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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批准丹凤牡丹花等为新
食品原料。由洛阳茗嘉食品有限公
司研制的牡丹花滋（牡丹花饮料）于
近日面世，在即将开幕的2014中国
洛阳牡丹加工产品展销会上，您可
以提前尝到该饮料的独特口味。

以茗嘉牡丹花滋为主打产品，
未来，洛阳茗嘉食品有限公司将自
主研发生产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牡丹
深加工产品，将“茗嘉牡丹”打造成
中国牡丹花饮品第一品牌，助力洛
阳牡丹产业发展。

承办单位：市牡丹办 市牡丹协会

洛阳会展中心提醒您
距展销会开幕还有1天

聚焦洛阳牡丹产业龙头企业
系列报道之八策划 陈占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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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茗嘉食品有限公司:

茗嘉牡丹：打造中国牡丹花饮品第一品牌

牡丹饮料问世，填补市场空白

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唐时
盛栽于长安，宋时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牡
丹因洛阳而名，洛阳因牡丹而盛。作为本土
企业，将洛阳牡丹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我
们应不遗余力。”洛阳茗嘉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雷海波说，促进牡丹产业化发展，创新
意识是一个重要因素。

牡丹不仅是名贵的观赏花木，而且有很
高的使用价值。牡丹花含有多种有效成分，
牡丹黄酮具有消除自由基、延缓衰老的作
用。而牡丹的食用历史从宋代就已开始，到
了明清时期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原料配方和
制作方法，如糕点、花酒、菜肴等。清代《养小
录》记载：“牡丹花瓣，汤焯可，蜜浸可，肉汁脍
亦可。”

“目前，市面上已出现了牡丹红茶、牡丹
绿茶等以牡丹为原料的茶叶类饮品，但尚未
有牡丹花饮料上市，其市场空间巨大。牡丹
天下闻名，将牡丹花加工成饮料，让消费者

‘品饮国花滋味，感受牡丹文化’，其经济效
益不可估量。”雷海波说。

洛阳茗嘉食品有限公司组织专业研发
团队，采用先进的工艺，萃取牡丹所蕴藏的
植物营养精华，推出了公司旗舰型牡丹花饮
料——茗嘉牡丹花滋。“作为牡丹花饮料专
属产品，茗嘉牡丹花滋在传统配方的基础
上，采用国内外先进的工艺和加工技术，精
心调制，口味独特，后味醇香，适合国人体质
和饮食习惯，其配方目前已申请国家专利。”
雷海波介绍。

据了解，牡丹花滋蕴含的牡丹花高效成
分可使气血充沛、容颜红润、精神饱满，其含
有的13种氨基酸中有8种为人体所需，能够
增强肌肉活力、维持肌体酸碱平衡，以及养
颜美白。茗嘉牡丹花滋现已被洛阳市委农
工委、洛阳牡丹协会授予2014年“牡丹产品
创新奖”，该系列饮品还被确定为“中国洛阳
牡丹文化节指定饮品”。

发展三步走，业内举龙头

雷海波靠从朋友那里所借的1000元走
上创业道路，先后经营过餐饮、茶叶、零售、
板材加工等生意。20 年来，凭着一股子吃
苦耐劳、奋斗不息的精神，他的事业越做越

大。刚刚年届不惑的他，又站在了事业的另
一个起点上——研发牡丹系列饮用产品，打
造中国牡丹产业龙头企业。2013年5月，洛
阳茗嘉食品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萃取天香，溶于智慧，大益天下”。洛
阳茗嘉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洛宁县产业集聚
区，占地100亩，总投资3亿元，集牡丹研发、
深加工及销售于一体，主要生产具有洛阳特
色的牡丹深加工食品，全面建成后，年产值预
计可达5亿元，利税7000万元。

“我们将最大化提炼牡丹的实用价值，
不断开发牡丹系列食品和饮品，为消费者提
供绿色、健康的产品。”雷海波说，为此，公司
的发展将分三步走。

项目一期（2013—2014 年度），建设牡
丹花滋、牡丹养生饮料生产线两条，投产后
年生产易拉罐饮品约1.08万吨。项目二期

（2014—2015年度），建设牡丹口服液、牡丹
籽油生产线，投产后年生产牡丹口服液560
吨、牡丹籽油 3600 吨。项目三期（2015 年
度）投产后年生产牡丹保健酒5000吨、牡丹
化妆品（保湿水）840吨。

