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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布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爆品”机会清单
重庆小面等12个美食品类入选

2023年6月 16日 星期五
编辑 蔡杨 美编 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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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6 月 1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大会上获悉，《重
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爆品”机会
清单（2023版）》正式发布，重庆火锅等
12个美食品类入选。

此前，我市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纳入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锚定
5000亿级支柱产业集群目标，在重点发展
方向、产业布局优化、重点任务及配套政
策措施等方面进行了部署。此次发布的
12个美食品类包括人文积淀类、地标美食
工业化类、市场需求潜力类等三个大类。

其中，人文积淀类6个，包括巴渝复
合调味料、重庆方便火锅、重庆酸辣粉、重
庆小面、重庆烤鱼、重庆辣子鸡；地标美食
工业化类4个，包括荣昌卤鹅、梁平卤烤
鸭、丰都麻辣鸡块、黔江鸡杂；市场需求潜
力类2个，包括火锅伴饮、渝派零食。其
中，火锅伴饮类涵盖老鹰茶饮、三峡柑橘
饮品、清香型白酒、风味果酒、啤酒、可乐、
苏打水、奶制品等；渝派零食涵盖即食类
老腊肉制品、牛肉干、麻花、凤爪、豆干、笋
干、果干等休闲类食品。

“这份‘爆品’机会清单是综合研判市
场机会和产业基础，按照‘3+8+3+12’模

型梳理的。”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3+
8+3+12”模型就是3个一级指标和8个
二级指标，结合3个维度权重赋分,最终
形成12个“爆品”机会产品类别。

具体而言，3个一级指标包括自然人
文禀赋、产业基础及优势、市场趋势研
判。

其中，自然人文禀赋涵盖风味独特
性、市场认可度两个二级指标，着重考察
所选品类是否带有“重庆基因”，具备较强
区域特色显示度和消费群体公认度；产业
基础及优势涵盖供应链完善程度、加工制
造能力成熟度以及市场主体活跃度3个

二级指标，着重探析所选品类能否快速适
应并满足市场需求；市场趋势研判涵盖技
术创新、绿色健康、消费场景多元化3个
二级指标，着重于挑选符合消费潮流，兼
具创新性、可塑性和较强品牌营销叙事性
的“潜力股”品类。

“‘爆品’机会清单的发布旨在打造享
誉全国甚至全球的巴渝美食工业化产品
及品牌，激活我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创新活力。”该负责人说，接下来，重庆将
聚焦12个美食品类机会领域，根据市场反
馈来匹配相关政策，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不断推动食品产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刘冲）6月15日，在重庆市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大会上，中垦乳业、
六九畜牧、西大魔芋、檬泰生物、永川豆豉、麻爪爪等6
家来自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领域的拟上市企业举行
了路演活动。

路演现场，6名企业负责人围绕不同产业领域的
发展机遇与挑战进行了主旨演讲。

本次路演活动旨在积极搭建企业与投资机构双向
交流对接平台，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据了解，我市围绕“3334”工作路径发展壮大重
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即推动一批企业上规、推
动一批企业上云、推动一批企业上市；降低企业要素
成本、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降低企业营销成本；重点
打造100户领军企业、100户成长型企业、100户服
务保障型企业；签约一批、开工一批、竣工一批、技改
一批项目。此次路演正是推动企业上市的重要活动
之一。

6家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拟上市企业举行路演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6月15日，巫溪老鹰茶
爆品打造专家论证会暨品鉴活动在重庆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国内茶叶界相关专家齐聚一堂，为打造具有
重庆辨识度、国际影响力的巫溪老鹰茶爆品提出了建
议。

老鹰茶也被称为老荫茶，是重庆特色资源茶种。
地处渝东北的巫溪县，野生老鹰茶树资源居全国第
一。目前，该县老鹰茶在地面积5万余亩，年产老鹰茶
近100吨，产值近1亿元。该县计划在2030年实现巫
溪老鹰茶年产量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亿元的
目标。

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植物功能成分利
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仲华、小罐茶联合创始人
于进江等专家，对巫溪老鹰茶产业发展前景、加工技
术、品牌打造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一是加强老鹰茶古树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筛选核
心种质资源；结合常规育种技术建设茶树种质资源苗
圃和良种育苗基地，全面推广老鹰茶品种选育、扩繁技
术；强化矮化种植技术，形成老鹰茶栽培管理技术规范
标准。

二是优化巫溪老鹰茶加工技术，建立和完善老鹰
茶生产及产品标准；创新老鹰茶产品，推动老鹰茶产业
多元化发展。

三是深入挖掘巫溪老鹰茶消炎、祛暑、降脂解腻、
抗氧化、解酒等功效研究，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型老
鹰茶产品，形成技术成果并进行推广应用。

四是加大巫溪县老鹰茶茶叶协会统筹力度，建立
“一个公共品牌、一套管理制度、一套标准体系、多个
经营主体”的公共品牌管控体系，规范公共品牌的准
入、使用、管理，推进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品牌协同发
展；鼓励企业跨区域整合资源，强强联合、组团发展，
努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如何打造巫溪老鹰茶爆品
专家们给出这些建议

论 证 会

路 演

本报讯 （记者 刘冲）6月15日，在重庆市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大会上，由中国民
族贸易促进会主办的“乡村振兴——亚洲一乡一品设
计大赛”正式发布，大赛将在今年8月启动。

本次大赛以打造亚洲国际化的乡村振兴设计奖
项为定位，选优评尖带动乡村产业升级与经济效益，
以创意设计赋能乡村振兴，助力重庆建设“设计之
都”。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设计专委会主任石振弘介
绍，大赛分为产品组和概念组，并细分为产品设计、包
装设计、品牌与传达设计、空间设计、重庆特设主题类
五个赛道，将从文化内涵、商业价值、创意水平、社会责
任、美学价值五个维度进行评比。

