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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年，中秋将至。
又一年，月饼上市。
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源自古老而美好的传

说 ，并 随 着 时 间 推 移 成 为 人 们 心 中 根 深 蒂 固
的民族文化。承载文化元素的月饼逐渐加载了
食品、商品、文创产品的多重属性，并催生周期
性显著、供需关系多变的月饼市场。在这个市
场里，月饼生产企业、销售平台、消费者都扮演
了无比重要的角色。

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我市多家
月饼生产企业、商超，通过实地采访，切身感受
我市月饼市场展现出的独特活力。

生产有了新标准

天上月圆，人间团圆。
临近中秋节，月饼迎来产销旺季。运城市

福同惠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已经满负荷运
行，员工们一边加紧生产，一边忙活销售。

走进福同惠公司生产车间，扑面而来的是
阵阵浓郁、香甜的月饼味道，十分诱人。在洁
净、恒温的环境下，工人们忙碌地进行着和面、
包馅、压模、烘烤、包装等工序。

只见烘烤车间内，轨道烘烤机和旋转烤炉
隆隆作响，一个个月饼经过烘烤后，个个圆润金
黄、浓香四溢。包装车间内，员工们正快速有序
地将月饼分类包装，等待出厂。

“从 7 月下旬开始，我们就加班加点生产，至
今已有近 50 天，日产月饼近 10 万块。中秋节临
近，月饼也迎来销售高峰，来自经销商、企业、商
超的订单不断。”福同惠车间主任吕红兵说道。

月饼市场具有销售期短、市场集中、短期量
大的常态化特征，其生产和销售具有非常明显
的周期性。

福同惠是中华老字号品牌，距今已有上百
年的历史。福同惠公司则是运城食品行业的领
军企业，对月饼的生产流程和生产的时间节点
十分熟悉。

据吕红兵介绍，每年月饼生产周期不到 2 个
月，集中销售在 20 天左右。今年，从农历七月下
旬开始，福同惠公司的月饼就进入市场，并随着
中秋节的临近数量逐渐增多。

“我们会提前向市场投放部分产品，可以说
是暖场，能提升福同惠月饼在消费者心中的影
响力。在生产时则需要严格把控产量，一般先
按照往年平均产量的 60%进行生产，临近中秋节
再根据经销商、企业、商超采购订单进行生产，
最大限度满足市场需求。”吕红兵告诉记者，“尽
管生产周期短，但月饼产值可占公司年产值的
一半。”

从福同惠公司月饼的产值占比可以估计，
我市中秋月饼市场规模正随着居民消费力的提
升持续扩大。然而，月饼市场想要更加健康有
序则需要相关政策的严格规范。

近年来，在国家持续强化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的政策方针指导下，关于月饼质量安全的政
策法规陆续出台，包括：《关于遏制“天价”月饼、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GB 23350-2021）以及
从今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月饼质量通则》
(GB/T 19855-2023）等。

吕红兵告诉记者：“公司在《月饼质量通则》
发布后就多次组织技术骨干参加全国焙烤制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线上贯标培训，公司上至
总经理、下至工人都要学习新标准。尽管通则
今年刚开始实施，我们已经按照新标准严格规
范生产，比如我们已经在月饼包装上明确标注
主要馅料成分含量，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安心。”

产品有了新属性

在我市中秋月饼市场，有像福同惠公司这
样底蕴深厚的“老字号”企业，也有初入月饼赛
道的“新选手”，他们凭借着对月饼市场的敏锐
观察，以文创月饼为切入点，辅以全新的互联网
运营方式，获得了喜人的市场成绩。运城市三
馨食品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企业。

提到三馨食品，很多人熟悉的是其生产的
关公大宴饺子、包子、馄饨等速冻食品。其实，

早在三年前，三馨食品就开始入局中秋月饼市
场。

“第一年做月饼，公司赔了 10 万元，第二年
基本持平，今年公司在月饼口味、产品包装等方
面不断调整，并牢牢将关公及运城的其他文创
元素融入月饼生产中，希望能以新产品、新创意
占领市场，我有信心今年的销售额能达到 300 万
元。”三馨食品总经理任光孟说。

