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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图片新闻

本报长治9月6日讯（记者 冯
毅松 通讯员 王鹏 段婷婷）引导
顾客点餐、边角料创意做、推出“小
份”菜品……近日，文明用餐的新风
尚在长治市潞城区悄然兴起。今年
以来，潞城区多家餐饮企业创新经营
模式，想妙招出奇招，引导消费者文
明用餐、减少浪费，积极倡导健康、卫
生、节约的用餐方式，按需点餐、少量

多样，逐渐成为该区餐饮行业和消费
者更节约、更划算、更丰富的“时尚”
选择。

“您好，要是三个人的话，点四
个菜已经差不多够了，如果不够的
话咱一会儿再加可以吗？”“可以可
以。”这是一段潞城区某饭店的服务
员和消费者之间的对话。像这样的
点餐对话交流情形，在该区一些饭

店酒店正在成为常态。在交流过程
中，饭店服务员会和消费者沟通菜
品和份量，推荐特色菜，提醒他们适
量 选 择 。 除 了 提 醒 消 费 者“ 适 量
点”，同时还会推出店里的“小份
菜”，深受消费者青睐。

提倡文明用餐、节约粮食是潞
城区餐饮行业一直在做的事情。饭
店坚持“源头”抓节约，从节省原材

料上下功夫，对原材料实行精细化
管理，在进货、销售、库存环节进行
管控，避免库存积压而导致的食材
浪费。

时下，外卖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
消费理念。潞城区的一些餐饮商户
在美团外卖平台上推出了“半份半价
菜”的规格销售，不仅满足了食客多
样化点餐需求，还避免了浪费粮食。

长治市潞城区兴起适量点餐“新时尚”

本报临汾9月6日讯（实习记
者 李京益）记者从省商务厅获
悉，为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配备
餐饮业分餐用具，全面落实餐饮业
公勺公筷使用规范标准，倡导文
明、健康、安全用餐方式，日前，临
汾市文明办、商务局、餐饮服务促
进中心、名厨协会联合制定发布

《临汾市首批餐饮企业公勺公筷使
用公约》。

《公约》要求，公筷的外形尺寸

应明显区别于进食筷，粗端宜印
（烫）“公筷”字标识。各类餐饮企
业应配置符合要求、数量充裕的公
勺公筷及分餐夹，配备数量应按就
餐时最大客流量对应配备。公勺
公筷应置于专用架或盘上，与普通
勺筷垂直摆放，或摆放在每一道菜
食盛装器皿右侧小盘内，工作台设
置公勺公筷分餐夹专用存放区
域。餐饮企业应对服务人员加强
公勺公筷使用培训。

临汾发布首批餐饮企业公勺公筷使用公约
数量应按就餐时最大客流量对应配备

本报长治9月 6日讯（记者 王
蕾 通讯员 张玉林）“一饭一菜来之
不易，请大家吃多少，拿多少，拒绝浪
费，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9 月 2 日
早，沁县供电公司职工食堂服务员对
正在打饭的员工说。这也是该公司多
举措落实节约粮食理念，告别“舌尖上
的浪费”的一个缩影。

近期，沁县供电公司开展了“厉行节
约 反对浪费”专项行动，采取“线上+线
下”模式坚决打赢节约粮食战。线上在

“沁供全员信息发布群”开展“节约粮食从
我做起”活动，定期在群内发布中央省市
关于节约粮食文章及短视频；线下向全体
员工发放节约粮食倡议书，在食堂悬挂节
约粮食宣传版面图片，设立专门的引导
员，监督指导就餐人员适量就餐。同时创
新推出半份、例份等规格，制作反对浪费
粮食的视频在办公楼大厅循环播放，举
办“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培训课，加强员
工思想教育。据不完全统计，活动开展
以来，该公司厨余垃圾已减少了近50%。

沁县供电：

开展“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

“随着我们公司越做越大，品牌建设
显得尤为重要，今天有这么多品牌专家
学者上门为九牛牧业把脉问诊，实乃我
们公司的幸事。”山西九牛牧业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王宏伟脸上溢满了笑容。

