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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業界冀進一步放寬檢疫措施
「0+3」首日入境井然有序

【香港商報訊】
記者周偉立、何加
祺、馮煒強報道：

因應本港疫情漸趨平穩，特區政府於上周公布由昨日起
放寬由海外或中國台灣地區經機場抵港人士的檢疫安
排，由 「3+4」 改為 「0+3」 ，新措施即時令本港多個
行業產生重大變化。由於抵港人士無須再在指定檢疫酒
店隔離，吸引不少人立即訂機票回港，有乘搭昨日首班
航機抵港的港人表示，知道香港調整檢疫政策後就留意
機票狀況， 「機位不算緊張，入境過程亦很順利」 。

+4034宗 港疫情趨平穩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本港疫情持續平穩，昨新增

4034宗確診，包括3846宗本地及188宗輸入個案；再多12名患者
離世，第五波疫情至今共錄得死亡個案9915宗。另有消息指，政
府最快今日公布 「安心出行」新功能，方便家長帶子女出行。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繁毅昨
早表示，現時輸入確診個案佔比少，入境人士抵港後有指定程
序，確診人士很少接觸到社區，亦無BA.5外其他變種病毒的傳
播。他指，現時確診個案回落，未來有機會降至 1000 至 2000
宗，絕對有空間放寬，兩至三星期後無反彈便可 「0+0」。

「安心出行」添新功能
同日，香港兒科醫學會等多個學會發表聯合聲明，重申 「感

染新冠病毒後已有永久抵抗力，毋須再接種新冠疫苗」是非常
錯誤的想法。聲明指，感染Omicron後身體產生的抗體只能維
持短暫時間，保護能力亦會消失。聲明呼籲家長盡快帶子女完
成接種新冠疫苗，尤其是免疫系統較弱或有長期病患的小童。

此外，有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公布在 「安心出行」新增功
能，讓家長可在自己的應用程式內加入子女疫苗接種紀錄，疫
苗通行證適用年齡下限亦降至5歲，方便家長帶子女到食肆等
表列處所時出示二維碼。

全方位匯聚品牌建設與發展的合力
在吉林大米品牌建設第一階段， 「政府信用背

書」的品牌內核主要呈現為政府主導品牌建設、質
量監管等基礎層面，在品牌躍升階段， 「政府信用
背書」已呈現為提升吉林大米作為地方戰略性無形
資產的特質、提高品牌附加值的深層次訴求，站立
在維護國家糧食安全、踐行新糧食安全觀、推動農
村農業現代化及地方經濟持續繁榮等更高層面上，
彰顯 「政府信用」價值。

為此，去年底出台的《吉林省政府辦公廳關於打
造吉林區域品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提
出，要堅持企業主體、政府引導。進一步強化企業
主體責任落實，激發企業提升質量和建設品牌的內
生動力。加強政府引導、推動和監管，開展品牌宣
傳推介。推行第三方認證，發揮科研機構、高等院
校、行業協會等作用，形成品牌推動合力。

前不久，吉林省政府召開了吉林大米品牌躍升工
程企業家座談會，會議由吉林省政府副秘書長李繼
東主持，吉林省副省長韓福春參加會議。韓福春向
企業家了解生產經營現狀和未來發展的制約因素，
並對企業關切問題進行了現場部署。他表示，吉林
大米已經具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場影響力，但
與老百姓的需求和預期目標仍有差距，要在現有基礎
上進一步加強品牌建設力度，推動實現吉林大米品牌
整體躍升。他強調，要做強吉林大米品牌，一要堅持
把種子做好，二要把種植基地管好，三要突出企業主
體，四要把 「白金名片」叫響擦亮，五要抓好品牌宣
傳，六要學好營銷這門課。根據企業家提出的企業貸

