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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
谭翠萍） 7 月 16 日，炎陵县水口镇生态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土豆种植基地，公司负责人
郭晓利带领员工们采挖土豆。今年，该公司
300 多亩春土豆喜获丰收，亩产 2000多公斤。近
年来，郭晓利在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长沙
综合试验站等团队指导下，钻研土豆绿色高效
栽培技术，使土豆产量与品质齐飞，他被誉为

“土豆大王”。
在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帮扶下，该县现涌现

能生产、懂技术、知管理、会销售的农村“土专
家”2万多名。

其实，1981 年至今，该县一直为农民量身
定做内部小报《酃县农技报》（现为《炎陵农技
报》），及时刊发相关政策、农技知识等，指导农
业生产。组建炎陵县科技专家服务团，与上海农

科院、湖南农大等 10余家省内外科研院所或高
校，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组织选派 69 名省市县
科技特派员、12 名省“三区”人才，深入乡村开
展科技服务。

同时，该县重点培训有一定文化程度、科技
基础的村民，让他们成为示范户。平时，村民们
在农业生产中遇到什么难题，可随时通过线上
向农技人员请教，或电话、网上预约，农技人员
随叫随到，实地解决。

针对产业发展中，因农户文化程度、技术水
平和劳力强弱等差异，农产品良莠不齐的问题，
该县制定标准化生产规程，提升了农产品质量。

在专家、技术人员帮助下，该县掀起活学活
用科技热潮，涌现一批又一批“土专家”，吸引不
少人前来“取经”，有的“土专家”被邀请到江西、
贵州等地当“老师”。

两万余“泥腿子”变身“土专家”

株洲日报讯（通讯员/何斌存） 近日，经过
国家电网炎陵公司施工人员一整天加班加点
努力，湖南湘乐粽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湘乐粽业）的收储冷库终于通电，正
常启用。

“感谢电力部门特事特办，为公司架设专
线，使得收储冷库及时通电。”看着正常运转的
冷库，湘乐粽业董事长何敏存感激地说。

其实，湘乐粽业早就建设了一座面积 200

余平方米的收储冷库，因供电线路电压原因，一
直无法投用。眼下，炎陵 2000 多亩粽叶进入釆
摘时节，望着这么多的粽叶，如何冷藏？何敏存
发愁了。

7月 7日，国家电网炎陵公司副经理彭海兵
进行乡村供电服务巡查，发现此情，当天安排工
程师进行论证、选取施工方案。9 日，又组织 20
多名施工人员，头顶烈日，竖电杆、拉电线，从
400多米外，为湘乐粽业引来一条电力专线。

电力部门架专线保粽叶冷藏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
刘瑜霞） “水来了、水来了……”7 月 14 日傍
晚，看着山泉水“哗哗”流进干涸的黄桃园，炎陵
县中村瑶族乡龙渣村桃农蔡勇清等人兴奋得大
喊起来。

连日的高温炙烤，中村瑶族乡出现不同程
度的干旱现象，其中龙渣村 400 多亩黄桃因距
水源较远，旱情尤为严重。眼下，黄桃正处于采
摘前的关键成长期，若不及时解除旱情，势必会
影响收成，果农们焦急万分。

龙渣村两委们紧急商量，当即组织人员现
场勘查，决定从一里外的龙渣溪引水灌溉桃园。

说干就干，7 月 14 日一早，一支由 20 余名
党员干部群众组成的抗旱突击队，来到龙渣
溪上，疏通旧水渠，修筑临时拦河坝、水渠。他
们渴了，喝几口山泉水；饿了，扒几口带来的
饭菜。机械使不上，他们就用锄头、铁锹挖；遇
到大石头，他们就用铁锤、钢钎打碎，再用手
搬。有人即便手被划破，也不在意，用布条一
扎，继续干。

经过一整天努力，山泉水终于被引过来了。
随后，他们又利用竹片连接，分别引至各桃园。
望着干旱多日的 400 多亩黄桃树解了“渴”，他
们疲惫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干群合力引水救桃林

面对随意谈定的价格，很多人疑惑，手里
这副花了上千元的眼镜，成本到底有多少？有
多少钱是被商家赚去了？

当记者询问眼镜的进货价时，吕强称，“50
元的钛合金镜架，进货价是 40元，”但对于镜片
的进货价格，他只表示，进货价越高，卖得越
贵。

明月眼镜作为“中国镜片第一股”，曾在招
股书中披露，2020 年，每片镜片的成本为 6.77
元，每副成镜的成本为 60.33 元。小小的镜片也
带来了高额利润，2022 年，明月眼镜镜片业务
的毛利率达 60.04%。

博士眼镜是国内专业从事眼镜零售的连
锁龙头企业，同样有着令人艳羡的毛利率。其
曾披露过 2016年的价格数据，当时镜架的采购
单价为 89.06 元，而同期的销售价格达 506.88
元；每片镜片的采购单价仅 28.82 元，同期售价
则是 281.75元，售价是成本的近 10倍。

