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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常鸣

本报记者 柴福娟

每个工作日早上七八点，开
往通州区潞城镇武兴路的公交
车都满载上班族，越过大运河，
开进武兴路。两侧树影成荫，早
晨的阳光透过树叶照射在车窗
上，一波波人群到站下车，开启
崭新一天。以武兴路为中轴线，
南北接连坐落着蒙牛、白玉、大
红门、稻香村等数家耳熟能详的
老字号及知名企业。名企扎堆
聚集，为潞城镇的经济发展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蒙牛乳业
带动当地就业

“各位乘客，武窑村北到了……”910路公交车到达武窑村
北站，一大波蒙牛乳业的员工在这里下车，原本还拥挤的车上
瞬间空了一半。

蒙牛乳业（北京）有限公司位于潞城镇中部，2002年扎根潞
城，至今已有21年，作为潞城镇现今规模较大的企业之一，蒙牛
乳业拥有3000余员工，两个车间，30多条生产线，主要生产常温
灭菌乳与发酵型酸奶两类乳制品，如冠益乳、低温酸奶、特仑苏
等“明星产品”，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乳制品生产制造基地。

“2002年开建，2003年投产，蒙牛乳业发展至今，成长速度
是非常迅速的，近几年来，蒙牛不断扩展升级新产线，离不开通
州区政府和潞城镇政府的大力支持，蒙牛乳业也在用实际行动
回报本地支持。”蒙牛乳业北京工厂厂长刘长玉说。

企业在潞城扎根发展，直接带动了当地劳动力就业。姚贺
佳是潞城镇小东各庄村人，在来蒙牛之前，他每天都要挤着公
交车，通勤两小时前往望京工作，节奏快、压力大的工作让他难
以承受。机缘巧合下，小姚有机会入职离家近的蒙牛，在这里
一干就是11年。11年来，他的个人能力、综合能力均有了很大
的提升。像姚贺佳这样在蒙牛工作的潞城人不在少数。

二商希杰·白玉
“店小二”解决企业难题

武窑村北这站下车的人中除了蒙牛乳业的员工外，还有北
京二商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一下车，就看到武兴路
北几幢白灰色建筑，“白玉”两个大字引人注目。

这里生产的“白玉”牌豆制品包括3个系列近百个品种，被
北京市民亲切地称为“老百姓的当家菜”。坐落在武兴路 1号
的北京二商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其前身是始建于 1956年
的北京市豆制品二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公司现已发展
成为全国专业化生产豆腐和豆制品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白玉知名产品北豆腐生产线新一天的生产任务如期而至，
来自东北黑土地的非转基因黄豆，在经过清杂、浸泡后，进入研
磨设备，在这里一粒粒黄豆逐步变成醇厚的浆液。随着浆渣的
滤出，煮浆设备开始启动，温度不断升高，浓浓的豆香飘散开
来。过滤、点浆，液体的豆浆慢慢凝固，半凝固的浆液进入压制
设备，一块块整板的洁白豆腐映入眼帘，再经过自动切割、包
装、灭菌、冷却，白玉盒装北豆腐正式出炉。

目前，该公司在潞城镇这个园区的生产基地车间内有4条
北豆腐生产线、两条内酯豆腐生产线、两条豆制品生产线、两条豆
浆生产线。“白玉”是首农食品集团旗下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华老
字号品牌，“白玉”品牌产品产销量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优越的地理位置、全方位的帮扶政策帮助二商希杰迅速扎
根潞城。帮助员工解决通讯问题，帮助企业协调运输问题，潞
城镇政府作为“店小二”一直及时对企业诉求进行回复解决。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工作开始后，潞
城镇积极组织企业开展申报工作。“申报工作有很多要求，需要
准备的材料也很多。过程中多亏了潞城镇的工作人员帮助协
调，我们在今年5月最终成功申报了北京市创新型中小企业。”
北京二商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安琳介绍说，今年潞城镇还坚
持开展“便民大篷车”活动，帮助企业打通销售渠道，让更多白
玉产品走进百姓生活，帮助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

二商肉类·大红门
消费者家门口的放心店

“前方到站是小甘棠村，请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下了公交车，穿过马路
就到了北京二商肉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二商肉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首
农食品集团旗下第一批产业子集团，由北京二商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吸收北
京月盛斋清真食品有限公司重组而成。

公司大门旁边，就有一家“大红门”工厂直营店，肉类经过活体检测、静养、屠
宰、分割、排酸等层层严格的程序，才能送到店里售卖。店内柜台里摆放着新鲜的
猪肉，鸡肉、鸭肉等禽类也一应俱全，新鲜看得见，肉香闻得着；另一侧的冰柜里是
经过加工的熟食以及真空包装的各类预制菜，其中老北京蒜肠深受广大消费者喜
爱。下午五点，店内的鲜肉柜台前就有不少下了班的市民专程来排队买肉，“给我
来一斤新鲜后腿肉，要瘦点的。”“两斤排骨，再帮我剁好，省的回家收拾了”……工
作人员手脚麻利地按顾客的需求割肉、称斤、装袋，用切割器处理着新鲜肋排。现
场还能加工灌香肠，这种“隐藏菜单”非常受老顾客的欢迎。

