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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亩园区构建预制菜产业生态维度

梁平 构筑产业新生态 竞逐万亿预制菜红海
盛夏时节，位于梁平的中国

西部预制菜之都产业园内，火红
的生产、建设场景令人振奋。一
条条道路四通八达、宽阔平整，一
个个入驻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正酣，一个个项目加快建设、落地
见效……

今年年初，工信部赛迪研究
院发布“2023十大预制菜产业基
地”榜单，梁平位列榜首。梁平力
争到2025年，预制菜全产业链实
现年产值500亿元以上。

立足消费新时代，竞逐万亿
预制菜红海。抢抓机遇，梁平发
展预制菜产业其时已至，其势已
成；起步抢道，梁平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预制菜产业基地、中国
西部预制菜之都跑出了“加速
度”。

重庆伴礼海老汉预制菜品 摄/张常伟

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新品品鉴区，市民品尝入围品牌的预制菜 摄/向成国

顺时度势抢先布局
新赛道跑出新姿态

发展预制菜产业，农业是基础。
梁平坐拥巴渝第一大平坝，拥有丰富
的农业资源，是国家级重点产粮大
区、全国商品粮基地、国家农产质量
安全区，享有“巴蜀粮仓”美誉。以稻
子、柚子、鸭子、竹子、豆子“五子登
科”为代表的丰富农产品资源形成了
独具风味的都梁食风。又因其位于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

当预制菜迎来风口时，梁平在去
年5月率先提出举全区之力打造中国
西部预制菜之都，将新型工业化作为
第一方略，将预制菜产业作为第一抓
手，专班推进、合力攻坚、高标倒逼、
闭环落实，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预制菜产业基地。并规划建立

“三区五中心九平台”，全力打造最优
最全的预制菜产业生态。

三区即综合服务区、示范引领

区、产业集聚区；五中心即研发中
心、物流中心、电商中心、品牌中心、
西部陆海新通道预制菜集散中心；
九平台即综合服务平台、配套服务
平台、运营平台、食材集散平台、陆
海新通道预制菜集散平台、产业研
究院、产业学院、中华美食文化园、
英才之家。

放眼园区内，中国西部预制菜之
都展览馆、体验馆、博览馆、运营中
心、电商直播中心、陆海优品展厅等
相继建成投用，梁平预制菜专题网站
相继上线，百万平方米标准厂房、西
部食品检验检测中心、辐照中心、冷
链物流等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保税
仓、金融服务平台、预制菜产业研究
院与产业学院等项目相继推进……

如今，梁平正顺时顺势、迭代升
级、系统集成、整体智治，加快打造最
优的预制菜产业生态、最完整的产业
链条，朝着千亿级产业集群，朝着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预制菜产业基地目
标阔步前行。

全力筑巢集聚发展
新项目带来新活力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企业
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如何在群雄
逐鹿的预制菜战场突出重围？梁平
深知产业竞争的背后实则是产业链
的比拼。

为此，梁平深入实施招商引资主
题年行动，紧盯行业全国前 10头部
企业、前50知名企业强链招商，瞄准
预制菜食品装备、冷链物流、电商营
销等企业补链招商。2022年成功引
进智厨娘、海老汉、净菜加工等项目
59个，协议引资100多亿元，谷状元、
山东北粮等15个项目当年签约、当年
建成投产。

海老汉食品是去年12月底梁平
引进的重点预制菜企业之一，也是西
部地区首家海鲜类预制菜全产业链
企业，拥有现代化海鲜预制菜加工生

产线和2000多平方米的国内先进冷
库，可年加工预制菜品 6000 多吨。
立足东海海鲜的原产地优势，海老汉
食品不断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
推出了具有川渝“夜市文化”的梁平
嗦螺。

“区里对预制菜的重视，对预制
菜发展的定位，让我看到了公司更加
美好的未来。”海老汉食品主要负责
人表示，“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为企
业发展搭建了平台，海老汉将继续加
强菜品研发，打造爆款，助力梁平预
制菜走遍中国、走向世界。

目前，梁平全区食品工业体系日
益完备，预制菜产业链企业已达318
家，产品精深加工率达 40%，园区集
中度达79%。 2022 年，梁平预制菜
产业产值220 亿元，对全区规上工业
产值贡献率26.5%，推动规上工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位列渝东北第—。

据了解，到2025年，梁平中国西
部预制菜产业园将基本形成集原材
料供应、生产加工、冷链配送、中试研

发，电商金融于一体的预制菜产业集
群，预计全产业链年产值达 500亿元
以上。

标准引领数字赋能
新时期迎来新机遇

2023 年以来，重庆上口佳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开足马力抓生产，全力
以赴抢订单，1—5月订单量同比增
长 10%。

