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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干榨尽”
科技突破助力酿新品
“配料表里写着‘甘蔗’，怎么喝

起来没什么甜味？”在南京路步行街
上的第一食品商店里，市民叶女士
拿起一瓶菁活无糖植物活性水细细
品味，“有一丝丝回甘，还有点儿清
香，挺好喝的”。
似甜非甜的清新口感，与原料

和技术有关。“菁活植物活性水是一
款完全提取于甘蔗的植物细胞水。”
光明糖业旗下的东方先导民用糖事
业部总经理张伟告诉记者，一根甘
蔗70%是水分，过去榨取甘蔗糖分

后，这些水并没有加以利用，“其实
很可惜，因为水里含有有机电解质、
氨基酸、甘蔗多酚类等营养物质，还
是更利于人体吸收的小分子团水”。
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领先工

艺成为破局关键。近年来，光明糖
业技术人员与广西大学研究团队开
展技术攻关，采用具有精密孔径结
构的陶瓷膜过滤等五重物理过滤技
术、九道纯物理深度纯化工艺，实现
了甘蔗清汁的高效提取与营养活性
分子的最大化保留。
“这背后凝聚了十多年的技术

攻关。”在新品首发仪式上，广西大
学教授李凯介绍，2010年团队开始

对甘蔗外排水进行深度处理，8年
后开发出的糖用陶瓷膜，为制糖工
艺中蔗汁清净及外排水利用开辟了
一条新路径。再接再厉，“多级膜并
行联产甘蔗植物水技术”终于取得
突破，首次生产出了植物基饮用水。
在2024年—2025年榨季里，首

批菁活植物活性水下线。从广西种
植基地的田头出发，满载甘蔗的货车
为糖厂送去“甜蜜”原料，原料蔗进厂
后，进入压榨提汁、固液分离、糖水分
离等自动化流程，不仅会变身为一粒
粒晶莹的白砂糖，还有清澈透亮的甘
蔗植物水，整个生产过程控制在24小
时内完成，只为“新鲜”二字。

延“链”拓“带”
传统糖企开辟新赛道
甘蔗传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周朝周宣王时期，东汉班固在《汉
书》中记载了“榨汁曝数日成饴”，可
见古人很早就掌握了甘蔗栽培和加
工甘蔗制品（糖浆）的方法。

走过千年，传统制糖设备虽然
“鸟枪换炮”，但工艺流程依旧“源远
流长”，因此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不仅要增强生产力，还要延长产
业链，把附加值做上去。“开发植物水
就是我们做出的尝试。”张伟说，对于
传统糖企来说，在制糖的主业之外，

引入新技术，投资新产线，生产新产
品，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但只有迈
出这一步，才能拓展出新市场。
如今，总投资1800多万元的甘

蔗植物水生产线正在广西凤山糖厂
高效运转，偌大的生产车间只有一
两名工作人员，主要工艺流程均实
现了自动化、数字化。以2024/2025
榨季的甘蔗入榨量来换算，植物水
有望创造约700万元的产值。“我们
在广西有10家糖厂，目前仅有一家
糖厂配备了植物水生产线。随着技
术更加成熟，新榨季的产能会更
大。”张伟说。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将这款

甘蔗植物水推向市场，光明糖业充
分发挥协同优势，与光明商业供应
链达成长期合作，借助其仓储、物
流、渠道的一体化能力，加速新品在
上海市场的布局，实现从田头到消
费者的全链路贯通。如今，市民能
在农工商超市、好德便利、可的便
利、良友便利、第一食品、捷强连锁
等1000余家终端门店买到新品菁
活植物活性水。
“菁活植物活性水不仅是一款

创新产品，更是创新链、供应链、产
业链融合的产物，标志着光明糖业
从传统制糖企业向健康饮品领域的
成功拓展。”光明糖业表示，围绕“一
根甘蔗吃干榨尽”的目标，公司将以
科技创新为驱动、绿色循环为路径，
延链拓带，探索全产业链布局的新
模式。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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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根甘蔗到一瓶“不甜的甘蔗水”
传统糖企攀“高”逐“新”实现更高效更环保“甜蜜事业”

一根甘蔗可以做什么？榨汁制糖，是传承千百年的
工艺，而现代科技能将其“吃干榨尽”，不留一滴汁液，
不剩一粒渣滓，变身一瓶水、一张纸、一袋肥料、一簇纤
维……实现更高效更环保的“甜蜜事业”。

在甘蔗的产地广西，随着繁忙的榨季进入尾声，千
里之外的上海市场不仅有新糖上市，还迎来甘蔗植物水
新品的首发。前天下午，这款健康饮品在第一食品商店
亮相，“不甜的甘蔗水”引来不少市民游客争相品尝。

以“技”兴糖、以“链”兴糖。研发出甘蔗植物水新品
的光明糖业说，传统产业也能攀“高”逐“新”，让创新链
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本报讯（记者 张
钰芸）记者昨天从上海
市商务委获悉，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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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日夜期盼告别煤卫合用搬新家
静安区中兴路1377弄成套改造项目签约率达100%

