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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7月4日，骄阳似火。位于

源汇区智能制造第二产业园的
漯河市裕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裕鑫电子）车间内一
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一排
排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机
械臂如灵巧舞者般精准抓取物
料，智能设备以微米级精度完
成装配，每分钟3万颗微缩芯片
在此完成蝶变；厂区外，满载
LED模组与存储产品的货车整
装待发，即将搭乘中欧班列与
国际航班奔赴欧美、东南亚等
市场。

“硬核”车间：每粒
像素的237道精密之旅

在裕鑫电子，一场“微观
革命”正在上演。从传统硬屏
到柔性软屏，从8毫米到0.5毫
米的厚度突破，每一块显示模
组都需跨越237道精密制程。裕
鑫电子董事长张志辉指着生产
线介绍：“这些进口的芯片生产
全自动设备 24 小时不间断作
业，误差控制在头发丝直径的
百分之一以内。”

目前裕鑫电子已形成覆盖

光电显示分立器件、IGBT 模
组、Mini/MicroLED新型显示
模组及集成电路IC封测的完整
产业链。其研发的柔性显示模
组，可弯曲折叠10万次，性能
比肩国际一线品牌；存储系列
产品更是攻克了低温读写技术
难关，在极端环境下仍能稳定
运行。

作为集研发、制造、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行业先锋，
裕鑫电子产品涵盖光电显示分
立器件、家用电器显示模组、
电气仪表显示模组、医疗仪器
显示模组、IGBT 模组、BGA
模 组 、 存 储 系 列 产 品 以 及
Mini/MicroLED新型显示模组
和集成电路 IC 封测等多个系
列。它们的身影不仅出现在日
常的消费电子产品中，更在航
天显示等关键领域发挥重要作
用，同时为5G存储提供强大支
持。

“归雁”领航：从
鹏城到沙澧的创业接力

47岁的张志辉是源汇区问
十乡人。1999 年，他南下深
圳，先后担任超亮光电总工程

师、大族激光显示项目负责
人，2006年创立深圳市裕盛鑫
隆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该公司
业务包含半导体显示应用及存

储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
服务，产品有光电显示分立器
件电气仪表、消费类电子显示
模块、 IGBT 模组、BGA 模

组、存储系列产品等，相关产
品通过 ISO 国际质量体系认
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

（下转02版）

近日，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公布了2025年河南省级绿色工
厂名单。在全市入选的9家企业
中，经济技术开发区表现亮眼，
占据4席。

省级绿色工厂评定以“用地
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
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为核心标准，是省内制造业绿色

转型领域的权威认可。经济技术
开发区此次入选的4家企业——
漯河杏林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卫
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王
牌砂布制造有限公司、中粮面业
（漯河）有限公司，覆盖食品和制
造业两大领域，充分展现了该区
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与高端制造
绿色发展上的双轨并进。

优异成绩的取得，源于经济
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的前瞻布局与持续深耕。该区聚
焦区内主导产业特色，深入实施
绿色制造工程。通过联合上级部
门建立绿色工厂培育库、开展

“一对一”政策解读与申报辅导、
强化要素保障支持等方式，为食
品、制造等领域的潜力企业提供

全生命周期、精准化的培育服
务。积极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减
碳，优化产业结构，鼓励企业加大
绿色技改投入，为区域工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绿色动能。

该区经济发展和行政审批服
务局局长许航表示，经济技术开
发区将持续深化绿色制造体系建
设，发挥这4家省级绿色工厂的

示范引领作用，推广其在食品安
全生产、绿色供应链管理、智能
制造与节能降耗等方面的成功经
验，带动全区更多工业企业，特
别是传统优势产业企业加快绿色
低碳转型步伐，为全市乃至全省
工业领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贡献力量。 许 航

卫龙辣条、南街村方便面、
盼盼小面包……这里汇聚了消费
者耳熟能详的休闲食品；从小麦
种植到食品加工、检验检测，再
到包装、电商物流，这里打通了
从田间地头到厨房餐桌的农业全
产业链条；日产休闲面制品3500
吨，麻辣面制品产量居全国第
一，这里的食品产业拥有18大类
50多个系列上千个品种，年营业
收入达2500亿元，占河南的四分
之一、全国的四十分之一。

