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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
上海    喀什

喀优品”，正是上海市商务委和上海援疆前指落实并发起的中

高端定位的品牌集合。同时，“沪喀优品”专柜业已上线农工商、

苏宁家乐福、本来生活、来伊份、每日一淘等。

一组数据验证了这些企业和平台为喀什的特产释放的巨大

消费动能：2020 年上海销售对口四县的农副产品 6.58 亿元。

而在 2021 年，上述销售额变成了 10.3 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56.5%。

除了让喀什的农产品在上海卖得更好，近三年来，上海对

口援建喀什四县的农产品已经由向上海地区销售为主转向辐射

长三角地区，进而促进对口四县的优质农产品进入范围更大的

全国市场。

上述提到的“缸子肉”半成品，为了将缸子肉铺到足够多

的城市，今年以来，盒马相关负责人分别在广东、苏州、北京、

武汉、成都找了五个工厂，同时生产，辐射周边城市。“羊肉

好吃，加上搪瓷缸上萌萌的盒马形象，带动它的周增长率达到

419%。”张千表示，由于销售增长太快，他们在产品上新不久

后便加急寻找喀什的羊肉和搪瓷缸资源。

十二年来，上海援疆干部和企业不断构建和夯实当地特色农

产品的全产业链，将农产品做得愈发精美和便捷，使其能够真正

搭上互联网新消费的时代“快车”。这离不开援疆资金的支持。

侯继军告诉记者，第十批上海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援疆资金的使

用愈发向重点聚焦、向关键点发力，愈发向基层和民生倾斜。

适时的转变，源于干部人才灵活调整思路，顺应时代发展

趋势。对于这样的上海智慧，侯继军认为同样体现在援疆干部

人才选拔和培养。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指出：对

储物流基地配套库房 14 幢，以及巴楚县一座现代化、规模化的

2 万只种羊良繁中心。

在农产品的主导销售方式上，上海援疆也不断调整思路。

2017 年至 2019 年间，第九批上海援疆工作开展时，“双线九进”

是当时提出的新模式，即线上和线下开展消费扶贫，进商场、

进社区、进菜场、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地铁、进宾馆、

进银行。

据侯继军介绍，原来这一领域还是以援疆指挥部推动销售

为主，现在积极推动其转向企业平台销售占主导。2021 年，上

海的盒马生鲜被引入当地，成为其鲜果、馕和面包等食品的重

要采购地。就在 2022 年 8 月初，搪瓷缸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

羊肉、比脸还大的皮牙子馕，这些新疆特色美食，成为了上海

盒马超市的热销产品，甚至“一缸难求”。

这些美味的馕，来得历经曲折。新疆的馕，盛名在外。人

们都知道它水分少，易储存，便于携带。这种接地气的食物，

要带到新疆以外的地方，其实并非易事。2021 年 6 月，在上海

援疆前方指挥部的引荐和指导下，位于上海总部的盒马工坊张

千团队几赴新疆，反复调试馕的制作工艺和新配方，遍访莎车县、

泽普县的多个馕产业园区，找到了合适的生产加工厂。

然后是疫情反复和漫长的等待。历时 14 个月，来自喀什的

馕终于在今年 8 月被送进上海的盒马门店。首批 1 万只，仅卖

了几天就断货。与此同时，借助新型工艺，采用喀什羊肉制作

的“缸子肉”也一同出现在超市货架上。原本在新疆当地，这

是坐在餐馆才可享用的小吃。现在上海的消费者不用远赴喀什，

也能大快朵颐。

据张千团队介绍，每个搪瓷缸中有至少 170 克带骨羊腱肉，

加入红枣和枸杞、两三块胡萝卜。只要把缸子盖往上一盖，将

其炖熟即可食用。“做成半成品，是我们还原这道新疆小吃的

方式。” 

除了上述电商企业，一些高端平台的打通也离不开上海援

疆和各方力量。近几年来，上海市商务委也积极开展系列展销

推介，为喀什商品“搭好台”，通过进博会、五五购物节、网

上年货节等平台，打通喀什地区农副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各

环节。

9 月 9 日，2022“全球新品首发季”在上海揭幕。消费者发现，

在这里也有了喀什特产的身影。莎车的巴旦木、叶城的核桃、

泽普的骏枣、巴楚的羊肉，这些上海对口援建四县的代表性产

品，在“沪喀优品十大新品”展台集体亮相。今次登场亮相的“沪

线上线下消费扶贫 2019 上海对口帮扶地区展销会举行。图为新疆喀什展台前，

演员载歌载舞，吸引眼球。摄影 /刘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