三馨食品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在
加紧赶制月饼；成品仓库里，色彩鲜明的“关公
礼月”、制作精良的“河东锦绣”等文创类月饼礼
盒格外引人注目；厂区大院里，车辆排队等待着
将订购的月饼装车。

“关公礼月在包装上突出了关公的形象，让
人一看就知道是咱们运城的月饼。月饼有蛋月
烧、广式、水果等口味，可以自由选择搭配，价格
也很亲民。我们今年想给供应商和客户送些有
运城特色的月饼，直接订购了 200 份。”一位前来

订购月饼的客户告诉记者。
的确，月饼除了是食品、商品，也是中秋节

的“社交硬通货”，这一新属性是三馨食品做文
创类月饼的出发点。

任光孟注重文创，更加注重以互联网思维
运营。他深知，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只有
褪去传统营销思路，打造品牌，以更富有文化气
息、更年轻的形象拥抱互联网，才能真正贴近消
费者。为了做好月饼营销，他邀请了多位本地
网红进行现场直播。

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任光孟一刻都没
有闲着，他一会给客户介绍产品，一会解答客
户疑问，一会帮客户搬月饼。

面对记者的好奇，任光孟说：“虽然公司事
情很多，但我近一周都在月饼成品仓库帮忙。
我要跟客户面对面，了解客户需求，也要了解客
户知道咱们文创类月饼的途径，这样我才能知
道通过直播等方式宣传有没有用。最近客户很

多，都是看了短视频直播过来的，每天能销售
2000 盒月饼。”

在任光孟的食品产业蓝图里，月饼是重要
角色，但“三馨小吃一条街”才是终极目标。在
这条“小吃街”上，小馄饨、鲜粽子、水饺、包子及

“叮小煮”速食缺一不可。三馨食品正立足关公
故里的区位优势，以关公大宴品牌为基础，借助
品牌影响力布局整个食品产业。

销售有了新亮点

福同惠建立自有直播团队，多个抖音账号
同时直播自家产品，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

三馨食品邀请主播“小胖和妈妈”，进行中
秋宠粉福利专场直播，让更多人了解关公文创
类月饼；

……
全新的营销方式正给中秋月饼市场带来全

新的客户群体，让我市月饼生产企业可以走出
运城，走向全国。

福 同 惠 公 司 总 经 理 刘 跃 告 诉 记 者 ：“ 从
2019 年开始，福同惠公司就一直在搭建自己的
直播团队，如今整个团队有十余人，直播卖产
品上了正轨。以前，卖月饼靠经销商、超市、
商店，现在增加了新渠道，我们福同惠的月饼
也能走得更远，知名度更高。”

福同惠公司的直营店内，前来选购月饼的
顾客络绎不绝，一位主播正拿着一枚掰开的蛋
月烧月饼，向镜头前的观众讲解月饼的馅料和
口味，丝毫不受来往客流的影响。“已下单”“京
东能送货到村吗”“拍了，加急发货”……直播间
内观众留言不断。

“临近中秋节，来选购月饼的顾客越来越
多，现在店内每天能销售几千单，线上每天销售
额超过 1万元，销量很好。”直营店店长说。

除了直播，福同惠公司也通过运营企业公
众号，采用多种电商销售模式，线上销量逐年增
长。今年 5 月，福同惠公司与“东方甄选”合作，
几分钟时间什锦糖果销售达 5 万元；6 月 12 日，
与“与辉同行”合作，5 天累计销售 8 万多单，销售
额超 150万元。

任光孟则表示，关公文创类月饼销量节节
攀升说明直播能带来更多精准客流，未来公司
将会持续拓展营销方式，关注热点、关注互联
网动向，用全新的营销方式引领企业创新发
展。