盛夏时节，记者到“中国食
品名城”漯河市，探寻一粒小麦
的“七十二变”，感受食品产业的
澎湃动力。

产业化联合体
孕育大产业

作为黄淮海“大粮仓”的核
心区域，漯河市粮食种植面积常
年稳定在410万亩以上，其中优

质小麦占比达54%，总产量连续
5年保持在180万吨高位。

如何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
力？漯河市依托粮食主产区、食
品主导产业等禀赋优势，构建从
原粮到成品、产区到销区、田间
到餐桌的发展格局。

“我的2000多亩小麦在去年
播种时都已经签下订单，一斤比
市场价高一毛多钱。加入小麦产
业化联合体后，仅小麦一项每年
能增收20多万元。”谈起今年的
小麦销售情况，临颍县巨陵镇辛
庄村种粮大户陈军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

加入联合体，不只是卖粮不
愁，还大大节约了成本。“统一选
购种子、化肥、农药，统一种
植、统一管理、统一收储、统一
销售，一亩地能节省35元。”

陈军所说的小麦产业化联合
体，是近年来漯河市以食品企业
需求为导向，推动面制品生产企

业、面粉加工企业、粮食专业合
作社、农科院和育种专家等深度
合作，实现专种专收专储专用和
优粮优价联结模式。目前，漯河
市已建成的7个小麦产业化联合
体，签约优质专用小麦订单面积
120多万亩，联合专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80多家、食品企业50
多家，联合体种植户亩均增收
100元以上。

位于临颍县产业集聚区的南
街村面粉厂里，伴随着机器发出
的轰鸣声，饱满的麦粒经过研
磨、筛理，最后成为雪白的面粉。

该厂销售科职工张晓莹指着
刚入库的小麦说，要先通过机器
细化分类，再进入仓库储存，最
后才会送到加工车间。“麦子磨成
面粉，要经过10多道工序，可成
为120多种面制品的原料。”张晓
莹介绍，该厂日处理小麦 550
吨，产品远销国内十几个省份，
年产值2亿多元，“根据小麦品质
的不同，将小麦加工成饺子粉、
面条粉、馒头专用粉、高筋特精
粉、超级雪花粉等，以满足客户
的不同需求。”

小麦变面粉，只是小麦“变

身增值”之旅的开始。与面粉厂
相隔不远的是南街村鲜拌面厂，
在展示大厅内，鲜拌面、麻辣凉
面、火鸡面、热干面……琳琅满
目，摆满了柜台。

南街村鲜拌面厂技术经理王
红新介绍：“厂里每年采购1.3万
吨面粉，从联合体订单基地采购
的原料占总采购量的80%以上。”

“订单收购模式既为农户的收
入兜底，又保证了公司优质原料
的供应。”作为当地龙头企业，南
街村（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成立
了包括10多家粮食企业、农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在内的小麦产业
化联合体，形成了优粮优产、优
粮优购、优粮优储、优粮优加、
优粮优销的利益联结，拓宽了优
质小麦及其制成品的销路，促进
了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发
展。

完善产业链
小麦涨“身价”

小麦产业链，能够拉多长？
在卫龙食品公司，小麦被做

成了各式各样的美味辣条；在临

颍县熙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小
麦提取出的优质蛋白成为大健康
食品原料出口海外；就连小麦麸
皮也被用于饲料加工、食用菌种
植等领域……在一道道工序里，
每道工序都带动着小麦涨“身
价”。

6月17日，记者来到位于临
颍县的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在成品仓库前，数辆大
货车正在排队装车，以当地优质
小麦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盼盼”
牌休闲食品将被运往全国各地。

“小麦的加工成本每吨约
3800元，精深加工成休闲食品，
每吨价值将提升至4万元到7万
元。”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行政经理王海波对记者说，
该公司年消化小麦7000吨左右，
年产值4亿多元。

走进河南豪峰食品有限公司
的电商分拨中心，“嘀”“嘀”的
扫码声不绝于耳，下单、扫单、
包装、上车……来自全国各地的
网上订单汇聚到这里，每天都能
达到十几万单，高峰期一天曾卖
出60多万单。

