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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在中国罐头工业协会
首届番茄节上，利乐中国有限公司副
总裁石涤非接受了记者采访。“此届
番茄节，是一个展示和交流番茄产业
成果的平台，对利乐来说是个很好的
学习机会，我们参观了番茄种植、采
摘、加工、灌装的全链条全生产过程。
番茄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广阔，我们非
常希望凭借利乐先进的技术和解决方
案，让昌吉的番茄产品覆盖全国，走向
世界。”石涤非说。

利 乐 公 司 成 立 于 1952 年 ，是 全
球领先的食品加工和包装解决方案
提 供 商 ，拥 有 全 球 最 全 面 系 统 的 包
装 解 决 方 案 ，包 括 229 种 包 装 及
7000 种 包 装 组 合 。 同 时 ，在 液 态 及
半 液 态 食 品 的 包 装 和 加 工 领 域 ，取
得 了 5000 多 项 技 术 专 利 。 利 乐 拥
有 强 大 的 技 术 服 务 团 队 ，在 中 国 有

800 多 名 专 业 工 程 师 为 广 大 客 户 和
合 作 伙 伴 提 供 安 全 、创 新 、环 保 的
产品。

石涤非表示，中国罐头工业协会首
届番茄节的举办，让他们对昌吉番茄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新疆地域广阔，
物流成本高，对于利乐来说，确保整
个运营生命周期内的食品安全，通过
优化成本，把新鲜、美味、安全的产品
运 送 至 全 国 各 地 ，是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课题。

“这次接触到了一些昌吉本土的
番茄生产加工企业，感觉大家对番茄
产业的发展前景信心满满。多年来，
利乐一直遵循‘与中国客户共同成长’
的经营理念，希望未来能与番茄生产
加工企业携手发展番茄产业，共同成
长 ，推 动 昌 吉 的 番 茄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石涤非说。

“非常荣幸能参加中国罐头工业协
会首届番茄节，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
作交流的平台，使得番茄产业的上下游
优势资源得以集中，让我们企业之间能
够更好地开展合作交流，与国内外的同
行相互取长补短，对我们企业来说获益
匪浅。”8月25日，在中国罐头工业协会
首届番茄节上，如皋市华联罐头食品机
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海建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如皋市华联罐头食品机械有限
公 司 是 一 家 集 生 产 、开 发 和 销 售 于
一体的专业食品机械设备及成套生
产 线 制 造 商 ，是 国 内 最 早 参 与 罐 头
机械制作的企业之一，深耕行业 30
多年。

田海建对记者说：“昌吉光热资源
充沛，番茄生长的自然环境优越，品质
和市场认知度高。昌吉拥有很多家番

茄制品加工企业，已经成为新疆番茄
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我们与多家国
内罐头前十强企业保持着长期紧密的
合作关系。我们作为专业食品机械设
备及成套生产线制造商，拥有一批优
秀的机械技术设计人员，重视新技术
的研发，具有较高的综合开发能力和
完善的产品质量保障体系。我们能够
提供企业新建或扩建项目的全套设计
及各项技术咨询服务，并负责设备的
安装、调试和操作人员的培训试产等，
直至企业正常生产。”

“这次我们就是奔着合作目标来
的，目前在新疆已经和一些番茄加工企
业成功建立合作关系，后期我们计划在
新疆建立一个联络点，便于掌握各番茄
加工企业的第一手信息，及时和客户进
行交流，不断拓展渠道及市场。”田海建
说。

8月25日，陶朗分选技术（厦门）有
限公司番茄业务中国区销售经理付鹏，
参加中国罐头工业协会首届番茄节，并
接受昌吉州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

陶朗分选技术（厦门）有限公司是陶
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陶朗集团成立于
挪威，在行业内已有 50 多年的发展历
史。陶朗集团为全球食品行业提供光学
分选、品质分级、蒸汽去皮和过程分析等
全方位的采摘后加工处理方案。

付鹏介绍，陶朗集团是全球首家把
光学分选技术应用到番茄加工行业，并
不断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的企业。中国
首台番茄整果色选机和首台番茄丁色选
机便来自陶朗集团，无论是在新鲜番茄
整果分选、去皮整番茄分选还是番茄丁
分选方面，陶朗集团的番茄光学分选技

