后表示，
它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成功范例，更是乡村振兴战
略在地方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

助推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

一碗粉造就的百亿产业，仍有“宝藏”等待
挖掘。以柳州螺蛳粉为代表的农产品精深加工，
蕴含着多样可能，企业、行业等多方正汇集智慧
与力量，助推柳州农产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通过与中国一乡一品产业促进计划
的结合，为柳州螺蛳粉搭建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张福阳说，中国民贸还将牵线搭桥，加强柳州螺
蛳粉企业与国内外采购商的合作，推动柳州螺蛳
粉产业与一乡一品全球化的合作，进一步帮助企
业拓展国内外市场。同时，将组织中国一乡一品
的专家团队提供产业规划和政策建议，并与相关
机构合作培养技术研发、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
方面的人才，助推产业发展。

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鲍程
成描绘了人工智能 （AI） 赋能柳州螺蛳粉产业升
级的思路。鲍程成说，产业智能化升级可分为短
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短期优先应用成熟技
术助力原材料、包装等检测，打造精准营销系统
提升产品复购率；中期打通生产端到供应链数据
链，实现设备预测性维护、动态排产；长期则构
建“数字孪生工厂”，通过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
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溯源体系。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将在进一步提升柳州螺蛳粉等农产品
在全国农产品流通领域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加柳州农产
品的品牌附加值等方面发力。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专职副会长沈杨
说，协会在加强产品国内外市场推广、农产品产销对接、重大节
庆活动保供等方面，多方面、多层次助力柳州农产品做大做强。

工业思维与农业基因碰撞

近年来，柳州正协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柳州螺蛳粉从“小米粉”向“大产业”的成功模式，
也推动着融安金桔、糖料蔗、油茶、竹木等产业的发展步伐，
释放着新的活力。

在被誉为“中国金桔之乡”的融安县，去年，融安金桔全
产业链产值近100亿元，品牌价值达59.21亿元，并带动该县
10多万人参与产业发展。

“融安金桔产业的做大做强，正是得益于融入工业化思
维，打通‘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实现一产‘接二连三’。”
融安县县长胡伟华表示，融安金桔规模化、标准化种植，金桔
果茶、冻干金桔片、金桔蜜饯等深加工产品，通过电商将融安
金桔销往海内外，以及成功举办15届金桔文化旅游节，正是推
动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作为广西糖料蔗主产区之一，柳州糖料蔗种植面积长期稳
定在100万亩以上，正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延伸，大力推动
糖料蔗精深加工。以广西凤糖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
形成了糖、酒、纸、肥、饮料及甘蔗多元高值化综合利用等多
条蔗糖循环经济产业链，推动了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2024/2025 年榨季，柳州市糖料蔗进厂量 470.83 万吨，产糖
65.87万吨。

此外，我市还将积极利用柳州全国一流的水质独特优势，
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加强“柳州好水润养好
物”系列农业品牌的培育和宣传，匠心培育各类农特产品。让

“柳州好水养好鱼”等“柳州好水+”品牌更深入人心，提升
品牌市场竞争力与知名度，让柳州农产品凭水之灵气、质之优
良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而柳州的油茶、竹木等产业也蓬勃发展，2024年全市完成
植树造林30.41万亩，实现林业总产值972亿元，生动诠释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覃艳梅表示，聚焦茶叶、糖料蔗、水

果等特色农产品，将坚持高位推动，以“工业化+”思维驱
动、“规模化+”突破拉动、“标准化+”体系带动等，并坚持
创新驱动，加大科技攻关，聚集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农产
品精深加工科技水平，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朱柳融 刘心蕊

工业历史“活起来”国潮文化“潮下去”
工博奇妙夜系列活动精彩来袭

↑柳州工程师工匠文化园户外艺术展夜间开放。

↑沉浸式导览剧带领游客感受
柳州工业历史。

↑集结柳州特色手作、美食及
农特产品的夜集市吸引游人前来。

51家企业共177个岗位需求人数29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