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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商情

苏州相城国际经贸恳谈周
签约69个项目

□ 俞 芳

“冷酸灵”巧变“国宝”系牙膏开启行业

“C位”之旅、“陈昌银麻花”新包装新口味

打开海外营销版图……近年来，重庆老字

号转型创新动作频现，“出圈”案例层出不

穷，重庆老字号的行业结构从单一的食品

加工及餐饮业到多元化，崛起之势成为一

抹亮丽风景。

日前，重庆市商务委发布第六批重庆

老字号认定名单，50个品牌成功晋级。重

庆市商务委服务业发展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重庆从2011年启动重庆老字号认定工

作，每两年认定一批，通过不断健全政策体

系、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引导企业转型升

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重庆老字号在

传承中创新发展。目前，重庆已拥有“中华

老字号”19家，“重庆老字号”291家，全市

老字号年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

“年轻化”的底气——
创新技术全球领先

上个世纪，“冷热酸甜，想吃就吃”的

“冷酸灵”牙膏家喻户晓。但在本世纪，“冷

酸灵”却受到来自葛兰素史克、宝洁、联合

利华等国际品牌的巨大挑战。

“冷酸灵”是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拳头产

品。面对国际巨头在技术和专业市场营销

上的双重压力，登康公司联合四川大学华

西口腔医学院，在2017年研发出全球领先

的应用生物活性陶瓷这一抗敏感修复创新

技术。

为了打开市场，登康公司一边联手中

国牙防基金会、中华口腔医学会等机构，发

布权威儿童口腔健康蓝皮书，并在知乎等

平台进行知识分享，丰富与消费者间的沟

通场景。另一边，登康公司联合国家博物

馆联名出品“清风雅韵”国博衍艺，为“冷酸

灵”赋与中国文化神韵，用中国品牌、中国

文化和中国科技的深度融合，赢得了既看

重高颜值又追求高品质生活Z世代消费者

的芳心。

目前，该系列产品已为登康公司带来

超过2亿元的收入，重庆老字号“冷酸灵”

进入专业化、国民化、年轻化焕新升级新时

代。

打开国际市场——
C2M以数字化赋能

作为重庆第一批老字号，祖传配方的

“陈昌银麻花”在经过十八道工艺后，口感

特独，深受消费者喜爱。

为了让特产变为日常消费食品，总经

理杨学武联手阿里云飞象工业互联网，

C2M模式让老字号找到了新市场。

通过消费数据来反向指导生产，“陈昌

银麻花”在生产、供应链、仓储等环节“智

慧”起来。依托工业互联网，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的运用，“陈昌银麻花”不仅提升