上口佳拥有全自动给袋式包装
机 30 多台、全自动称重包装机 3台、
杀菌生产线3条、烘干线 5 条，自动化
水平达到了 85% 以上，月产量 1000
余吨。此外，上口佳还成立了食品安
全领导小组，定期组织评审产品质量
情况，确保公司产品原材料安全验收
率 100%，产品第三方检验合格率
100%，守好“舌尖上”的安全关。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一
直以来，梁平预制菜产业园将食品
安全作为底线红线，作为预制菜产

业发展的生命线，围绕完善覆盖从
田间、进车间、到餐桌的全链条预制
菜产业标准体系，与市市场监管局
联合制定了《预制菜标准体系构建

总则》和《年度工作任务清单》，填
补了全市预制菜产业地方标准空
白，推动预制菜产业标准建设走在
全国前列。

构建预制菜产业生态，推动预制
菜产业迭代升级。除此之外，园区还
在不断加快数字化赋能，打造集原材
料供应、产品销售、电商直播、品牌建
设、预制菜指数发布等具有强大功能
的高能级平台和中国预制菜产业数
字中心。并集成推广绿色生产技术
体系，建成绿色、有机等预制菜原料
标准化生产基地 40 个，全面提升预
制菜原材料标准化生产水平，构建科
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的绿色化产业体系，实现生态和产业
发展的良性循环。

未来，梁平将着力构建全方位、
全开放、多元化、数字化的整合共享
合作平台，完善最优最全的预制菜
产业生态，深度融入陆海新通道国
家战略，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助推梁平预制菜走遍中国、走向
世界。

王琳琳 赵胤越 马菱涔

自国务院安委会部署隐患排查整治2023
专项行动以来，市安委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狠抓细节，进一
步提高隐患排查整治精准度，持续有效稳控安全
形势，全力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市各区县各部门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保持“半夜惊醒、睡不着觉”的高度警
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层层压实责
任，举一反三、持续有力抓好安全生产与自然灾
害防治各项工作。抓实抓细重点领域，围绕“遏
重大、降较大、减总量”目标，全力消除燃气、道
路交通、有限空间作业、建筑施工、危化品、矿
山、消防、旅游、工贸等领域安全隐患。扎实抓
好防汛抗旱、地质灾害防治、森林防火等各项工
作。加强避险转移，尽最大努力保障群众生命
安全。盯紧盯牢关键环节，敢于动真格、不怕得
罪人，确保排查整治到位、监管执法到位、应急
处置到位。

下一步，我市将在“治本”上下更大功夫，常
抓严抓狠抓细节，持续有效稳控安全形势。各
区县各部门坚持“严”字当头，深入各地检查专
项排查整治工作情况，对问题突出地区和行业
领域“指名道姓”通报，对典型违法违规企业公
开曝光，对典型事故挂牌督点行业、重点矿山安
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灾害治理不到
位、无视事故征兆等严重违法行为。按照重大
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汛期尾矿库逐个“过筛
子”，督促危化品企业落实防高温、防雷、防汛措

施，加强生产、仓储、运输等各环节安全管理。
严查旅游包车超员超载、农用车非法载人、酒驾
醉驾等违法行为。下沉力量全面排查暑期景区
景点、综合体、养老院、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火
灾隐患，紧盯用火用电、检维修、建设施工、电气
焊和出口通道等重点环节和部位，严防发生群
死群伤。各区县将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
把责任落实到每一段堤坝、每一处危险区、每一
个隐患点。

当前，全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时期，防汛形势

十分严峻。市安委会强调，各区县、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重要指示精神，纵深推进“重大
事故隐患专项整治2023行动”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提升思想认识，克服错误倾向，吸取
教训、举一反三，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精准防控，加强值班值
守，再研究再部署、深化细化各项工作，切实保
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到不死人、少伤
人、少损失。

要加强风险预判预警，紧密结合当地特殊

地形地貌，在工作量化上下功夫，抓好小流域山
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精准预警，增强主动防
范能力；要高效做好人员避险，及时安排风险区
域人员提前避险，适时扩大避险转移范围，做到
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抓好农村避
灾点建设，建设完善农村避灾场所，做好生活服
务保障，为群众安全避险提供便利；要加快灾后
恢复重建，做好受灾群众安抚工作，全力恢复水
毁道路、电网、通讯、城市排涝等基础设施，抓紧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重庆高新区
全面开展隐患专项整治

重庆高新区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突出
除险清患工作导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
心理，举一反三，持续有力全面开展隐患专项整
治。