8月31日一大早，淅淅沥沥的秋雨
让空气中透着一丝微凉，来自山西省品
牌协会、晋商品牌课题组的十余位专家
学者怀揣着“融智创优 推塑品牌”的初
心走进九牛牧业乳品加工厂和祁县九牛
牧场，通过实地走访和召开研讨会，就企
业在市场经济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大
环境下，如何塑造品牌、创优品牌、建设
品牌体系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

“九牛”品牌之路的“鲜战略”

在乳品加工厂生产线上，“全副武
装”的作业人员正有条不紊地操作着
生产设备，经过原奶验收、前处理及杀
菌、发酵冷却、灌装入库、检验出库等
一道道工序，一包包鲜奶经过装箱后
运往各大商城、门店。

在祁县九牛牧场，两台酷似游乐
场“大摆锤”的转盘很是吸睛，只见一
头头黑白相间的奶牛在奶工为其套上
挤奶杯组后，排着队走上转盘。“这是
利拉伐 72 位转盘，转一圈需要 8 分半
钟，该转盘可为72头奶牛同时挤奶。”
该牧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以饲草种植、奶牛养殖、原奶
加工、冷链配送、连锁直销为一体的国
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九牛牧
业始终遵循“绿色、健康、安全、优质”
的产品理念，成功研发了巴氏鲜奶、常

温奶、烘焙三大系列200多个品种，在
全国率先推出 24 小时“当日鲜”。其
中，鲜奶产品添补了我省市场巴氏鲜
奶供应的空白，从挤奶、加工、出厂、运
输到销售全程冷链配送储藏，实现2小
时从牧场直供社区，保证广大消费者
能喝到新鲜、安全、高品质的鲜奶。

“要想在众多乳品企业中突出重
围，不仅要做好产品，还要关注消费者
的反馈。”

“这么好的硬件设施，这么好的产
品，要寻找适合产品营销理念的KOL
（关键意见领袖），通过KOL讲好九牛
牧业品牌故事。”……

“鲜”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鲜活
的进口奶牛、鲜美的草场饲料、入口醇
香的鲜奶……九牛牧业主打的“鲜战
略”，品牌专家们看在眼里、尝在口中，
九牛牧业怎样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品
牌之路，更是计上心头。

让“奶瓶子”“飞进”千家万户

为了帮助九牛牧业塑造家喻户晓
的本土品牌，让其产品成为百姓餐桌
上名副其实的“奶瓶子”，当天下午召
开的研讨会上，品牌专家们从不同角
度毫无保留地对九牛牧业品牌塑造、
运用、传播给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

省政协智库专家、省农业厅原副厅
长董希德从发展理念、产品质量、贴心服
务等多个方面为九牛牧业竖起了大拇
指。他说，好品行是塑造好品牌的基础，
九牛牧业多年来用工匠严苛精神做好每
一杯牛奶，是真正的本土良心企业。但
有好的产品还不够，只有加大宣传才能
让九牛牧业的奶产品“飞进”千家万户，
从而真正塑造九牛牧业的品牌。

山西资深实战派品牌专家郭守祥
认为，九牛牧业只有深耕心智营销方
能走出破局之路。他表示，要把经营
产品和经营客户两手抓，首先要寻找
产品与消费者心智认知的共鸣点，然
后在可以刺激消费者认知兴奋点上做
文章，更重要的是，在与对手产品对比
基础上，下功夫挖掘产品亮点，并不断
放大亮点，打造独树一帜的品牌文化。

晋商品牌课题组副组长贾云智以
“疫考之后的九牛线上突围策略”为主
题，分三个板块进行了阐述。“一是要
根据客群导向进行品牌重塑，传播时
尚化、年轻态、娱乐化话题。二是要在
九牛客群中找到 KOL，打造 KOL+短
视频+社群营销的新零售战术。三是
依托省品牌协会的力量，邀请专业团
队合作赋能落地，立足百场千店抢占
省城乳业市场。”贾云智如是说。