看到这组数据，你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
“暴利”的字眼。但如果再看博士眼镜的净利
润，就会发现，相比上游供应商，眼镜零售商的
日子并不是那么好过。

财报显示，博士眼镜的销售费用居高不
下。其中，工资、社保和房租、物业、水电费占据
大头。

这也是很多眼镜店面临的压力。每个店面
都需要配备销售人员和验光师，为了提高购买
频率，还需要选址在相对繁华地段，房租自然
较高。

吕强的同事也告诉记者，“我们卖得便宜，
是因为走批发渠道。普通眼镜门店一天可能就
只配三五副眼镜，如果不卖得贵些，就无法支
撑下去。”

一系列成本下，也导致眼镜门店为维持运
营、保证利润，在镜架和镜片上定价较高，最后
的结果就是由消费者买单。

如何撕掉眼镜行业“暴利”标签？
面对眼镜门店肆意定价，在盘古智库高级

研究员江瀚看来，消费者想要避免被“坑”，首
先要选择正规的眼镜店进行配镜，并且要查看
该店的资质证书和信誉度等相关信息。

“其次，在选择镜片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选择合适的品牌和质量等级，不要盲目追求
高价或进口产品。”江瀚提到，“最后，在购买之
前，可以事先了解一下市场价格和相关配镜知
识，以便更好地判断商家的价格是否合理。”

但仅靠消费者自己注意识别、防范明显
不够。如何使眼镜价格相对规范化和透明化，
撕掉外人眼中的“暴利”标签，在江瀚看来，还
可以通过加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等措施来
解决。

此前，针对眼镜行业的“暴利”，曾有业内
人士直言，一方面是因为行业巨头拥有很高定
价权，另一方面则是产业链过长带来的低效。

而面对各个环节层层加价、销售成本居高
不下，在业内人士看来，打破巨头对供应链的
把持、缩短交易环节、为消费者提供性价比高
的产品或才是国内眼镜行业发展的未来。

一副眼镜动辄上千，谁在“收割”近视眼

据中新网

暑假来临，又到了
学生配镜的高峰期。不
过近年来，动辄数千元的
配镜花销让家长们把近
视和牙齿正畸、打生长激
素一同列入了养娃“败家
三件套”。

在眼镜界曾流传着这
样一句话：“20 元的镜架，
200元卖给你是讲人情，300
元卖给你是讲交情，400元卖
给你是讲行情。”虽是吐槽之
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眼镜市场的“水有多深”。一副
动辄上千的眼镜，成本究竟是
多少？谁在赚取“暴利”？

几百元的镜框，批发价
只需50元？

“镜架当时选的是店里最贵的纯钛
镜架，标价六百多元，镜片选的是 1.74
折射率的，标价两千多元，最后店家打
了个六五折，总共花费两千元。”

在北京市西城区工作的小倪一直被
高额的配镜费用困扰，由于近视度数较
高，她每次都选择 1.74 折射率的镜片，一
次配镜费至少在一两千元，按照三年换一
副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动辄四位数的
花销也让她觉得自己可能是被“坑”了。

“下次要去潘家园配眼镜了，起码比路
边的眼镜店要便宜。”小倪表示。她口中的“潘
家园”，是指潘家园地铁站附近的北京眼镜
城，聚集了一大批眼镜卖家。资料显示，这里曾
是中国最早的眼镜专业批发市场。

在北京眼镜城的外面，记者遇到了正发放
小卡片的吕强(化名)，他向记者热情地介绍起了
配眼镜的价格。

当记者提到“在其他眼镜店，一个钛合金的
镜架要价三四百元”时，他连说，买贵了，“我们是
做批发的，在我们店里，钛合金的眼镜架只需要 50
元，纯钛的眼镜架，贵的才 128元。”

在北京眼镜城走访多家店铺后，记者发现，如
果不追求品牌，一百多元可以买到纯钛眼镜架，但
若涉及品牌，价格会“水涨船高”。

王兰(化名)就在北京眼镜城经营一家店铺。她告
诉记者，“店里 150 元的纯钛镜架，配镜片的话能便宜
到 120 元，但如果是品牌，比如川久保玲，需要 280
元。”

她还补充道，“大品牌会存在品牌溢价，进货价本
就偏贵。如果追求性价比，普通的纯钛镜架就可以。”

普通眼镜门店内动辄几百元的镜架，在
北京眼镜城能便宜上百元，这也让不少人感
叹，“千万不要随便进一家眼镜店，要不配完
就后悔。”

让人们感受到高溢价的，还有五花八门的
镜片。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相比用材质区分
的镜架，镜片的‘水更深’。”

一 般 来 说 ，眼 镜 店 会 用 1.56、1.60、1.67、
1.74等不同的折射率来划分价位。度数越高，适
合的折射率越高，价格亦会攀升。另外，不同品
牌、同一品牌的不同系列，售价也会有所不同。
其中，进口镜片中比较知名的有蔡司、依视路
等，国产镜片的代表则为明月、万新等。

在吕强工作的眼镜店，一叠叠手册里标记
着品牌各个系列的价格。他拿起蔡司的价格手
册，向记者介绍起了智锐系列。记者注意到，1.6
的智锐青春亚洲版数码型镜片(DP)，建议零售