直播赋能，让中秋月饼市场焕发了全新的
活力。与此同时，线下市场同样火爆。

在中心城区荣河 1+1 生鲜超市星河店，各
式各样的月饼礼盒已经成为食品销售区域的

“主角”。包装精致、品种多样的月饼分类码得
整整齐齐，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最近
买月饼的顾客越来越多，有自己买的，也有公
司团购的，每天能卖上百盒。”超市工作人员
说。

沃 尔 玛 超 市 则 聚 焦 “ 健 康 ”“ 大 牌 家 常
菜”“灵感新生活”“极致价值感”4 个维度，
为顾客打造差异化的月饼及其他中秋节商品，
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选购。

综观我市中秋月饼市场，“新”成为关键
词，全新的生产标准、全新的文创产品、全新
的营销方式正在消费理念日趋理性和成熟的当
下，激发着中秋月饼市场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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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渐浓处，又是中秋时。随着中秋佳节
的临近，承载着“阖家团圆”美好愿望的小小月
饼，又迎来了销售热潮。针对月饼销售旺季，国
家税务总局运城市税务局以企业涉税需求为抓
手，在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提升税费服务水平等
方面多维发力，助力企业抢抓节日商机，让中秋
月饼更添香甜“税滋味”。

税惠“加码”
老字号增添新实力

近年来，山西永祥和闻喜煮饼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为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坚持创新、寻求
突破，在传统煮饼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和拓展新
产品，相继推出红豆、绿豆、蓝莓、山楂等多种口
味的月饼，颇受消费者的欢迎。

“从刚成立时的小作坊发展为集研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税务部门始终与
我们一路同行。”公司负责人胡滨感慨道，“税务
干部定期对我们开展纳税申报、发票开具等涉
税事项辅导，让我们能腾出时间安心经营，创新
生产更多受年轻消费者青睐的产品。”

据悉，为助力老字号企业焕发新活力，闻喜
县税务局主动靠前服务，建立企业涉税需求清
单，精准梳理企业应享税费支持政策，深入企业
问计问需，提供“一企一策”个性化纳税服务，详
细讲解申报享受流程，制作电子税务局及手机
App 操作视频，确保经营主体知政策、会操作、能
享受，助力老字号企业“新”意盎然。

走进河津市福嘉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记者看到员工们正忙着赶制月饼，香油和
面、精调馅料、手工包制、模具塑型……一缕缕
醇厚浓郁的饼香扑鼻而来，一屉屉新鲜出炉的
月饼令人垂涎，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

“月饼生产销售具有较强的季节性，中秋节
前一个半月是月饼生产销售的高峰期。不光订
单量增大，发票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多亏‘税

务管家’及时上门辅导，大大提高了开票效率，
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啊！”该公司总经理武敏告
诉记者，从 7 月下旬开始公司就全力生产月饼，
目前，两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40 余名员工轮班
上阵加紧生产，每天能生产 1500 公斤月饼，整个
生产季预计生产 7.5万公斤月饼。

公司财务负责人柴小娟告诉记者，企业及
其直营店近两年享受了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免
征增值税、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免共计 18 万元。

“别看减免的税款数额不大，但对于我们生产
旺季只有三两月的小企业来说，这些‘真金白
银’就是我们用好料、用足料的底气。”柴小
娟表示。

服务添“香”
小月饼闯出大市场

建厂 30 余年的运城市风陵渡东风食品厂以
月饼、点心、糕点和面包等为主营产品，制作方
法十分考究，在芮城县乃至晋陕豫黄河金三角
地区的特色产品中都占有一席之地。适逢中秋
将至，东风食品厂风陵渡各大销售网点更是人
头攒动，供不应求。