了品质，还与用户共同开辟辣小麻花休闲

食品系列。

借助大数据对消费者口味习惯、包装、

设计等偏好的精准画像，“陈昌银麻花”在

形象升级、IP提炼、市场营销等方面更加

专业化，口味也从8种丰富到20余种，总

产值提升到2亿元。

如今，“陈昌银麻花”线上销量达80%

左右，海外市场也突破明显，在澳洲、美洲、

中亚、东南亚市场都实现了稳定的销售。

产业链新延伸——
将品质化进行到底

始创于1936年的“人道美”，是重庆人

家喻户晓的商业老字号。“人道美”的瓜子、

花生、酱油、调料等深受山城市民喜爱。

“人道美”公司董事长邓勇介绍，随

着工业化的发展，以纯手工技艺为主的

“人道美”逐渐转型经营社区标准化菜市

场，开展以餐厨食品为主的农产品城市共

同配送。

以不变的品质服务民生，人道美公司

通过市场管理标准化连锁化、运营数字化

智慧化、自营与联营模式一体化开启了人

道美品质保障之路。创新盈利模式，人道

美菜市场在拓展农产品自营业务的同时，

又做大做强批发业务。与客商联营，人道

美公司创新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此外，

人道美公司还发展“社区商业综合体”，成

为社区邻里中心。

如今，人道美公司成为重庆主城区规

模最大、管理农贸市场数量最多的专业化

菜市场管理公司，也是重庆市食堂生鲜食

材配送规模化专业化程度最高的行业龙头

企业之一，位列全国政府采购食材与食堂

供应商第124名，位居重庆市第1名。

雪藏老字号重生——
抢抓健康时尚国潮

上世纪80年代末，“天府可乐”曾连续

8年占有中国饮料75%的市场，是重庆的

一张名片。但与国际饮料巨头合资后，“天

府可乐”很快被雪藏。

2016年，随着“天府可乐”配方、生产

工艺及商标品牌使用权的索回，拥有“中药

原浆配方及提取技术”的草本饮料“天府可

乐”踏上重出江湖之路。

天府可乐公司董事长蒋林介绍，“天府

可乐中药原浆配方”延续中医汉方“四物

汤”精髓，以“中医”药食同源为理论基础，

其原浆配方及提取技术是“重庆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

今年，“天府可乐”从包装设计、品牌定

位、营销策略上全面升级，赢得了重庆籍明

星肖战和消费者的认可，不少网友纷纷晒出

到重庆旅游打卡“天府可乐”的画面。国庆

节前，“天府可乐”成功赢得天猫“国汽之王”

的称号，并获得超过1000万网民的关注。

重庆市商务委服务业发展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十年来，重庆不断推动老字号在

品种丰富、品质提升、品牌建设、包装设计、

营销渠道、文化创意等方面创新发展，重庆

老字号的结构逐渐丰富，覆盖医药、工业、

文化、摄影、百货、维修等多个领域。

下一步，重庆将进一步完善老字号发

展的政策措施，不断激发老字号创新的活

力，推出更加富有时尚元素、符合国潮消费

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场景，让重庆老

字号走得更远，更富有市场竞争力。

本报讯“投资湖北，看好湖北，点赞湖

北！”第五届楚商大会10月22日在武汉开

幕，来自海内外800余名楚商代表齐聚武汉

东湖，以“新楚商新征程，建支点谱新篇”为

主题，为助力湖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大会围绕构建“51020”现代产业体系，

重点在先进制造业、光电子信息、汽车和零

部件制造、大健康产业等方面洽谈了一批高

质量项目，签约32个，签约金额722.2亿元。

开幕式上，湖北省人民政府聘请了复星

国际董事长郭广昌、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

辉、高瓴集团创始人张磊及小鹏汽车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何小鹏四位企业家担任湖北

人民政府经济顾问。同时，表彰湖北省优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宣传推介了

100名杰出楚商。

“民营经济是湖北发展的希望和潜力所

在，多年来包括楚商企业在内的广大民营企

业家创造了湖北省50%以上的GDP、60%的

税收、70%的经济创新成长、80%的新增就

业和90%的市场主体，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

的发展。”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应勇说，今年湖北经济保持了全面恢复、快

速增长、直线提升、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前三季度湖北省GDP增长18.7%，尤其是上

半年湖北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

39.8%，GDP占比达到了54.4%，民营规上工

业增长值增长40.1%，高出全省5.2个百分

点；民间投资增长90.3%，高出全省6.7个百

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省外贸总值

的57.4%，增长了64.%，高出全省17.7个百

分点，再次见证了楚商创新创业、成长成功

的商海难题，再次感受到了楚商戮力同心、

搏击风浪的精神。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

龙表示，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全力打造一

流的营商环境，大力弘扬“店小二”精神，用

心用力用情服务企业，一业一证一网通办、

一窗通办、一事联办，让企业放心大胆的发

展，方便企业轻装上阵干实业，成立非公有

制企业投资服务中心，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助力企业放心大胆谋发展。

“目前民营企业正面临着全球化和世界

格局的变局、‘双碳’发展目标带来的文明

形式与生活方式的大变局以及长寿时代带

来的人类自身发展大变局。”楚商联合会会

长、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说，楚商联

合会注册的会员已经达到了1.5万家，设立

了30家行业分会，推动湖北省内外州市成

立了12家楚商联合会，与全国31个省级湖

北商会和50家海外的湖北商会建立了密切

的联系，形成了全国乃至全球楚商的“一盘

棋”。

（熊 辉 邱从军 陈 蕊）

本报讯 武汉万邦激光金刚石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出口金刚石锯片遭遇强制应

诉，经过长达18个月的漫长诉讼后，终于

坚强挺过。10月22日，湖北省商务厅举

办涉外法律专题培训，武汉万邦成为“以案

说法”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提醒湖北出

口企业，面对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

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严苛要

求，如何破“茧”发展。

今年8月20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华

金刚石锯片2018年-2019年反倾销复审

的终裁结果，武汉万邦的税率在该公司的

预期内。

“管理层最初接到美方反倾销调查的

第一反应就是积极应诉。”武汉万邦副总经

理段虹在经验交流会上说。在商务部门的

指导和专业律师的协助下，公司将问卷问

题拆解并分配给具体的岗位人员，力求真

实准确地填答问卷的内容，如实反映销售

经营情况，最终获得了一个在预期内的税

率。公司总结出的应诉经验是，务必做好

企业的内部记录，尤其是生产成本和销售

记录，遇见反倾销及反补贴调查时，不要畏

惧，要及时聘请专业律师，介入的时间越早

越好。

“技术性贸易措施不再是发达国家的

‘专利’，正在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蔓延。”武

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教授田祖

海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技术性贸易措施

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以往技术门槛较低

甚至“零门槛”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看齐”