款難、融資難問題，他要求盡快召開金融機構協調
會，幫助企業解決融資問題。

是次座談會之後，吉林省糧儲局即刻召開吉林大
米品牌躍升工程政銀擔座談會，落實吉林省副省長
韓福春的相關部署。吉林省糧儲局局長馮喜亮參
會，並與吉林省財政廳、人民銀行長春中心支行、
農發行吉林省分行、吉林省農擔公司、吉林省糧食
行業協會等14家單位相關業務負責人進行深入座談
交流。會上，6家銀行、2家金融擔保機構和4個中
省直單位代表，對吉林大米品牌躍升工程中的 「強
化金融支撐」任務及對應措施，提出了意見建議。
馮喜亮提出，一是要充分釋放糧食信保基金活力，
重點向吉林大米企業傾斜，加大糧食擔保基金宣傳
力度，使之成為助推吉林大米品牌躍升的重要支撐
力量；二是希望金融企業開發符合吉林特色、適應
水稻加工企業的金融產品，進一步發展應收賬款、
水稻倉單、土地經營權、產品訂單等作為質押物的
融資方式；三是要定期召開吉林大米政企銀保擔對
接會，幫助解決企業貸款難、銀行放款難的問題。

馮喜亮認為，鄉村振興，排在首位的是產業振興，
產業要想振興，打造具有當地特色和競爭力的品牌，
是繞不過去的門檻。實踐證明，打造糧食品牌可以更
好地發揮市場導向作用，減少低端無效供給，提升優
質糧食供給效率，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從產
區來說，品牌引領的直接作用就是引導農戶根據市場
需求調整種植結構，增加種糧收益。

近年來，吉林大米品牌建設以產業聯盟聚集優勢企
業，組建吉林大米產業聯盟，統一使用 「吉林大米」
LOGO，引導建立 「聯盟企業+合作社+農戶」 「聯盟

企業+基地+農戶」利益共同體，夯實產業基礎。並吸
收水稻育種、產品營銷、品牌策劃等相關企業共同參
與，進一步完善聯盟體系，促進全產業鏈發展。同
時，以區域聯盟核心企業為主體，建立吉林大米西部
運營中心、福建運營中心、浙江運營中心，加速吉林
大米品牌落地銷售。目前，產業聯盟企業從最初7家
發展到的69家，成為了吉林大米平台搭建、品牌宣
傳、產品銷售、產業聯動的核心骨幹，帶動了吉林大
米生產提質量、擴產量、成批量。

以核心品牌引領縣市區域品牌集群崛起
以塑造吉林大米核心區域公用品牌為先導，整合

全省優質資源，挖掘稻作文化，合力推動發展，實
施 「吉林大米+」戰略，整合省內優質區域品牌、
重點企業品牌、特色產品品牌，是吉林大米品牌建
設的戰略主軸，亦是成功法則。

在吉林省糧儲局和新華社民族品牌工程辦公室聯
合舉辦的 「美麗鄉村 築夢吉林」鄉村振興與糧食
品牌建設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品牌農業課題組組
長婁向鵬認為，糧食品牌建設過程中應將政府的區
域品牌打造和企業品牌打造、省域的大單品品牌打
造和縣市的區域品牌打造緊密結合，同時在產業之
根的挖掘和品牌靈魂的打造上下功夫。

而吉林省近年來已將這一理念貫徹於實踐中。馮
喜亮介紹說，吉林大米公用品牌建設堅持用大品牌
統領區域品牌，以區域品牌聚合企業品牌，有效推
動了全省糧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了糧食產業
的提質增效，促進了鄉村振興中的產業振興。去
年，吉林省糧儲局制定了《吉林省水稻產業集群發

展規劃（2021-2025）》，將這一經驗推向更高、
更廣實踐空間。

根據規劃，吉林大米品牌建設將突出 「七大特色
之鄉」、17個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品牌區域優勢
和東部火山岩大米、中部黑土有機大米和西部弱堿
大米三大區域特色，以 「吉林稻花香」 「吉林長粒
香」 「吉林圓粒香」 「吉林小町」四大品類為主打
產品，以各市（州）為單位，結合當地實際，優化
產業布局，重點打造九大區域特色水稻產業集群，
在吉林大米公共品牌框架下，大力發展區域特色品
牌，構建吉林大米核心品牌引領下的產業集群。