本报讯（记者 赵菊玲）昨天，
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与申能集团联
合召开2025年燃气安全进社区志
愿服务专项行动推进会。记者从会
上获悉，该行动自2024年4月启动
试点以来，已为6.2万户老旧小区管
道天然气用户完成入户安检，其中
1400户4年未能入户安检的用户配

合安检率超97.9%。2025年，专项
行动将全面覆盖全市16个区、80个
街镇、150个居村的15万户老旧小
区管道天然气用户，进一步筑牢社
区安全防线。
试点期间，专项行动创新采用

“专业团队+社区志愿者”双联动模
式，由255名劳模工匠、技术骨干组成

专业队伍，联合1066名社区志愿者，
通过“熟人宣传”破解“入户难”等信
任难题。上海工匠张忠华带领团队
首创“五岗合一”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了“灶前阀微创更换法”等多种避障
维修技能，高效处置92处隐患；社区
志愿者庄炳华以老兵担当架起独居
老人信任桥梁；95后社工范德龙每月

4次上门宣传安全知识，居委会干部
韩俊主动清理杂物消除隐患……志
愿者们以柔性服务解决独居老人等
特殊群体“开门难”问题，推出“错峰
安检夜门诊”“免费接送钥匙”等暖心
举措，累计为超千户特殊群体提供免
费设施更换与隐患排查。
推进会现场发布了《燃气安全

进社区志愿服务专项行动指导手
册》，表扬了一批在专项行动中表现
突出的志愿者，并为燃气安全专业
志愿服务总队和社区志愿服务总队
授旗。

上海燃气安全进社区志愿服务专项行动今年实现全覆盖

惠及15万户老旧小区用户

“别人家养猫养狗是为了有个
伴，我家是为了捉老鼠、赶老鼠。”72
岁的施利玉居住在静安区中兴路
1377弄7号楼1楼，从1979年结婚至
今已蜗居了40多年。忍受了几十年
老鼠遍地跑的日子，施利玉日夜期盼
能带着狗狗David一起搬进新家。
现在，她的愿望终于要实现

了。近日，静安区中兴路1377弄成
套改造项目146户居民及3证非居
签约率均达到100%。记者获悉，本
次改造将采用“拆一还一，原地回
搬”的方式让老小区迎来“新生”。

高高兴兴挥别“霉味”
打开施利玉家的木门，一股浓

烈的霉味儿扑鼻而来。“房子通风不
行，就算一年到头开着窗，还是有味
道。”施利玉边说边指着长着霉斑的
墙：“看，到处都长了霉，隔两三年请
人刷一次还是不行。”

据悉，此次成套改造项目涉及
的房屋主要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
造的“两万户”住宅，建筑均为小梁薄
板，空间狭小、实用性差。这里居住
条件艰苦，多为四五家煤卫合用，雨
污没有分离，居民家中普遍存在管道
堵塞、房屋漏水、墙面开裂等问题，对
居住环境改善的愿望尤为迫切。
去年至今，芷江西路街道以成

套改造为抓手，全力推进城市更新
工作，取得“双首日”捷报——去年8
月31日，中兴路1377弄成套改造项
目首日即以98%的高同意率通过居
民意愿征询；今年2月10日，居民首
日签约率超过95%，项目正式生效。
随着成套改造项目100%签约，

低品质的居住环境终于即将成为过
去。“我是第一批去签字的。听到
100%的签约率，太高兴了！”施利玉
激动地说，她已经租下3年的过渡
房，“施工周期2年半，还有半年用

来装修、通风，然后就能高高兴兴地
搬进厨卫独用、有阳台、有地下车
库、带电梯的新房啦！”

“一户一策”圆安居梦
旧区改造，历来被称作“天下第

一难”。为此，芷江西路街道从内部
集结了工作经验丰富、善于做群众
工作的精兵强将，组成5个工作组，
会同专业律师和设计团队一同攻坚
克难。为确保居民们能住上心仪的
新房，成套改造项目工作小组把每
家每户的情况都“摸透”了，还针对
不同家庭的特殊情况制定了包含
28种户型的相应设计方案。
“不用放弃好地段还能住上新

房！”97岁高龄的小区居民孙兴仁
连声称赞，同时，年事已高的他一想
到要“折腾”也难免烦恼。“爷爷，您
放心，借房子、搬家的事情，我们都
会管的。”工作人员确认孙兴仁的租

住诉求后，链接多方资源，联络周边
口碑较好的房产中介，为他找到了
合适的房源。
“像孙兴仁这样的独居老人有

不少，我们方方面面为他们盘资源、
送关怀，尽最大可能满足他们的实
际需求。”中兴路1233弄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曹润介绍，由于改造期间
居民需要暂时搬离，在外面过渡一
段时间，因此工作小组多次上门沟
通，耐心介绍过渡政策，帮助有租房
困难的老人找到心仪的“落脚处”。

72岁的施利玉已经开始打包，
等着新房建好后归来；97岁的孙兴
仁憧憬着3年后在新家迎来自己的
百岁生日。“在后续的工作中，街道
将持续推进居民搬迁、回搬等工作，
争取早日让居民住进温馨舒适的新
家。”芷江西路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
主任张煜表示。
本报记者 陈佳琳 通讯员 沈冠君

■

甘蔗植物水新品近日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的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