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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鼓励特殊
食品显著标注生产日期

新华社电 记者 8日从市场监管
总局获悉，鼓励特殊食品企业清晰显
著标注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特殊食品包括保健食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
作为预包装食品，关乎“一老一小”等
重点人群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针对消费者反映食品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字太小、颜色浅、藏得深”等问
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鼓励
食品企业优化预包装食品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标签标识的公告》，推动食品企
业积极采取针对性改进措施，方便消
费者清晰辨识。

特殊食品企业应该结合公告和
《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标识指南》要求，在
最小销售包装的主要展示版面显著标
注，其位置应当清晰明显、描述准确、
易于查找。在字体方面，鼓励使用最
小高度不小于 3毫米、高度与宽度之
比不大于3∶1的文字、数字、符号标注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并按照年、月、日
的顺序明确标注。

郑州多个产业集群
当选全省“先进”

本报讯（记者 徐刚领）昨日，记者
从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根
据《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3年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
的通知》，经集群申报、各地审核推荐、
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确定河南省超
硬材料产业集群等 10个集群为 2023
年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

具体名单是：河南省超硬材料产
业集群；郑州市、开封市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许昌市、平顶山市新型电力
（特高压输变电）装备产业集群；郑州
市、洛阳市、濮阳市新型耐火材料产
业集群；洛阳市现代农机装备制造业
集群；平顶山市尼龙新材料产业集
群；漯河市现代食品产业集群；郑州
航空港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南阳市
中医药产业集群；兰考品牌家居特色
产业集群。

颜值高寓意好 鲜花绿植受青睐

海棠、月季等争奇斗艳，绿萝、
发财树等绿意盈盈，五彩斑斓，交
相辉映，春日的陈砦花卉市场，呈
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美好景象。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绿
色代表着生命和希望，在家里摆几
盆绿植，心情无比舒畅。”正在选花
的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最喜欢
栀子花，叶子碧绿，花色洁白，清香
扑鼻，每天看看心情就特别好。

据介绍，绿植主要以开花类的
草花、木本花卉为主，目前销售较
好的有海棠、月季、风铃花、栀子
花、绣球花、石竹梅等，小规格的草
花根据品质不同，价格在 10~30
元，大规格的上百元。

除此之外，流泉枫也是春季花
卉市场的新宠，株型漂亮，枝叶飘
逸，叶片如同花朵一样，妖娆多姿。

“在客厅里摆盆流泉枫，使客
厅有森林般的感觉，同时也有一些
诗意和清新的气息，让心情变得更
加平静。”摊主贺先生一边麻利地
整理摊位，一边向记者介绍，流泉
枫春季嫩叶为金黄色，夏季变为绿
色，秋季渐渐变为红色或橙红色。
主要在春天销售，过了春天市场里
就没有这个品种了，因此不少人趁
着春天来买，根据棵型大小不等、
质量不同，每盆价格在 100~300
元，销量很不错。

色彩丰富的郁金香、清新脱俗
的小雏菊、千姿百态的多头玫瑰……
在花卉市场里，鲜切花区永远是最
吸引眼球的地方，鲜花怒放，繁花
似锦，欣欣向荣，既然来了，忍不住
就会带几束回去。

“现在春暖花开，气温回升，鲜
花品种多，也好养活，我和老伴儿
在附近住，经常过来逛逛选几束花
放家里，像绣线菊、洋桔梗、洋甘菊

都很好看，放在窗台，整个家都活
色生香，心里美得很。”家住国基路
的刘先生退休后，对养花情有独
钟，虽然已经买了好几样，仍然徜
徉于各个摊位前流连忘返。

除了现场的花卉，开春以来，各
种花卉种子也很热销，像洋桔梗、太
阳花、除虫菊等种子卖得不错。

花卉从节日专属走向日常消费

“以前觉得花是一种礼物，只
有送人的时候才会来买。现在我
和朋友都会经常买花，家里摆几盆
花，情调就有了。”前来买花的刘女
士告诉记者，她更喜欢小雏菊、桃
花等在郊外、公园可以看到的花，
清新自然，充满野趣，感觉就像是
把“春天”搬回了家。