東部區域突出小流域、火山岩、山泉水區域優
勢，以梅河大米、柳河大米、延邊大米等區域品牌
為載體，以通化柳河為核心，打造火山岩水稻產業
集群；以梅河口市為核心，打造中國皇糧御米之鄉
水稻產業集群；以延邊州為核心，打造海蘭江水稻
產業集群。中部區域突出黑土地、松江水、大糧倉
區域優勢，培育長春大米、榆樹大米、舒蘭大米、
萬昌大米區域品牌，以長春市為核心，打造中國優
質粳米之都水稻產業集群；以吉林市為核心，打造
中國粳稻貢米之鄉水稻產業集群；以四平市為核
心，打造遼河墾區水稻產業集群；以舒蘭市為核
心，打造中國生態稻米之鄉水稻產業集群。西部區
域突出弱堿土、查干湖、嫩江灣區域優勢，以松原
市為核心，打造查干湖水稻產業集群；以白城市為
核心，打造嫩江灣水稻產業集群。

這是一個圍繞吉林大米核心品牌、特色鮮明的品
牌矩陣，它將讓吉林大米品類的品質內涵更為豐
滿，進而開創優質糧食產品對接新消費的新格局。

吉林大米品牌躍升工程深化 「政府信用背書」 品牌內核、價值
「糧食也要打出品牌，這樣效益好、價格好。」 2015年7

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臨吉林省和龍市稻田視察，對吉林大米
品牌建設做出了重要指示。
7年來，作為吉林大米公用品牌建設責任主體，吉林省

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堅持以 「五個一」 為抓手，創品牌、建
聯盟、制標準、搭平台、拓渠道，推動吉林大米品牌建
設，取得階段性的成效。與品牌建設之初相比，水稻種植
面積增加近100萬畝，總面積近1300萬畝，優良品種覆蓋
率超過80%；中高端大米年產量由11億斤增長到25億斤

以上。最近6年，吉林省水稻市場平均收購價始終高出國
家最低保護價0.1元/斤左右。吉林大米已不再是一個單純
的區域糧食公用品牌，而是一個集理想、責任、情懷、堅
持於一身的地域人文品牌。
2019至2021年，吉林大米連續三年榮登 「中國糧油影響

力區域公用品牌」 榜首，並入選 「新華社民族品牌工程」 ，
實現了 「好米」 變 「名米」 的第一階段目標，目前正在向
「名米」 賣 「好價」 的第二階段目標奮進。在全面推進鄉村

振興的大背景下，吉林省政府提出全力實施 「吉林大米品牌

躍升工程」 ，吉林省糧食與物資儲備局正加快落地品牌推
進、良種選育、龍頭培養、產業融合、質量管控、渠道開拓
等六大提升行動。目標是到 「十四五」 末，中高端大米銷售
穩定在30億斤以上，稻米產業總產值穩定在400億元以上。
作為中國農業品牌化發展道路的先行者，吉林大米所開創

的中國特色區域農產品公用品牌發展主導路徑——政府引導
公用品牌建設，及其呈現的 「政府信用背書」 品牌內核、價
值，在品牌躍升工程中依然得到率先體現。

文/冀文嫻

集中優質資源 放大品牌效應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吉林實踐（四）

全方位匯聚品牌建設與發展的合力
在吉林大米品牌建設第一階段， 「政府信用背

書」的品牌內核主要呈現為政府主導品牌建設、質
量監管等基礎層面，在品牌躍升階段， 「政府信用
背書」已呈現為提升吉林大米作為地方戰略性無形
資產的特質、提高品牌附加值的深層次訴求，站立
在維護國家糧食安全、踐行新糧食安全觀、推動農
村農業現代化及地方經濟持續繁榮等更高層面上，
彰顯 「政府信用」價值。

