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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在位于萍乡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甘源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甘源食品），现代

化食品生产线排列整齐，原料浸

泡区、油炸区、调味区等功能区

域划分清晰、布局合理，自动化

设 备 高 效 运 转 ，将 原 料 转 变 为

成品。

“我们车间一条生产线上的

工作人员不超过 10 个，日产青豌

豆产品 2 万箱。”甘源食品四期生

产车间负责人杨凯介绍，公司正

在打造一个数据平台，收集各类

生产数据，提高生产管控的精准

度，使生产更加智能高效。

2006 年，创始人严斌生将他

在广东番禺盘下的一家小食品

厂迁回了家乡萍乡，创办了甘源

食品厂。当时的小食品厂使用

土锅土灶，以传统方式生产主打

产品——油炸青豌豆。然而，这

种生产方式受人工因素影响大，

不同批次的产品在品质、口感等

方面存在差异。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专业的

食品研发部门，只能像家里炒菜

一样，一次一次测试，不断改进

生产配方和工艺、改良口感。”甘

源食品副董事长严海雁说。

经过不断研究，甘源食品不

仅成功摸索出了蒜香青豌豆的

配方，还开发出了蟹黄味瓜子、

蚕豆等产品，一经推出就获得了

市场认可。大量订单随之而来，

但传统的生产方式产能有限，难

以满足需求。如何打造一条现

代化食品加工生产线，成为公司

发展的难题。

由于市面上没有现成能直

接使用的食品加工设备，甘源食

品根据自己摸索出来的配方和

加工经验，与一家设备供应商达

成合作，共同打造非标设备。加工设备到位后，浸

泡、油炸、裹粉、调味等各种工序以流水线的生产模

式进行自动化生产，提高了生产线的运行效率与稳

定性，实现了甘源食品从传统手工制作到现代工业

化生产的转变。

“设备有了，但传统的管理模式跟不上公司发

展，出现了品控和质量方面的问题。”严海雁说，解

决问题的关键在人，为此企业又大量引进了相关专

业的技术人才。

研发是食品企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引进的

技术人才，甘源食品组建了专业团队，将研发中心

搬到了杭州。在这里，研发人员能第一时间接触到

原材料上下游以及国外食品行业的前沿信息。结

合市场实际情况，公司研发人员在口味与产品丰富

度的融合上进行了深度创新，推出了芥末味夏威夷

果、芒果冻干腰果等新产品，其中芥末味夏威夷果

2023年销售收入超过 2亿元。

面对市场变化和挑战，靠经销商代销模式壮大

的甘源食品一方面以线下渠道为主体，加大中小型

超市、便利店等传统渠道的网点覆盖率；另一方面

稳步扩大零食量贩店、电商平台、社交电商和直播

带货、即时零售等新兴渠道的市场规模，积极探索

更多元的渠道发展模式。2023 年，甘源食品实现营

业收入 18.48亿元，比上年增长 27.36%。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开拓海外市场，目前产品

出口欧美和东南亚，未来我们还将在海外建设生产

基地。”严海雁说。

抚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徐建元的临川篾编作品《清

明上河图》被中国国家版本馆收藏；临川白浒窑非遗传承人

张志刚的白浒窑作品《相府家宴》入围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

艺山花奖终评……近年来，抚州以被列为全国首批民间文艺

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城市为契机，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发

展上持续发力，坚持保护传承两手抓，创新转化双驱动，成果

丰硕。

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抚州怎

样做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如何拓宽提升

当地文化影响力的有效路径？给民间文艺事业发展带来了

哪些新变化？日前，记者进行了调研采访。

文化底蕴显出来

将散落在万家灯火里的民间文艺“珍珠”连珠成串，是抚

州推进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的第一步。

为摸清民间文艺“家底”，2023 年 6 月至 10 月，抚州开展

了首次民间文艺资源普查，确认了木雕、剪纸、戏曲、傩舞等

民间文艺技艺 10 大类别 205 项。以此为契机，加强了与民间

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等群体的联系，推进民间文艺作品

版权登记工作。目前，全市已有近 2 万件民间文艺作品完成

了民间文艺版权登记，明确了著作人权益，从而为民间文艺

版权保护与促进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抚州坚持制度先行，出台《抚州市民间文艺版

权纠纷行政调解流程》等一批办法、制度。先后挂牌成立抚州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木雕、剪纸、篾编等8个专业委员会，以及抚