晋商品牌课题组副组长陈红军围绕
“知识产权是企业发展的守护神”，从知识
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角度阐述了企业
品牌如何产生溢价能力。他说，创造要善
于发现，勿以细节而不为；运用要整体制
定知识产权战略，有的放矢；管理要及时
跟踪前沿技术，利用时间差把握时机。

晋商品牌课题组秘书长郭志亮就
“精抓细管提升产品质量，实现品牌升
级”进行了分享，他认为，一是要进一
步细化、量化、具体化工艺标准，使高
标准看得见。二是把企业文化理念体
现在设计中，做出有自身特色的一套
文化价值。三是精细管理，借鉴参考
相近行业品牌的经验和教训。

做企业塑造品牌的“贴心人”

“我宣布，中国著名品牌专家赵加

积任山西省品牌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委员……”

研讨会期间，还有一场重头戏，那
就是山西省品牌协会专家委员会成立
授牌仪式。

山西省品牌协会会长邢尚新表示，
品牌协会专家委员会的设立，将高度引
领和指挥品牌协会全行业发展方向，要
发扬团结互助、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
沟通、联络情感、树立信用、打造品牌，
从而构建朋友共同体、品牌共同体、连
锁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赵加积现场介绍了品牌协会专
家委员会的工作任务与目标。他提
出，品牌专家委员会的运营要“整体
创意 分步推进”，稳步实施山西品
牌的“六个一”发展战略。即制定一
个《山西品牌强省实施方案》、推荐
一批《山西标志品牌案例》、召开一
次“品山西 品中国”论坛、举办一
期《三晋品牌培训班》、编制一本《山
西品牌大型集锦》、组织一次“山西
品牌大市调”活动。

如果说品牌专家献上的一条条锦
囊妙计是“仙人指路”，那品牌协会专
家委员会的成立，无疑让企业在塑造
品牌过程中多了一群“贴心人”。

“今天的研讨会让我有一种拨云
见日的感觉，专家们的建议我们将在
会后召开董事会认真研究学习。我们
有信心继续精心打造国内低温奶行业
的领军企业，力争进入全国乳业20强，
成为国内更有影响力、竞争力的乳业
品牌。”王宏伟说。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研讨会不知不
觉进入了尾声，然而山西省品牌协会
助力企业更好地培植品牌、创建品牌、
支撑品牌之路却没有终点。

我省品牌专家学者走进山西九牛牧业，就如何塑造品牌、创优品牌、建设品牌体系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 ——

“九牛”突围塑品牌 专家把脉献良策
本报实习记者 李京益

本报大同9月6日讯（记者 栗美霞）为深入推进“游山
西·读历史”活动，贯彻落实“六字要诀”，加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宣贯实施力度，充分发挥标准化示范引领
作用，山西省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9月2日-3日在大同市
组织举办“游山西·读历史”全面贯彻“六字要诀”提升山西旅
游标准化水平培训班。大同市、朔州市及县（区）文旅局、涉旅
企业负责人共计10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根据参训人员不同岗位需求，省旅标委聘请了
省内外标准化方面的权威专家从“六字要诀”逐项标准化、涉
旅企业标准体系建设、提升标准化的认知与行动、“游山西·读
历史”现场教学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对学员进行培训提升。

为了突出此次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次培训采取专
家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等方式进行，课程精心设计，内容
紧贴深入推进“游山西·读历史”活动。本次培训和在全省各
地的系列标准化培训，将进一步推动全省旅游标准化工作的
进程，加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旅游标准的宣贯实施力
度，充分发挥标准化示范引领作用。

为深入推进“游山西·读历史”活动

山西旅游标准化水平培训班举办

9月6日，共青团闻喜县委书记宋
斐为青少年讲“节约粮食”的主题团课。

该县团委把倡导节约、尊重劳动、
拒绝铺张浪费作为头等重要工作来做，
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制作展板、印发
倡议书和横幅等形式，组织团员青年进
机关、进社区、入学校、入市场、到农村、
到企业，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大力
宣传“爱粮节粮、厉行节约”的重要性，倡
导人们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树立正
确的思想理念，做勤俭节约的倡导者，科
学合理用餐，做“光盘行动”的践行者，用
点滴努力影响他人，在全社会营造“浪费
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吕 游
通讯员 刘 佳 摄