（下转02版）

“三链同构”锻造漯河小麦金色未来

2025年河南省级绿色工厂名单公布

经济技术开发区4家企业上榜

裕鑫电子：微米智造 点亮全球

■本报记者 王艳东 齐国霞
7月的沙澧河畔，生机盎然。7月

6日，一场聚焦农业“微”未来的盛
会——中国（漯河）“益生菌+”农业
微生物第一届产业大会，在郾城区微
生态大健康产业园召开。国内顶尖专
家学者与行业先锋企业代表齐聚一
堂，围绕“‘益生菌+’农业微生
物”这一前沿课题展开深度交流，共
同擘画益生菌生物技术如何为广袤的
中原沃土注入澎湃的新质生产力。

守护绿色未来

“如何从源头的土地开始，让农
业变得更绿色、更安全？如何种出、
养出真正健康的食材，最终让千家万
户的餐桌更健康、更安心？”微康集
团董事长方曙光在开幕致辞中道出了
大会的深层关切，“这正是我们创立
微康农业的初心，也是举办此次盛
会、全力推动‘益生菌+’农业微生
物产业发展的核心使命。”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执行副会长王
运浩在致辞中对漯河赞誉有加：“用
数据说话！一个地级市的食品产业年
产能突破2500亿元，这在全国也堪
称耀眼。漯河中国食品名城的金字招
牌实至名归，是中国食品产业当之无
愧的发展高地。”

共育产业硕果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
区划研究所产业开发中心主任陈宝瑞
回顾了合作的基础：“本次大会成功
搭建了贯通产业界、学术界、政策端
与企业间的顶级对话平台。去年5月
我单位与微康农业在郾城区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以来，双方围绕优质土壤功
能微生物种质资源挖掘，在土壤培肥
改良、畜禽粪污高效资源化利用、新
型功能微生物肥料创制等领域展开了
卓有成效的研发合作，并在益生菌小
麦、草莓种植及微生态制剂资质认证
上取得重要进展。未来，我们将继续携手并进，共同推动益生菌产
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农业的绿
色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大会现场，两项重要成果同步落地：河南省功能性益生菌食品
产业研究院正式揭牌，标志着产学研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河南省
农业微生物创新联合体宣告启动，为产业协同创新注入强劲动能。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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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光
通 讯 员 陶清雨

“婆婆也是妈，这是我应该
做的。”面对邻居的称赞，家住
临颍县城关街道迎宾社区的赵
晓琼总是这样说。

2003年结婚后，赵晓琼和
公公婆婆住在一起。2010年 6
月，赵晓琼的婆婆突发脑溢
血，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生
命，却只能卧床，吃喝拉撒都
需要有人照顾。赵晓琼的丈夫
毛成关是一名货车司机，每次
出门就是好几天。赵晓琼主动
接过照顾婆婆的重任。

她每天早早起床，准备好
营养丰富的早餐，让公公和两
个孩子先吃，自己则把饭端到
病床前喂给婆婆。考虑到婆婆
的吞咽功能受损，食欲不振，
她总是变着花样做饭，小米
粥、蒸鸡蛋羹、汤面条顿顿不
重样，千方百计让婆婆吃好。
吃过饭后，赵晓琼还经常陪婆
婆聊天，让她保持心情愉悦。
每天，赵晓琼定时给婆婆擦洗
身体，仔细检查她的身体状
况，耐心为她翻身、按摩。

2021 年，公公因病去世，

照顾婆婆的重担压在赵晓琼一
个人身上。随着家庭花销越来
越多，毛成关一个人挣钱无法
支撑，赵晓琼在照顾婆婆的同
时，又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工作。

赵晓琼15年如一日照顾婆
婆，毛成关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我妈的身体这么多年没有
恶化，多亏了她的精心照顾。
没有她，我们这个家就没有幸
福可言。”毛成关说，妻子一个
人撑起了一个家，这一辈子亏
欠她太多。

赵晓琼的孝心与坚持，让邻
居深受感动，大家也力所能及地
为她提供方便与支持。2024
年，她被迎宾社区评为“好媳
妇”，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好儿媳照顾卧床婆婆15年

新华社北京7月 7日电 （记
者 刘开雄） 国家外汇管理局 7
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
年 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3174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322
亿美元，升幅为0.98%。

“2025 年 6 月，受主要经济

体宏观政策、经济增长前景等因
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金
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国家外
汇局相关负责人说，在汇率折算
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
下，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上
升。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
连续19个月稳定在3.2 万亿美元
以上，并连续 6 个月保持增长。
上述负责人表示，我国经济持续
稳健增长，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
定。

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增至33174亿美元

裕鑫电子生产车间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