为解决生产原料问题，公司计划在山区
丘陵地带流转 2 万亩土地，建设种植基地；

同时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
带动周边群众进行牡丹种植，共同致富。

企业文化为基，推动战略发展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
雷海波说，从企业成立之初，茗嘉人就以推
动洛阳牡丹产业跨越式发展、弘扬洛阳牡丹
文化为己任。“茗嘉”二字包含着8种含义：
铭社会责任之心经营企业，铭商道诚信之
心培育市场，铭善行恒久之心打造品牌，铭
机制励人之心锻炼员工，铭文化凝人之心
留住人才，铭事无巨细之心投入工作，铭质
量安全之心造福全民，铭企业感恩之心回报
社会。

“让茗嘉牡丹造福千家万户，实现牡丹文
化与城市经济和谐共进发展，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雷海波说，目前，牡丹产业虽已涉及食品、
医药、化工、餐饮、工艺品、旅游观光等诸多领
域 ，但 大 多
仍是初级阶
段的加工与
生 产 ，没 有
形成一定的

行业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牡丹产业的深加工
市场潜力巨大，产业规模可上千亿元。

市场前景已然广阔，科学发展时不我
待。茗嘉人将依托我市丰富的牡丹资源优
势，深入发掘牡丹的深层次价值，推出以“牡
丹”为主题的植物饮品进行市场化运作，打
造中国牡丹花饮品的第一品牌，在牡丹花饮
品的基础上，进行牡丹系列产品开发，最终
形成牡丹全品类的市场架构。

未来5年，洛阳茗嘉食品有限公司将努
力打造在河南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牡丹食
品工业集团，立足中原经济区，辐射全国，为
市场提供健康的牡丹全产业链有机产品，助
力洛阳牡丹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鲁博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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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四季沐歌太阳能建筑一
体化项目

■地址：洛龙产业集聚区
■投资金额：2.2亿元
不烧一块煤炭，通过太阳能就可实现

整栋建筑的供热取暖？这听起来有点“不靠
谱”，但四季沐歌（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正
在用最新的创新成果和项目，使这一不少设
计师眼中的绿色建筑梦逐渐成为现实。

捕捉机遇，抢占太阳能“蓝
海”市场

四季沐歌（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是
我国中西部地区太阳能光热行业最大的，
集高硼硅玻璃毛坯管、太阳能真空集热
管、太阳能热水器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生产基地。基地项目一期占地319亩，目
前已形成年产 100 万台太阳能热水器、
2500 万支真空集热管、6 万吨高硼硅玻

璃毛坯管的产能。
四季沐歌相关负责人李辉介绍，项目

一期主攻家用小型太阳能热水器，用户集
中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而在广阔的大
中城市市场，潜在用户主要在多层、高层
建筑里工作生活，小型太阳能热水器难以
满足此类用户需求，越来越需要太阳能建
筑一体化解决方案。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市
建筑太阳能光热设备需求会不断增长，而
市场上可实现太阳能建筑一体化的产品
仍然较少，这一市场仍处于半空白状态。”
李辉说。

先人一步，数十项技术已
示范应用

在敏锐地捕捉到市场需求后，四季沐
歌在业内先人一步，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
联合研发，在集热、储热等技术领域进行攻

关，目前已研发出数十项专利技术，并成功
将新技术应用在四季沐歌洛阳产业基地的
蓄热采暖及热水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中。

记者近日在该项目现场看到，由 40
块集热器组成、总集热面积约200平方米
的超大型集热系统，充分利用了屋顶的每
一寸空间。在楼下，两个存水量分别为
160吨的分层蓄热水箱，全天候吸收着集
热器收集的光热，并可在适当时段实现热
能的可控释放。

“天气有冷、热和阴、晴的变化，这一系
统的最大特色，在于能把春、夏、秋三季的太
阳能收集储存，在冬季用热高峰期集中释放，
可大大提高太阳能的利用效率。”李辉说。

发展产业，变优质成果为
真金白银

应用新技术实现产业化，优质成果才
能变成真金白银。总投资2.2亿元的四季

沐歌太阳能建筑一体化项目，于今年10月
上马。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太阳能制造设
备，建成后可年产30万平方米集热系统。

截至目前，项目共完成投资3000万
元，环评、地质勘探、土地平整等前期工作
已结束，施工人员已进场施工，预计该项
目2016年12月竣工试生产。

“在环境问题越来越受社会关注的背
景下，我国已制订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战略规
划，各地政府也出台了鼓励发展清洁能源的
政策，产品的市场前景颇为乐观。”李辉说。

项目投产后，预计5年内将累计实现销
售收入15亿元，新增1000多个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 张锐鑫 特约记者 张俊
望 通讯员 任晓丽