大赛将联合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设计组
织、机构共同征集稿件。

大赛8月启动后，将通过线上报名，完成初审及终
评，最终决出年度大奖2组、金奖40组、银奖40组、最
佳设计奖100组。

“乡村振兴——亚洲一乡一品
设计大赛”8月启动

大 赛

□本报记者 栗园园

6月15日下午，重庆市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大会举办了
5场沙龙，主题分别聚焦中药材、果蔬茶、
肉蛋奶、火锅，以及金融、品牌、物流赋能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来自市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汇
聚一堂，交流经验，直面短板，为重庆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优势
重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已具备一定基础

沙龙上，不少嘉宾表示，中药材、果
蔬、肉蛋奶、火锅等作为重庆特色优势产
业，已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

重庆市神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吴泽辉表示，他们看中巫山丰
富的药材资源，“将依托当地淫羊藿、川党
参等原料药材开发保健药品，创建新型中
药产业链体系，未来力争打造出更高产值
的产品。”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教授曾凯芳
说，果蔬产业是重庆农业的一大支柱产
业，已形成“三带三级”产业布局，蔬菜年
产量突破2000万吨，柑橘、榨菜、水果等
特色产业规模达到1455.3万亩，是我国
重要的商品蔬菜生产基地。

在“国际柠檬之都”潼南，柠檬种植面
积已达到32万亩。檬泰生物科技中心主
任孙仕桥表示，依托产业优势，该中心创

新“一果六分离”技术，自主研发出世界首
套干湿两用柠檬果胶生产线，柑橘精深加
工技术被评定为国内领先水平、柠檬全果
加工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与会嘉宾表示，近年来重庆通过科技
创新、产品开发、品牌树立等一系列措施，
涌现出“涪陵榨菜”“永川秀芽”“汇达柠
檬”“恒都牛肉”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农产品
品牌，“它们同样是重庆发展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产业的重要基础。”

“全国火锅市场上升空间巨大，未来
合川将立足重庆‘中国火锅之都’的优势，
把火锅食材产业打造成千亿级产业集
群。力争2027年实现火锅食材产业产值
24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600亿元。”合川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短板
食品加工率、产能利用率

还不够高

沙龙上，嘉宾们也立足实际，针对目
前我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存在的问
题，提出建议。

以果蔬产业为例，目前发达国家的果
蔬有40%—70%用于加工，食品加工率
一般在90%以上，且已实现规模化、集约
化和自动化生产。而我国果蔬加工量只
占总产量的 10%左右，食品加工率约
40%左右，果蔬加工产业尚处于初级阶
段。重庆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正处于行业发展初期和上升期的预
制菜及净菜产业，应是重庆特色果蔬加工

产业未来发展方向之一。”曾凯芳建议，重
庆应从冷链物流、农村电商、原料生产基地
建设、预制菜产品研发等方面发力，聚焦规
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绿色化方向，提升果
蔬加工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助力
全市特色果蔬加工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市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专家
陈红跃表示，目前我市猪肉加工存在三方
面短板：一是虽具备加工能力，但产能利
用率仅有50%左右；二是猪肉加工企业
较多，但缺乏领军企业；三是猪肉初级加
工较多但精深加工比重低，导致产品同质
化现象严重。

他建议，在工业园区或农业产业园区
布局精深加工，打造主导产业、主导品牌，
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快培育重点龙
头企业，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发展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加强科企联
合，重点攻克精深加工领域关键技术，特
别是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的技术攻关和
副产物加工技术等。

此外，与会专家和企业家们还提出了
加强畜禽地方资源保护与开发、加强茶叶
加工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管理系统运用、建
设柑橘高标准原材料供应基地、构建火锅
食材全程溯源体系等建议，为我市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未来
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助力

产业高质量发展

设立100亿元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高

质量发展基金、实施“爆品”打造计划、加
大头部龙头企业招商支持力度……沙龙
上，嘉宾们也谈到了重庆最近出台的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黄金十条”政策，其释放出
的积极信号让大家对未来产业发展充满
信心。

孙仕桥表示，潼南下一步将启动“柑
橘全产业链复制计划”，在国内柑橘盛产
地复制30家果胶加工中心，打造世界最
大的柑橘类果胶中心集群。还将抓住“一
带一路”重大机遇，将先进加工技术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提高中国果胶在
国际上的话语权。

“我们将继续加大荣昌猪保护、利用
和开发环节的研发投入。”琪金集团董事
长林其鑫称，下一步将与市畜科院、国家
生猪创新中心加强技术合作，加快培育
出既保留地方猪优良特性又满足消费者
需求，同时又具备外种猪生产效益的荣
昌猪新品系，通过成果转化奠定行业竞
争力。在猪肉加工上，计划与江南大学
食品科学研究院建立深度的产学研合作
关系，开发出加工拳头产品，加快荣昌猪
由重庆市场领先品牌向全国一流品牌迈
进。

国药太极总经理俞敏说，未来将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以临床疗效为中心，着
力突破中药资源、智能生产、整合营销和
临床疗效评价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建立
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跨区域、全产业链、数
字化的发展模式，助力中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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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

发展前景如何 还要补齐哪些短板
专家学者为重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6月13日，梁平高新区奇爽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对预制菜产
品进行包装、封边。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6月15日，重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大会荣
昌特色农产品展区，参会嘉宾正在观展。

记者 刘旖旎 实习生 辛飞 王海贝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