“我是专门开车过来买的，大红门是大品牌，有保障，吃着也放心，多跑点路买
个放心。”老顾客张先生这次又是满载而归。二商肉食集团是北京肉类市场供应
的主力军，也是本市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肉蛋菜放心工程”的重点企业。作
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二商肉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肉类的初加工，用人
较多，需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问题，近期，潞城镇多次举办专场招聘会并持续宣传
招聘信息，为企业吸纳更多劳动力，也为解决潞城当地群众就业问题添砖加瓦。

北京苏稻
老字号守正创新

出了大红门，往东直走，北京苏稻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就距此几百米，在大豆各
庄公交站对面。刚一进入园区，中式糕点的香味就扑鼻而来，让人忍不住想品尝。

北京苏稻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是苏州稻香村投资的糕点休闲食品企业，也是稻
香村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运营总部。创立于1773年的苏州稻香村是首批认
定的“中华老字号”，“稻香村苏式月饼制作技艺”被列为苏州市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稻香村集团是全国糕点食品行业龙头企业，在全国建有十个生产加工园区。

北京苏稻公司2011年便落户潞城，2012年竣工投产，稻香村食品集团副总经理
杨国印告诉记者：“企业选择在潞城镇扎根，首先考虑的是潞城的营商环境非常好，
政府支持、服务体系打造得非常牢固。而且现在潞城镇交通便利，人才资源也更加
丰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镇政府的支持，也离不开企业自身的不断创新。老字号在
潞城镇落地后，不断守正创新，关注年轻人需求，紧跟国潮潮流，稻香村推出玫瑰和
牡丹两种花系列糕点，赢得了更多市场。

最近，稻香村生产车间正忙着生产日常订单糕点及年品糕点，一方面是供应日常
的销售，一方面为即将到来的年节做准备。据了解，目前园区共有十余条生产线，以
烘焙类为主，加工产品200多种，明星产品有月饼、桃酥、拿破仑蛋糕、蜂蜜蛋糕等。在
季节性生产旺季最高用工可达2000多人，不少人力需求都是通过当地用工解决。

进入生产车间之前需要经过层层程序，首先需要通过更换工鞋、穿戴工作服、
自查后进入到洗手消毒烘干等工序，再经过安检，不得带入手机等金属物品，最后
进入风淋室去除身上异物方可进入。每一个上工的工人，每一次进出都需要遵守
严格的程序，以确保食品安全。经过选料、配料、打料、面团搅拌醒发、成型、烘烤、
冷却等层层程序，一块块精美的糕点就诞生了，它们被包装起来，运送到线下门
店，销往全国各地，出口到亚欧美澳四大洲 4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了解，苏稻糕
点的产量一般由订单量决定，每年临近传统节日是车间产量最大的时期，今年中
秋期间，稻香村集团仅北京工厂一天生产量就超过了120万块。北京工厂不仅是
稻香村集团的主要生产企业，也是国内焙烤行业比较重要且产能比较大的工厂。

种好营商“梧桐树”
留住金牌老字号

老字号扎堆，是潞城镇产业经济版图上的神奇一景。栽下优商“梧桐树”，引
得“凤凰”纷沓栖。蒙牛乳业、二商希杰、二商肉类、北京苏稻等多家老字号及知名
企业扎堆潞城，不仅因为潞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更因为潞城镇政府努力建设
的营商环境，地理位置让老字号及知名企业选择落地潞城，营商环境让这些企业
选择在潞城扎根，如今已成长得枝繁叶茂。

潞城镇副镇长韩鹏表示，企业选择来到这里只是发展的第一步，高效、贴心的
政府服务，深化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是做好招商引资“后半篇文章”的关键。目
前，潞城镇正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打造宜业宜商美丽乡
镇。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该镇采取实地走访、座谈调研等多种方式与企业进行
实时对接，讲解相关政策，做好服务指导，及时了解企业困难诉求。对于咨询类问
题，24小时内答复。对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企业、示范带动企业等优质企业，潞城镇
还提供高成长激励、减负担补贴、促研发投入等 32条政策，持续营造有利于企业
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

今年，潞城镇新成立了企业联盟，搭建企业沟通交流平台，助力企业发展。通
过共建组织、共抓队伍、共办活动、共做服务和共享资源，实现企业和乡镇有效互
动和良性发展，助力各联盟成员提质升级、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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