共青团闻喜县委:

让节约成为青少年的自觉行动

一线传真

本报太原9月6日讯（实习记者 李京益）记者日前从省
投资促进局获悉，为了在抓项目、促转型上见实效，省投资促
进局将组织开展重点发展产业小分队精准对接行动。

据了解，省投资促进局组织大数据融合创新产业招商小
分队、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招商小分队等重点发展产业专
业招商小分队，即日起将围绕重点打造的 14 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文旅三大板块、三大
创新工程等，以“建链、延链、补链、强链、提链”为重点，紧盯产
业链上下游，开展精准对接招商活动。

在具体招商活动中，各小分队将针对各产业领域国内优
势企业开展研究分析筛选，确定重点对接目标企业，开展重点
拜访洽谈，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长、附加值高、带动性强的产
业项目和专精尖配套项目。预计总体完成对接联系各类企业
和机构1000家，完成项目合作协议1000亿元以上。

小分队还将围绕山西籍“两院院士”“国家高层次人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行业知名人士和百强企业高管等晋籍人才进行联络拜访，对
接联系 1000 人以上，争取引进一批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
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研究院等高水平项目。

为了在抓项目、促转型上见实效

我省将开展重点发展产业小分队精准对接行动

（上接第1版）
项目启动以来，长治市供销社筹资4000余万元，从投放、

积分、清运、处理四个环节入手，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了
实现引导垃圾分类、可回收物回收、平台信息调度和基地加
工再利用一体发展的绿色智慧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自主研
发的扫码投放垃圾机和再生资源便民回收屋，提高了居民
垃圾分类参与度和投放准确度。扫码投放垃圾机还兼具便
民服务信息查询和播放公益广告等功能。他们开发的“供
销万家”APP 平台可实现手机与“积分卡”的绑定，享受“线
上供销商城积分兑换”和“线下供销合作网点商品兑换”等
服务；自主开发的“垃圾分类数字化管理平台”，掌握垃圾种
类、数量及所需车辆信息。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则承担起全
市再生资源的回收、分拣和加工任务，重点对纸张类、玻璃
类、衣物类、金属类、家电类等进行打包处理，对塑料类物品
实行全封闭、无污染、零排放、订单式加工处理，提高了再生
资源的利用价值。

目前智能回收设备已推广到长治33个居民小区、11家学
校和医院，再生资源回收也升级成为一个智能、高效、可溯
源、可持续的产业闭环。

旧家电有新去处

8月27日，以“科普、环保、公益”为主题，阳泉市供销社直
属企业天元集团主办的天元家电巡展活动开展。

活动现场分老家电、智能家电、新能源车三个展区，
让大家了解废旧家电的潜在风险、随意处置废旧家电给
环境带来的危害，鼓励引导市民将家中废旧电器送到正
规拆解中心处置。很多市民表示，家里的旧电器一直不
知道怎么处理，卖了废品也不值钱，现在把旧家电交给天
元我放心。

据了解，2011到2020年，天元集团废旧电器拆解中心共
处置废旧家电660万台，收集危险废物1.6万吨，处置废塑料
2.4万吨、有色金属1万吨，成为全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主
渠道。

……
乡村村容村貌、卫生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

须年年讲、月月讲、时时做。城市的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利用
因为体量大也同样重要。8 月底，省财政下达农村“厕所革
命”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3914万元，可见，在不同的卫生层面，
无论是收运垃圾、资源再利用，还是农村厕所的改造，都是为
了环境更美好，都是为了做好绿水青山的基础工作。从这个
角度说，无论在城市在乡村，我们都应该保护环境从自己做
起，努力做好垃圾分类回收，促进再生资源产业循环，让山西
的环境更美人气更旺。

图为榆次区庄子乡西嫣村的专用垃圾清运车在收取村
民的垃圾。 本报首席记者 崔晓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