陈砦花卉市场办公室主任宋
利敏介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花卉消费已突破固有的节日专
属仪式感，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重
要内容。

“以往都是节假日前卖得比较

好，现在平时人流量也不错，特别是
天气回暖以来，鲜花、绿植整体销量
呈上升趋势，市场客流量每天都有
几千人次。清明小长假期间，每天
的客流量平均在1.2万人次左右。”
宋利敏说，为此，市场坚持每个周末
举行半公益性质的插花体验活动，
教喜欢鲜花的顾客制作插花作品，
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增色添彩。

“花卉市场成春游‘网红’，逛
花卉市场，把‘春天’带回家，这种
消费模式的转变，反映了人们对生
活质量的追求和对精神满足的重
视。”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副秘书
长、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胡钰
说，鲜花消费的日常化是社会消费
模式转变的一个缩影，传递出人们
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美好期许，是消
费理念变化的一个“创新点”，这种消
费趋势的兴起，为百姓带来了更美好
的生活，为花农和花商带来了更多的
商机，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百姓
福祉创造了新的“支撑点”。
记者 李爱琴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陶然） 今年
一季度，我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233.8 亿元，同比增长 81.6%。4 月 8
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得此消息。

技术合同成交额是反映地区科技
创新活跃度的重要指标。据悉，2022
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1000亿
元，2023年达到 1367亿元，今年第一
季度，我省该数据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态势。

据介绍，从增长趋势看，2021年、
2022年、2023年我省技术合同成交额
占GDP的比重分别为 1.03%、1.67%、

2.31%，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态势，技术交易成为推动我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季度，我省高新技术领域技术
交易保持高速增长，成交额达到114.8
亿 元 ，占 全 省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的
49.1%。高新技术领域中，先进制造
领域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36.7亿元，
占比 32%，位列第一。这反映出我省
实施建设制造强省三年行动计划等一
系列战略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外，我省企业技术交易主力军
地位愈加巩固。一季度，我省企业技

术合同成交额 224.2 亿元，同比增长
88.2%，占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的
95.9%。这反映出我省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日益增强，企业法人技术交易主
体地位进一步强化。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深入探索科
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深层次改革，全
力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中
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等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载体，持续推动“研发—中试—
产业化”全链条衔接，不断提升技术转
移转化服务效能，推动全省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再上新台阶。

郑州花卉市场成春游“网红”

鲜花消费日常化
市民把“春天”带回家

河南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再创新高

一季度成交额超200亿元 同比增长超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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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河南数数

春暖花开四月天。进入4月，浓郁的春意不仅盛开在公园中、田野里，还藏在绿城郑州的花卉市场里。4月8日，记者
来到陈砦花卉市场国基路店，和煦阳光伴随阵阵清香，前来购买花卉的市民络绎不绝，他们流连穿梭，精心选购当季热销的
鲜花绿植，将“春天”带回家。

中国首款数字邮票藏品
在港合计拍出552万港元

新华社电 在日前收槌的中国嘉
德香港2024春季拍卖中，两套限量版
的中国邮政史上首枚数字邮票——

《甲辰年》数字邮票以共计552万港元
的价格成交。

《甲辰年》数字邮票是中国邮政首
枚发行于公有区块链的数字加密邮
票，邮票图案以中国邮政 2024年 1月
5日发行的《甲辰年》特种邮票图案为
原型设计，采用“实物邮品+加密邮
票”结合的形式对外发售。该数字邮
票由中国邮政香港有限公司和金玖银
玖（香港）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龙
源传统文化交流促进中心联合于1月
18日在港首发，共发布 5款由不同实
物产品与《甲辰年》数字加密邮票组成
的组合套装，限量10000份。

此次拍卖会上呈现的两套藏品，
一套是编号为 00001的祥瑞邮票金，
最终成交价为 420万港元；另一套由

《甲辰年》同题材小全张邮票、贺岁邮
票金、纳福邮票金、如意邮票金组成，
最终成交价为132万港元。

花卉市场春意盎然 市民赏花买花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