州市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中心，初步形成了齐抓共管的

试点工作格局，让民间文艺在传承中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

匠心独运的临川金银錾刻、推陈出新的南丰傩面具雕

刻、巧夺天工的各式古琴……走进位于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

的抚州市民间文艺版权博览馆，琳琅满目的民间文艺作品映

入眼帘。

“博览馆分青花斗彩、余音绕梁、锦绣梨园等板块，征集

全市 156 名民间文艺工作者的 1262 件展品，涵盖 50 余种文艺

技艺品类。”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抚州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席周文平告诉记者，抚州市打造的博览馆，不仅是全市

民间文艺的“百科全书”，更是集版权登记、作品维权、创作展

示、教育传承、研究交流、拍卖交易等功能为一体的民间文艺

工作平台。

文化名片亮起来

摸清了文化“家底”，拓宽提升文化影响力的有效路径，

便成为抚州推进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的又一

重要内容。

为不断提升民间文艺家的版权保护意识、激发创作热

情，抚州先后以版权保护与促进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评选

活动，并在活动中将持有版权作品数量纳入评分标准。

在 2023年“山花璀璨·版权添彩”抚州市民间文艺版权作

品创作成果展览评比中，该市 200 余件原创民间文艺作品参

赛，民间文艺家创作热情被充分激活。抚州连续两年举办

“民间工艺名人”“民间工艺大师”评选活动，评选出 80 余名

德艺双馨的民间艺人，目前全市民协会员总数已超 400人。

去年，第九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暨 2023国际版权论坛

上，抚州 8 家民间文艺工艺相关企业、工作室和 40 余名民间

文艺家选送的 300 余件作品引起了多方关注，进一步提升了

抚州的文化影响力。

随着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抚

州民间文艺作品不仅在国内文化交流活动中绽放光彩，更迈

向了世界舞台。2023 年，张志刚带着 300 件（组）完成民间版

权登记的白浒窑作品，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中菲陶瓷展览

交流活动，用陶瓷语言生动讲述“一带一路”中的抚州故事。

文化产业旺起来

第二届江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抚州市民间工艺大

师封益华制作的落霞式古琴以 7.6 万元的价格售出；南丰县

20 多家傩面具雕刻企业和工作室打造的雕刻工艺品，在荷

兰、希腊、美国等 30 多个国家畅销，年营收超 5000 万元……

随着抚州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的深入，当地民

间文化底蕴不断被挖掘、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民间文艺作

品变产品、产品变产业的经济链条也逐渐形成。

在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抚州打造了 3 个民间文艺

展示的集中连片区，发挥民间文艺集群效应，提升民间文艺

活化利用水平。目前，全市已初步形成抚州陶瓷产业、南丰

傩面具产业、抚州木雕产业、黎川油画产业、临川灯芯草产

业、东乡铸造产业等特色民间文艺产业。

聚焦数字经济发展，抚州还建设了民间文艺网上交易中

心，打造了“抚州民间文艺网上集市”，让完成民间文艺版权

登记的民间文艺作品通过网上集市销往全国各地。目前，该

平台正在销售的商品有百余种，累计成交额超 110万元。

飞“岩”走壁、腾挪跳跃，电光石火间决定

选手胜负成败。5 月 30 日，“绝美全南 勇攀

高峰”2024第二届全国攀岩冠军赛在中国（全

南）攀岩小镇落幕。赛事聚集众多国内顶尖

攀岩选手，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场精彩的“岩壁

芭蕾”视觉盛宴。这是全南县自2022年以来，

连续三年举办国家级攀岩赛事。近年来，全

南县大力实施“一县一品”发展战略，做活“攀

岩+”文章，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形成以赛促

旅、以旅带文、文体旅共进的新业态。

攀岩赛事出彩“出圈”