利用太阳能实现整栋建筑供热！四季沐歌正在实施这一项目

“洛阳创造”打造绿色建筑

近年，偃师市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件
精神，结合本地实际，重点发展小麦良种、
鲜食葡萄、无公害蔬菜、花卉苗木、畜牧养
殖五大高效特色农业，稳步推进农村土地
流转，积极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不断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农业效益
和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全市现代高效特色
农业发展势头良好。

目前，偃师市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小麦
良种繁育生产基地；鲜食葡萄种植面积5
万亩，缑氏镇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
葡萄之乡”，是中原地区最大的鲜食葡萄
集散地；花卉苗木种植面积4万亩，品种
200 个，邙岭镇被誉为“中国黄杨之乡”；
无公害蔬菜种植面积10万亩，这里是洛

阳市重要的蔬菜种植基地，偃师银条获得
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偃师是
国家级奶业标准化示范市、国家级秸秆养
牛示范市、国家级基本草原保护示范市、
河南省奶牛产业集聚区，是省政府确定的
畜牧大县（市）。

下一步及“十三五”时期，偃师市将以
建设“高效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为
目标，继续坚定不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走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一是规划引领，调优结构。组织专家
对偃师市特色农业发展现状进行深入调
研论证，完善规划布局，进一步调优结
构。围绕主导产业，争取到“十三五”末，
形成“三片四区五集群”发展布局：北部

花卉苗木水平提升片、中部小麦良种繁
育面积扩展片、南部葡萄种植功能拓展
片，小麦良种繁育区、鲜食葡萄种植区、
花卉苗木观光区、都市休闲农业区，小麦
良种加工集群、葡萄加工集群、生鲜肉品
加工集群、奶制品加工集群、粮蔬食品加
工集群。

二是龙头带动，壮大产业。通过招商
和加强扶持等措施，培育发展一批产业关
联度高、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农民合
作社和家庭农场，增强龙头企业辐射带动

能力，扩大五大主导产业规模。
三是夯实基础，提升档次。集中规划

实施一批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夯
实发展基础；提高流转质量和效益，不断
增强基地的集聚效应；创建国家现代农业
示范区，提升特色农业发展档次。

四是争创品牌，增加效益。通过政策
倾斜、搞好服务等多种形式，重点围绕主
导产业争创名牌产品，力争到 2015 年培
育农产品知名品牌6个，到“十三五”末培
育10个。

抓好四项举措 发展高效农业
偃师市委书记 宋义林

项目建设进行时

“这个照相机镜头，还有那个投影仪都是我用政府
补助的5万元购买的。”高亚军喜不自禁，“这仅仅是‘3
个20万’开始的一部分，我们公司会依靠自身的发展
来享受这一政策的所有好处。”

高亚军是兰州小微企业——甘肃新空间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创办人之一。作为今年4月才成立的一家集软
件开发、三维技术研发应用于一体的小微企业，像其他小
微企业一样，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启动资金缺乏的问题。

“在得知兰州市政府有‘3 个 20 万’扶持政策之
后，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报告，没想到很快就得
到落实。”高亚军说，“有政府提供的5万元创业基金，
还有随后的退税、贷款、融资等政策支持，我们创业的
成功概率就更大了。”

高亚军所说的“3个20万”政策，是为扶持当地初
创小微企业，鼓励全民创业，当地政府出台的《兰州市
鼓励全民创业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实施办法》中的规定：

“对实际货币投资达到15万元的初创微型企业，由市、
县（区）两级财政补助5万元，使其初创资金达到20万
元；协调银行贷款20万元用于其创业发展；当初创微
型企业累计完成税收20万元后，再由政府奖励其20
万元。”

像高亚军一样，另一小微企业兰州华艺装饰设计
中心也得到“3个20万”政策的大力扶持。

“我用政府提供的5万元创业基金雇了两名大学
生装潢设计师，效果很明显。”兰州华艺装饰设计中心
创办人刘永财说，“他们的设计方案新颖、创意独特，很
受客户欢迎。我们的业务量也从最初每月1家至2家
增加到现在每月十几家。”

“‘3个20万’政策就是从发展的角度对初创小微
企业进行‘扶上马再送一程’式的扶持，帮助它们从小
到大、稳步提升。”兰州市工信委副主任张兴君说，“我
们确定的重点扶持行业主要包括从事加工制造、科技
创新、创意设计等生产型、实体型、生产性服务业微型
企业。”

自2013年4月兰州“3个20万”政策施行以来，截
至目前，兰州市已累计扶持初创小微企业7571户，总
投资38.39亿元，带动就业57669人，预计2014年全年
可实现销售收入49.24亿元。 （据新华社电）

兰州：

“3个20万”助7500多户
小微企业提档升级

洛阳茗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雷海波洛阳茗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茗嘉牡丹花滋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