近年来，芮城县税务局根据企业销售形势
和特点，选派业务骨干，主动上门服务，普惠性
宣传和面对面个性化辅导相结合，帮助企业应

知尽知、应享尽享税费优惠政策。同时，深入征
求企业意见、了解企业诉求、化解潜在涉税风
险，助力企业扩大生产，产销两旺。

东风食品厂负责人刘桂元表示：“税务部门
主动服务，先后为我们办理税费优惠近 20 万元，
我们觉得非常暖心，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
的建议，对我们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在永济市迎宾路，一家名为大白兔西饼屋
的店铺前早早便排起了长龙，短短十几分钟，新
出炉的月饼就被一扫而空。为支持个体月饼商
家迎战销售旺季，永济市税务局组织青年税务
干部“点对点”上门辅导、问需解难并送上定制
优惠政策红包，为中秋月饼增添“新滋味”。

大白兔西饼屋已有 28 年历史，每到中秋佳
节，该店纯手工打造的口味独特、造型新颖的大
白兔月饼是不少永济市民的“心头好”。

“为拓宽销售渠道，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直
播，在直播间介绍每款月饼的馅料、特色，让消
费者在家里动动手指就能挑选心仪月饼。刚才
税务人员告诉我说，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
优惠政策延续到了 2027 年，减免的税额帮助我
们这种个体工商户减轻了生产经营压力。我们
对今年月饼的销售情况信心更足了!”大白兔西
饼屋财务负责人李丽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落实落细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发展税费政策，永济市税务局聚焦纳税
人缴费人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擦亮服务品牌，拓
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方式，在推进办税缴费
智能化、个性化、便利化上见实效，实现“政策找
人”，有效提升“便利享受”体验感。

驻村帮扶
答好乡村振兴“必答题”

中秋节将至，走进夏县虎庙岭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月饼制作车间，员工们正忙着发面、制
作馅料、蒸制月饼，这种以传统方式与新型制作
融合的模式生产出来的月饼香气四溢，香甜可
口，与一般的月饼不同。

创 新 的 背 后 ，是 税 惠 政 策 红 利 的 有 力 支
持。“我们作为小微企业不太了解最新的税费优
惠政策，多亏有税务部门的精心服务和税惠支
持，国家税费优惠政策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安心
舒适的发展环境，也加大了我们企业敢闯的劲
头。”夏县虎庙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旭
霞介绍，“从 8 月份开始，我们的订单一天比一天
多 ，目 前 已 接 到 北 京 、太 原 、三 亚 等 地 礼 盒 订

单。”
夏县庙前镇虎庙岭村是夏县税务局的包联

帮扶点，为发展该村主导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022 年成立“夏县虎庙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并创建“禹娇”牌花馍品牌，充分利用山区独特
自然资源和丰富人力资源，制作纯天然、健康安
全、老味道的花馍。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针对
传统的中秋节研究制作高水平、精品质的月饼
系列产品，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下不断做
大做强，声名远播。

夏县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积极发挥
税收职能作用，推动税惠政策落实落细，在税
收宣传、需求响应、政策落实、精细服务上持
续发力，驻村帮扶工作队要职能定位清晰，敏
锐捕捉百姓需要，多解决实际问题，普惠施策
与个性化突破相结合，以税收优惠政策和便民
服务措施答好特色产业乡村振兴“必答题”。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下一步，将不断
发挥我市税务部门职能，聚焦特色行业、产业发
展需求，在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和精细服务
上持续发力，助力我市月饼产业发展壮大。”市
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运 城 市 税 务 局 以 企 业 涉 税 需 求 为 抓 手 ，助 力 企 业 抢 抓 节 日 商 机 ——

中秋月饼更添香甜“税滋味”
本报记者 余 果 通讯员 上官通

图① 三馨食品有限公司
员工在包装月饼，准备交付订
单。

图② 福同惠食品有限公
司的员工在店铺内通过网络直
播，把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图③ 福同惠食品有限公
司 的 员 工 在 加 紧 生 产 中 秋 月
饼，供应节日市场。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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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生产标准、更新的文创产品、更火的营销方式，今年的运城月饼市场——

“新新”字当头 “新新”意盎然
本报记者 李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