价为 2980元。“在我们这，可以打三折。”吕强讲
道，算下来价格不到 1千元。

为抑制孩子近视的发展，在西城区工作的
张成曾听从医生的建议，为孩子配了依视路的
星趣控镜片，“当时医院报价近 4 千元，后来去
了磁器口的一家眼镜店铺，最终花了 1600元。”

谈及星趣控，吕强的老板打开了话匣子，
“整个眼镜城没有低于 1550 元的，我们这可以
给到 1460元。”

整体来看，相较其他区域的眼镜门店，北京眼
镜城的价格明显偏低。同样的配置，价格甚至能减
少一半以上。而在北京眼镜城内，由于各家给的折
扣不同，价格也能相差几十元乃至上百元。

另外，从消费者反馈看，不只是北京，各地
的眼镜店价格普遍相差较大。为了避免被坑，
很多人甚至会在网上先问价，先听取经验人士
的意见。

百元镜片和千元镜片无差别？

“暴利”被谁赚取了？

▲图为琳琅满目的眼镜。
中新网记者 谢艺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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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县高新区发挥“红娘”牵线搭桥作

用，积极为“僵尸企业”找“婆家”。通过招商

引资、转让、股权融资、技术入股等多种形

式，炎陵县高新区先后引进江西鼎盛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科技含量高、能耗

低的新兴产业落户。同时，通过政府协调，

推动“僵尸企业”闲置厂房租赁，实现土地

等生产资源的重新利用。开辟司法绿色通

道，帮助一些债务关系简单的“僵尸企业”

加快出清。对一些债务关系复杂、短期内难

以处置的“僵尸企业”，同人民法院、银行对

接，促使涉案涉诉“僵尸企业”走破产清算

处置之路，形成汉台酒业等法院破产清算

拍卖的成功案例。

2017 年，株洲春华新材料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因长期亏损停产，其 2万平方米厂房

一直处于闲置状态。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

迅猛发展，碳酸锂生产线成为投资者眼中

的“香饽饽”。以此为“筹码”，炎陵县高新区

引进湖南鼎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整体收购

春华锂业，新增投资 10 亿元，建设年产 1 万

吨电池级碳酸锂生产线。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炎陵县高新

区为新老企业交接涉及的税务、不动产、融

资等关键环节提供全方位帮代办服务。

超耐多晶莫来石有限公司通过直接购

买的形式，购买了原冠龙金刚石有限公司

的生产厂房。在办理不动产过户时，由于厂

房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不动产各类权证同

实际情况有较大偏差。为顺利过户，炎陵县

高新区成立了协调工作组，全程代跑代办，

并对土地重新测绘勘界，为原冠龙金刚石

有限公司 8栋厂房换发了不动产权证。

“3 年 来 ，炎 陵 县 高 新 区 每 年 有 超 过

30%的新引进项目，顺利落户‘僵尸企业’或

低效闲置厂房，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率和园

区亩均效益明显提升。”炎陵县高新区管委

会主任唐松华说。

数据显示，2022 年，炎陵县新增闲置土

地处置率 100%、园区三类低效用地任务完

成率 73.85%，两项排名居全市之首；炎陵县

高新区亩均税收 11.09 万元，同比增长 7.34

万元，提升 296%。

优服务
助力新企强起来

上世纪 90年代落户炎陵县高新区的金

鹤玻纤有限公司，由于诸多原因，停产十多

年，1 万多平方米厂房长期闲置。炎陵金紫

峰粮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炎陵县高新区

的帮助下，通过整体租赁形式，盘下厂房，

兴办茶油精深加工项目。如今，炎陵金紫峰

粮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效益向好，产

品远销大江南北。

炎陵县高新区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做

好盘活“后半篇文章”。开通“银企对接”绿

色通道，落实新的组合式税收支持政策，缓

解融资难题，为盘活企业减税缓税降费、发

放贷款近 8000万元，并在一定年限内，按照

其新入驻项目的地方税收贡献，给予相应

比例的奖励。

通过牵线搭桥，加快企业发展步伐。炎

陵县帮助企业与专家团队、中南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通过借脑

借智，让技术为这些企业“撑腰”。比如，帮

助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

司，与湖南工大建立产学研基地；帮助炎陵

昊坤硬质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对接，

借“脑”发展。

2022 年，炎陵县研发经费投入稳步增

加，投入总量和强度再创新高，全县工业企

业 投 入 研 发 经 费 2.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8%。在炎陵县高新区积极帮助下，这些

企业迅速做大做强做优。其中，湖南博友等

离子自动化设备、湖南昊坤硬质新材料等 3

家新企业，成长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株洲

昊坤硬质合金企业生产的碳氮化钛产品，

曾一度抢占全国 75%市场份额。

“僵尸企业”盘活出清，给炎陵县高新

区发展创造了新空间、带来了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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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沉睡”的土地
——炎陵县盘活“僵尸企业”实录

▲湖南娜妹子实业有限公司车间生产
场景。 黎世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