為此，去年底出台的《吉林省政府辦公廳關於打
造吉林區域品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提
出，要堅持企業主體、政府引導。進一步強化企業
主體責任落實，激發企業提升質量和建設品牌的內
生動力。加強政府引導、推動和監管，開展品牌宣
傳推介。推行第三方認證，發揮科研機構、高等院
校、行業協會等作用，形成品牌推動合力。

前不久，吉林省政府召開了吉林大米品牌躍升工
程企業家座談會，會議由吉林省政府副秘書長李繼
東主持，吉林省副省長韓福春參加會議。韓福春向
企業家了解生產經營現狀和未來發展的制約因素，
並對企業關切問題進行了現場部署。他表示，吉林
大米已經具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場影響力，但
與老百姓的需求和預期目標仍有差距，要在現有基礎
上進一步加強品牌建設力度，推動實現吉林大米品牌
整體躍升。他強調，要做強吉林大米品牌，一要堅持
把種子做好，二要把種植基地管好，三要突出企業主
體，四要把 「白金名片」叫響擦亮，五要抓好品牌宣
傳，六要學好營銷這門課。根據企業家提出的企業貸

款難、融資難問題，他要求盡快召開金融機構協調
會，幫助企業解決融資問題。

是次座談會之後，吉林省糧儲局即刻召開吉林大
米品牌躍升工程政銀擔座談會，落實吉林省副省長
韓福春的相關部署。吉林省糧儲局局長馮喜亮參
會，並與吉林省財政廳、人民銀行長春中心支行、
農發行吉林省分行、吉林省農擔公司、吉林省糧食
行業協會等14家單位相關業務負責人進行深入座談
交流。會上，6家銀行、2家金融擔保機構和4個中
省直單位代表，對吉林大米品牌躍升工程中的 「強
化金融支撐」任務及對應措施，提出了意見建議。
馮喜亮提出，一是要充分釋放糧食信保基金活力，
重點向吉林大米企業傾斜，加大糧食擔保基金宣傳
力度，使之成為助推吉林大米品牌躍升的重要支撐
力量；二是希望金融企業開發符合吉林特色、適應
水稻加工企業的金融產品，進一步發展應收賬款、
水稻倉單、土地經營權、產品訂單等作為質押物的
融資方式；三是要定期召開吉林大米政企銀保擔對
接會，幫助解決企業貸款難、銀行放款難的問題。

馮喜亮認為，鄉村振興，排在首位的是產業振興，
產業要想振興，打造具有當地特色和競爭力的品牌，
是繞不過去的門檻。實踐證明，打造糧食品牌可以更
好地發揮市場導向作用，減少低端無效供給，提升優
質糧食供給效率，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從產
區來說，品牌引領的直接作用就是引導農戶根據市場
需求調整種植結構，增加種糧收益。

近年來，吉林大米品牌建設以產業聯盟聚集優勢企
業，組建吉林大米產業聯盟，統一使用 「吉林大米」
LOGO，引導建立 「聯盟企業+合作社+農戶」 「聯盟

企業+基地+農戶」利益共同體，夯實產業基礎。並吸
收水稻育種、產品營銷、品牌策劃等相關企業共同參
與，進一步完善聯盟體系，促進全產業鏈發展。同
時，以區域聯盟核心企業為主體，建立吉林大米西部
運營中心、福建運營中心、浙江運營中心，加速吉林
大米品牌落地銷售。目前，產業聯盟企業從最初7家
發展到的69家，成為了吉林大米平台搭建、品牌宣
傳、產品銷售、產業聯動的核心骨幹，帶動了吉林大
米生產提質量、擴產量、成批量。

以核心品牌引領縣市區域品牌集群崛起
以塑造吉林大米核心區域公用品牌為先導，整合

全省優質資源，挖掘稻作文化，合力推動發展，實
施 「吉林大米+」戰略，整合省內優質區域品牌、
重點企業品牌、特色產品品牌，是吉林大米品牌建
設的戰略主軸，亦是成功法則。