发达国家标准，扎起严密的“技术篱笆”。

面对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

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严苛要求，湖

北外贸企业如何破“茧”？湖北黄鹤律师事

务所律师宫步坦认为，首先要提升企业自身

发展硬实力，靠“内功”提升产业核心竞争

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掌握应诉话语权。

“湖北外经贸形势持续向好，但在当前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疫情影响下，外经贸

企业在应对涉外风险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

战，要健全预警和法律服务体系，探索互利

共赢的方式方法。”湖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

省政府口岸办专职副主任杨青松说，外经贸

企业要增强自身发展硬实力，靠“内功”提升

产业核心竞争力，掌握应诉话语权。

据了解，目前，湖北省贸易救济领域，

已有四个应对经贸摩擦工作站、一个贸易

摩擦与壁垒预警中心、一个贸易救济法律

援助服务中心项目。目前，上述机构已根

据湖北省出口产业的结构和特点，重点分

析出口产品的市场变化、出口量的增减、以

及国际市场对上下游产品的供求情况，做

好易遭“两反一保”调查产品的预警并开展

对策研究，为企业应对提供重要参考。

（熊 辉 贸救宣）

□ 李传玉 郝之声

时值金秋，位于江苏昆山的三一昆山产业园频频

传来好消息：三一集团高位入榜2021年民企研发投入

500强、发明专利500强；三一挖掘机产销量去年首次

登顶全球后不断超越自我：全球首台产品化5G遥控

挖掘机在矿山运行超3000小时……

挖掘机，被称为工程机械行业“皇冠上的明珠”。

作为全球第二大工程机械企业，三一集团与昆山有着

20年的深厚渊源。2001年，三一集团在昆山开发区

投资建设挖掘机项目，成功打造三一昆山产业园。去

年，斥资120亿元在昆山打造三一创智云谷，开启了迈

向千亿级总部的新征程。

加码昆山 迈向“千亿级”

从空中俯瞰三一创智云谷，这座庞大的建筑宛如

三个巨型“1”字连成的三角形，以建筑美的语言再现

三一集团“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作出一流贡

献”的企业宗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是全球最大的

土石方研发中心，可同时容纳5000名研发精英。这

里还将成为三一昆山产业园迈向千亿级总部的新起

点。

20年来，三一昆山产业园不断壮大，包揽了集团

挖掘机板块95%以上的产销量。2020年，三一昆山产

业园完成产值278亿元，今年前9个月已完成产值

187.57亿元，预计全年将完成产值300亿元，迈上一个

全新的台阶。

2020年新冠疫情袭扰之下，昆山选择在三一昆山

产业园举行全市春季重大项目签约暨集中开工建设

推进会。就在这场推进会上，三一集团再次斥资120

亿元，致力于建设一个以智能制造为主题的挖掘机研

发生产基地——三一创智云谷。项目建成后，计划在

5年内将三一昆山产业园打造成千亿级总部及研发基

地，建设成为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园区，推进三一集团

从全球销量第一向全球品牌第一跨越。

20年前的牵手，成就了彼此的今天。三一昆山产

业园连续多年位居集团各板块盈利能力首位，昆山也

连续17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市之首。

销冠全球 发出“最强音”