术都是全球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分选设备作为番茄生产加工过程

中的核心设备，在提升企业品牌竞争
力、实现加工全自动化、降低成本、提高
和稳定产品品质方面具有很强的助力
作用。

“新疆是全球三大番茄核心产区之
一，而昌吉是新疆番茄的黄金产地。随
着中国番茄产业的迅速发展，昌吉的番
茄生产加工企业在陆续新建生产线，我
们会在番茄加工行业投入更多的时间、
精力和资源，不断加大市场宣传力度，寻
求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交流。”付
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我们与
新疆多家番茄加工企业正处于深入洽谈
交流阶段，今年或者未来两年会有更多
深入合作。”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首届番茄节现
场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为全国番茄产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在中国罐头
工业协会首届番茄节开幕式现场，新疆
新粮艳阳天番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世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新疆新粮艳阳天番茄股份有限公
司位于兵团第六师 103 团，目前拥有年
产 1 万吨番茄酱生产线、1.5 万吨番茄
丁精深加工生产线。企业充分发挥和
锻造品牌优势，正在建设的4万吨番茄
制品项目，总投资 3 亿元，有先进的番
茄丁、番茄碎、去皮整番茄、番茄汁生
产线，极大地丰富了国内番茄制品的
种类。“2022 年企业生产番茄制品 1 万
余吨，其中 70%的番茄酱产品出口到
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我们通过新建、股权合作等方式
逐步整合现有番茄制品产能，在自然
条件优势、原料品质优势、生产成本优
势和区位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造
兵地番茄产业新版图。”李世新介绍
说。

在李世新看来，高质量发展不仅仅
是追求产量和利润的增长，更是追求产
品品质、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提
升。新疆新粮艳阳天番茄股份有限公司
实行“种植+生产+销售”一体化模式，带
动周边区域种植1.9万亩优质番茄，帮助
千余户农民增收。

李世新告诉记者，未来企业将继续
讲好番茄品牌故事，打造更高品质、更高
标准、更高价值的区域番茄品牌形象，赋
能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

8月25日，中国罐头工业协会首届
番茄节在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昌吉农高区）
的新疆农业博览园举办。“此次我们签
约了包括番茄体验馆项目、包装材料
项目等在内的 5 个项目，签约金额达
1.23 亿元。”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笑厨公司）董事长助理王
海燕告诉记者。

“我们通过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展示
和推介地产优质番茄新成果，进一步培
强番茄产业，让美誉世界的新疆番茄走
向全国百姓的餐桌，为新疆做大做强番
茄产业贡献力量。”王海燕表示。

番茄产业是笑厨公司近年来确定
的重点发展方向，通过构建品牌化行
业格局，打造集“种子、种植、加工、销
售、物流、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番茄全
产业链，不断提升昌吉州番茄品牌形

象和市场竞争力，推进新疆番茄产业
高质量发展。“8 月 16 日，我们公司新
建的年产 20 万吨番茄项目一期生产线
在昌吉农高区正式投产，预计可实现
年产值 6000 万元以上，预计贡献税收
300 万元以上。”王海燕介绍，该项目全
部建成后，预计总产值10亿元以上，可
带动周边 10 万亩优质番茄种植和 3 万
余户农民增收。

王海燕表示：“我们通过参加中国
罐头工业协会首届番茄节发现新疆番
茄产业在产品精深研发、创新技术应用
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未来，笑
厨公司在产业发展方面，将持续深耕产
品研发，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在
更高层次、更广领域上为新疆农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推动农业产业
升级转型，为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更大的
贡献。”

8月25日上午，中国罐头工业协会
首届番茄节在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新疆农业博览园举
办。“这场产业发展互联共进的盛会，为
番茄产业上下游企业提供了一个交流
合作的平台。作为参与中国罐头工业
协会首届番茄节的龙头企业之一，我们
在这里共商推动产业创新和进步，提升
产业国际影响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和高
质量发展。”在开幕式现场，中粮糖业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
理兼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粮番茄）党委书记、总经理郭顺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当天下午，在中国番茄产业高质量发
展大会上，郭顺杰作了题为“中国番茄产
业发展新势能”的主题报告。在他看来，
番茄产业发展的新势能，一是番茄产业优
势，新疆是全球最大的番茄酱生产和出口

地区之一，世界上每四瓶番茄酱中，就有
一瓶产自新疆。而昌吉州是新疆番茄黄
金产业带所在地。二是产业集群优势，昌
吉州现有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新疆笑
厨食品有限公司等番茄加工企业25家，番
茄产品主要出口到东亚、东南亚、西亚、中
东、欧洲、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三是
产业带动优势，昌吉州番茄制品龙头企业
联接带动全州十余家农民合作社、2万余
户农户规模化标准化番茄生产，为消费者
提供优质、健康、安全、美味的番茄制品。

“打造加工番茄黄金产业带要通过技
术创新和科学种植技术的推广，提高番茄
制品的产量和品质，促进番茄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我们把创新作为发展的重要目
标和任务，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补
齐关键技术短板，掌握核心生产技术，充
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番茄制品
产业高质量发展。”郭顺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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