在吉林省糧儲局和新華社民族品牌工程辦公室聯
合舉辦的 「美麗鄉村 築夢吉林」鄉村振興與糧食
品牌建設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品牌農業課題組組
長婁向鵬認為，糧食品牌建設過程中應將政府的區
域品牌打造和企業品牌打造、省域的大單品品牌打
造和縣市的區域品牌打造緊密結合，同時在產業之
根的挖掘和品牌靈魂的打造上下功夫。

而吉林省近年來已將這一理念貫徹於實踐中。馮
喜亮介紹說，吉林大米公用品牌建設堅持用大品牌
統領區域品牌，以區域品牌聚合企業品牌，有效推
動了全省糧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了糧食產業
的提質增效，促進了鄉村振興中的產業振興。去
年，吉林省糧儲局制定了《吉林省水稻產業集群發

展規劃（2021-2025）》，將這一經驗推向更高、
更廣實踐空間。

根據規劃，吉林大米品牌建設將突出 「七大特色
之鄉」、17個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品牌區域優勢
和東部火山岩大米、中部黑土有機大米和西部弱堿
大米三大區域特色，以 「吉林稻花香」 「吉林長粒
香」 「吉林圓粒香」 「吉林小町」四大品類為主打
產品，以各市（州）為單位，結合當地實際，優化
產業布局，重點打造九大區域特色水稻產業集群，
在吉林大米公共品牌框架下，大力發展區域特色品
牌，構建吉林大米核心品牌引領下的產業集群。

東部區域突出小流域、火山岩、山泉水區域優
勢，以梅河大米、柳河大米、延邊大米等區域品牌
為載體，以通化柳河為核心，打造火山岩水稻產業
集群；以梅河口市為核心，打造中國皇糧御米之鄉
水稻產業集群；以延邊州為核心，打造海蘭江水稻
產業集群。中部區域突出黑土地、松江水、大糧倉
區域優勢，培育長春大米、榆樹大米、舒蘭大米、
萬昌大米區域品牌，以長春市為核心，打造中國優
質粳米之都水稻產業集群；以吉林市為核心，打造
中國粳稻貢米之鄉水稻產業集群；以四平市為核
心，打造遼河墾區水稻產業集群；以舒蘭市為核
心，打造中國生態稻米之鄉水稻產業集群。西部區
域突出弱堿土、查干湖、嫩江灣區域優勢，以松原
市為核心，打造查干湖水稻產業集群；以白城市為
核心，打造嫩江灣水稻產業集群。

這是一個圍繞吉林大米核心品牌、特色鮮明的品
牌矩陣，它將讓吉林大米品類的品質內涵更為豐
滿，進而開創優質糧食產品對接新消費的新格局。

吉林大米品牌躍升工程深化 「政府信用背書」 品牌內核、價值
「糧食也要打出品牌，這樣效益好、價格好。」 2015年7

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臨吉林省和龍市稻田視察，對吉林大米
品牌建設做出了重要指示。
7年來，作為吉林大米公用品牌建設責任主體，吉林省

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堅持以 「五個一」 為抓手，創品牌、建
聯盟、制標準、搭平台、拓渠道，推動吉林大米品牌建
設，取得階段性的成效。與品牌建設之初相比，水稻種植
面積增加近100萬畝，總面積近1300萬畝，優良品種覆蓋
率超過80%；中高端大米年產量由11億斤增長到25億斤

以上。最近6年，吉林省水稻市場平均收購價始終高出國
家最低保護價0.1元/斤左右。吉林大米已不再是一個單純
的區域糧食公用品牌，而是一個集理想、責任、情懷、堅
持於一身的地域人文品牌。
2019至2021年，吉林大米連續三年榮登 「中國糧油影響

力區域公用品牌」 榜首，並入選 「新華社民族品牌工程」 ，
實現了 「好米」 變 「名米」 的第一階段目標，目前正在向
「名米」 賣 「好價」 的第二階段目標奮進。在全面推進鄉村