三一昆山产业园内，机器轰鸣，生产紧张有序。一

台台挖掘机排队下线，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去年以

来，工程机械行业市场需求持续回暖，三一挖掘机势头

正劲。

致力于“为中国贡献一个世界级品牌”，是三一人

矢志不渝的追求和梦想。如今，这个梦想照进了现实

——三一挖掘机产销量去年首次登顶全球。昆山产

业园作为三一挖掘机最大的研发生产基地，支撑三一

集团发出了中国制造的“最强音”。

从跨过“千台生死线”，到如今的全球销量冠军，

三一集团用了20年时间。2001年，三一重机有限公

司成立；2006年，三一昆山产业园建成；2007年，三一

挖掘机销量突破1600台，跨过了“千台生死线”；2009

年，第一万台三一挖掘机下线；2011年，三一挖掘机以

12.3%的市场占有率，首夺全国销量冠军，结束了外资

品牌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局面；2020年，三一挖掘机销

售98705台，占据全球挖掘机市场15%的份额，首夺

全球销量冠军。

如今，在三一昆山产业园处处体现这样的精气

神。“两年10000台、五年30000台”，在“昆山好人”、

三一重机小挖公司研究院国际总体所副所长时建松

的办公室，写着这两个奋斗目标的横幅时刻激励着

大家。20年来，三一挖掘机产品覆盖从1.6吨到200

吨全系列机型，连续十年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国内

市场占有率超过28%，出口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

转型升级，海外开拓，自主创新，优化渠道，提升

服务……三一用“敢为人先”的创新干劲，让国产挖掘

机第一次站上世界之巅。

数字赋能 领跑“新赛道”

中国力量，世界冠军。然而，三一集团并不满足

于此。“三一的数字化转型，要么翻身，要么翻船！”早

在2018年3月，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接受媒体专访

时就曾表示，三一将致力于通过数字赋能，成长为“奔

跑的大象”。

动辄数吨重的工程机械，如何成为“奔跑的大

象”？置身于三一昆山产业园，便能寻找到精确的答

案。走进产业园9号车间，车间主任、昆山市劳动模范

王进指着产线旁边的电子屏幕说：“通过这块屏幕可

以查看每条产线、产线每个部位，以及整个车间从生

产到管理等每个环节的数据。”作为三一挖掘机产量

最高的车间，9号车间每下线一台产品都要经过近百

道程序的锤炼。然而，得益于数字赋能，偌大的生产

车间却仅有寥寥几名员工。

数字化，是产业提升的“新赛道”，更是一块难啃

的“硬骨头”。然而，在三一昆山产业园研发人员的攻

坚克难、共同努力下，历经三代，成功下线全球首台产

品化5G遥控挖掘机，解决了图像传输延时、远程操作

卡顿等一个个远程遥控“卡脖子”难题，为将来无人值

守智慧矿山奠定了基础。

当前，随着三一创智云谷项目的加速建设，三一

昆山产业园将依托全球工程机械研发中心，凝心聚力

推进以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平台、数据中台、流程机

器人、云端办公为主要内容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打造

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园区。

本报讯 10月26日，“2021苏州相城国际经贸恳谈周”在

苏州相城区开幕。涉及数字金融、智能车联网、生物医药、能源

互联网等金额达272.2亿元的69个项目在开幕式上签约。

据悉，本次国际经贸恳谈周期间，将举行20余场产业对接

活动。开幕式当日，举行了2022年华为云“元和塘杯”创新大

赛启动仪式暨2021年华为云创新券发放仪式、2021年（第11

届）阳澄湖创客大赛总决赛颁奖仪式、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

动区二期发布仪式等活动。

华为云“元和塘杯”创新大赛依托华为云的技术优势及孵

化能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交流、云技术在实体行业融合应用，吸

引优质项目、高端技术人才参赛并落地相城区；华为云创新券

是相城区政府通过华为云平台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

的专项扶持资金，增强相城区产业生态竞争力；长三角国际研

发社区启动区是国内领先的产业发展示范园区，是利用综合能

源供应的产业载体，以建设成为“国内最前列、国际有影响”的

研发产业集聚区为目标，启动区二期项目占地66亩，建筑面积

22万平方米。

当天，涉及科技创新、文化艺术、医疗健康、保税物流等领

域的中日技术交流促进中心、电子城集成电路设计长三角创新

中心、苏州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公用型保税仓库等9个合作项目正式启动。苏州中建科创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辽宁工业大学——清研车联现代汽车产

业学院、中建八局（江苏）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苏州相城国际商

务创新区等项目现场揭牌。江苏省和苏州市相关领导，国内及

长三角地区相关知名企业、金融机构、大院大所、知名智库等千

余名嘉宾、代表参加活动。

近年来，苏州相城区用创新融合理念引领城市发展，2021

年以来，在国内外举办各类投资推介活动150多场，累计引进

各类新经济产业项目600余个，总投资超2300亿元。当前，全

区已集聚各类新经济企业2625家。 （孙宝平 李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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