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攀岩赛事，来自全

国各地的 17 支攀岩代表队近百名攀岩强手

参加角逐。本次大赛参照国际攀联 2024 最

新比赛规则，对标巴黎奥运会设项，旨在通

过国内赛事平台挖掘优秀选手，为下一个奥

运周期的中国攀岩提供人才储备。

5 月 29 日晚，男女子速度赛决赛展开巅

峰对决。两两对战的赛制，几秒钟内也能出

现反转再反转的剧情。江西攀岩队黄敬杰

获男子速度赛决赛冠军后激动不已。去年

在全南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今年在全南夺

冠，黄敬杰笑称“全南是攀岩运动员比赛的

福地”。“全南在攀岩赛事的组织以及后勤服

务保障方面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我们只要

全身心投入比赛就行。”黄敬杰说。

来自重庆攀岩队的范竞月也是第二次

来全南县参赛。“这里场地、环境设施都很

好，现场氛围非常热烈，我很享受在全南的

比赛。”范竞月说。

依托攀岩小镇，全南县相继举办了一批

国家、省市级大型攀岩品牌赛事：2022 第六

届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暨 2022 全国青少年

U 系列攀岩联赛，2023 第二十九届全国攀岩

锦标赛暨巴黎奥运会国家攀岩集训队选拔

赛……2023 年 11 月，全南攀岩小镇基地被

省 体 育 局 列 为“ 江 西 省 攀 岩 训 练 基 地 ”。

2024 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发展大会暨中

国登山协会青少年委员会工作会上，全南县

被授予第一批（12 家）全国攀岩后备人才基

地创建单位。

“从赛事的成功举办到攀岩运动进校园

以及攀岩文化的宣传，我在全南感受到浓厚

的攀岩氛围。希望通过攀岩项目的普及推

广，让更多青少年加入这项运动，也希望未

来全南再走出像钟齐鑫一样的攀岩世界冠

军。”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攀岩

运动部主任厉国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文体旅融合扬起“新风帆”

大赛期间，“全南有戏”2024 年文化惠民

周同步开启，多场不同风格的服装秀在天龙

山景区、雅溪古村、河边街公园等地展演，吸

引众多游客市民驻足观看。

“我们特意从广州赶来欣赏攀岩比赛，

赛后亲身体验了攀岩的乐趣，顺便再到全南

其他景区游玩，放松一下心情。没想到还看

到了服装秀，很幸运。”来自广州的游客周琳

笑着说。

全南县教科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攀岩

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既能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又能助力旅游业发展，攀岩相关

产业的辐射效应也在持续加强。

为充分释放“赛事经济”效应，全南县积

极推动体育“携手”景区，打造特色健身天

地。该县以攀岩为主题，大力推行“攀岩＋旅

游”模式。如今，攀岩小镇已发展攀岩酒店、

岩屿餐厅、攀岩训练基地、水上运动、户外拓

展、农业采摘等60多种业态，满足游客多样化

的体验需求。攀岩小镇获评为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有效带动了全县旅游业的发展。

以赛促旅引客来。全南县精心设计绿

色康养、生态休闲、运动健康等主题精品线

路，大力丰富“体育赛事-旅游发展-文化宣

传-市场消费”的文旅业态，抢抓现代旅游产

业机遇，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经济圈、

休闲圈，八成以上游客来自粤港澳大湾区。

目前，全南县打造了雅溪古村、天龙山景区、

攀岩小镇等 3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以及 1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 个省 4A 级乡村旅

游点、3 个省 3A 级乡村旅游点，“绝美全南更

胜画”旅游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2023 年，

该县特色旅游产业进一步壮大，共接待游客

720 多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64.45 亿

元，比上一年增长 29.22%。

6 月 16 日，俯瞰余干县康体滨水公园，湖、桥、步道、绿植相映成景。近年来，余干县有效利用城区碎片土地、街

头空地、废弃地“见缝插绿、见缝造景”，打造景观优美实用的“口袋公园”，为市民提供健身、休闲好去处。

本报全媒体记者 涂汉林摄
“口袋公园”扮靓城市

将散落的民间文艺“珍珠”连珠成串
——看抚州如何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发展上持续发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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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并联蜘蛛

手正在自动抓取产品装箱。

出新高度
——全南做活“攀岩+”文章促文体旅融合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征

6 月 13 日，在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花田村水果

玉米种植基地，村民正在采摘水果玉米。该镇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玉米、莲藕等特色种植业，带动村民

家门口就业增收。 通讯员 廖海金摄

攀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