振興的大背景下，吉林省政府提出全力實施 「吉林大米品牌

躍升工程」 ，吉林省糧食與物資儲備局正加快落地品牌推
進、良種選育、龍頭培養、產業融合、質量管控、渠道開拓
等六大提升行動。目標是到 「十四五」 末，中高端大米銷售
穩定在30億斤以上，稻米產業總產值穩定在400億元以上。
作為中國農業品牌化發展道路的先行者，吉林大米所開創

的中國特色區域農產品公用品牌發展主導路徑——政府引導
公用品牌建設，及其呈現的 「政府信用背書」 品牌內核、價
值，在品牌躍升工程中依然得到率先體現。

文/冀文嫻

集中優質資源 放大品牌效應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吉林實踐（四）

抵港人士讚入境過程順利
昨日，有大約50班航班抵港，抵港人士感慨入境過程

順利，紛紛表示滿意。港鐵亦加密機場快線服務至每15
分鐘一班車，並將視乎機場快線的乘客量變化，加強服
務。

首班客機昨晨由台北抵港，航空公司為方便旅客免於
酒店檢疫，推遲航班4小時抵港。 「早前朋友的經驗都
是要在機場等待4至5個小時，今天從下飛機到入境用
了不到一個小時。」有乘搭該航班的港人向記者表示，
自己在港台兩地都有家庭，已有兩年無回港與家人相
聚，現時心情十分激動。他說，知道香港調整檢疫政策
後，就留意機票狀況，但發現機位不算很緊張，故到前
日下午才訂機票；今次上機前亦已做好健康申報、快速
測試等，入境過程總算順利。

原計劃兩天後從韓國首爾抵港的港人吳小姐提前回
港，對 「0+3」新措施感興奮，她原本已預訂3天酒店隔
離房間，而現在就方便很多，還省下了一筆費用。

酒店餐飲業憂影響生意
隨檢疫安排改為 「0+3」，檢疫酒店的士服務結

束。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稱，這對的士業
界影響不大，但期望當局進一步放寬入境政策，令旅客
回升，帶動的士業界生意。

同時，檢疫酒店的抗疫任務亦已完成。昨早6時起，
正入住指定檢疫酒店的客人可有序離開，相關酒店亦會
變回普通酒店。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媛妍表示， 「0+
3」對業界未必是好消息，因檢疫酒店要重返本地市
場，惟目前本地需求不算太大；而且 「0+3」對旅客吸

引力亦不大，預期
新安排下酒店業界
生意不會太好。

香港餐飲聯業協
會 會 長 黃 家 和 亦
指，聖誕、新年本
是餐飲業旺季，但現時不少市民計劃外遊，會直接影響
本地飲食業生意。他呼籲政府盡快放寬規管餐飲業的措
施，包括放寬至每桌12人，取消桌與桌之間1.5米間距
要求，以及放寬宴會人數至240至360人等。

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表示，政府上周宣布放寬措施
後，每日都有過百人到分行查詢報團或自由行，較 「3+
4」方案期間每日20至30人查詢大幅增加，有分行更出現
人龍。他指，旅客最終目標是 「0+0」，目前只有日本相
關旅遊產品較受歡迎，其餘地方銷情仍差強人意，期望聖
誕或農曆新年假期前後，會有更多長線團可以成行。

總商會：內外通關同等重要
香港總商會主席阮蘇少湄指，入境檢疫由 「3+4」改

「0+3」是有大幅改善，商會非常支持，相信對與國際
聯繫有幫助，但並非完全解決問題。她稱， 「0+3」有
利外訪，對旅客仍不具吸引力。她形容今次是朝正確
方向邁進，但仍須加強。商會希望盡快邁進 「0+0」，
相信政府對社會各界包括商界的訴求已非常清晰，但明
白政府有責任平衡疫情風險。

她又說，本港與內地通關同樣重要，因香港作為超級
聯繫人，負責聯繫國內與外地，所以與外地通關是第一
步，如果長久未能與內地通關，亦會大大削弱香港競爭
力。

昨天是 「0+3」 首日，香港國際機場旅客入境順利方便、井然有序。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