抓实隐患专项整治。全面开展燃气安全专
项排查整治，突出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烧烤店、
大排档等重点场所，坚决纠正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加强安全用气宣传，严防燃气领域安全事
故，重点检查人员密集、流动性强的场所用气情
况，确保检查到位，安全隐患整改到位。持续加
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突出道路交通、
建设施工、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
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入开展安全风险专项
整治行动，全覆盖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重点部位
问题隐患。广泛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引导
居民群众特别是重点行业领域从业人员强化人
人都是“安全第一责任人”主体意识。

抓实自然灾害防治。加强隐患排查，按照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要求，“人力+技术”相
结合，“拉网式”排查地灾隐患，既盯住“原有隐
患点”，又找到“新隐患点”，确保不留死角盲
区。对排查出的隐患，周密制定防治预案，及时
落实防治措施，筑牢灾害防御屏障。严格落实
预警预报机制，健全完善群测群防体系。

渝中区
推进隐患排查整治走深走实

渝中区以最强的决心、最大的力度、最硬的
举措，在危化、建筑、商贸、城市管理、特种设备、
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渝中区坚持“严”字当头，下沉力量全面排
查暑期景区景点、综合体、商市场、电影院、养
老院、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开展火

灾“除险清患”行动，大型商业综合体专项整
治，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回头看”行动，全面排
查摸底拆除违法搭建建筑、整治骑跨店经营、
排查风险隐患点启动了洪崖洞安全隐患综合
整治，成立洪崖洞安全隐患整治领导小组，下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项办），并制定了《洪崖
洞景区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方案》，印发《关于报
送洪崖洞安全隐患问题清单及专项工作推进
情况的通知》，按照“谁排查、谁负责”“谁安装、
谁使用、谁负责”“近中远期结合、先易后难推
进、重点区域优先”等原则，明确各成员单位落
实整改期限、责任人，及时完成整治任务。6
月7日起，渝中区文化旅游委、区经济信息委、
区住房城市建委、区城管局、朝天门街道等8
家成员单位，集体入驻景区现场办公，组织各
行业专家每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指导督促
整改。

化粪池管网老化出现病害，既影响居民的
生活环境，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自今年6
月以来，渝中区已排查出协信星光广场堡坎、枇
杷山后街64号、上大田湾141号等29处需整
治改造的化粪池点位，均使用专项资金进行整
改，为辖区居民排除安全隐患、改善居住环境、
提升生活品质。

九龙坡区
以问题清单为抓手扎实推进专项整治

九龙坡区以问题清单为抓手，全区上下多
方协同，多维发动，扎实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
项整治2023行动”。

推进各方责任落实。区委、区政府严格落
实“一岗双责”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严
格落实安全管理职责。以安全问题清单为抓
手，督促各部门、镇街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各部
门、镇街严格落实属事、属地责任，坚持依法监

管、主动服务、创新举措。全区抽查检查企业
1103家，帮扶指导重点企业137家。目前，全
区隐患整改率达96.6%，纳入市级“清单库”问
题4个，均有序推进整改。

推进各类专项整治。火灾“除险清患”行
动，累计完成2840栋高层建筑排查及相关信
息录入，有序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智管平台
试点建设；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回头看”行
动，为全区13个镇街配发可燃气体检漏仪，进
一步提升镇街隐患排查能力；道路交通、自建
房、危化品打非治违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有序
推进。

南岸区
专项整治有限空间隐患

南岸区坚持防患于未然，狠抓责任落实，对
全区有限空间作业进行隐患专项整治。

全区将工贸企业特别是蔬菜腌制，皮革、毛
皮、羽毛（绒）加工，造纸和印染等企业，其他存
在硫化氢等中毒风险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以
及物流中心、专业市场和汽摩配件、五金、建材、
服装等专业市场全部纳入专项整治。突出污水
处理设施设备、槽罐、纸浆池、腌制池等风险较
高的有限空间，突出清理清淤、检维修等高风险
作业，严格落实有限空间警示标志、隔离措施、
装备配备、作业审批、作业条件确认、应急处置、
承包方管理等各项安全管控措施。

针对物流中心、专业市场，不符合总体规划
布局要求；不符合规划用地要求、未办理供地手
续，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未经过正
规设计、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未经消防验收或者
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不符合消防安
全法律法规标准；违规经营、储存、运输危险化
学品；未依法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

等6个方面进行整治。对查出的问题，各单位
督促企业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
案“五落实”。

沙坪坝区
多措并举推动除险清患见成效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整治2023行动开展以
来，沙坪坝区压紧压实责任推进隐患排查整
治。区委、区政府坚持每日抽查、每周调度、每
月带队督查，对安全生产隐患问题每周曝光，通
报整改情况，并纳入安全生产年度目标考核。

在市级除险清患集中行动八个方面基础上
沙坪坝自加压力，全面排查建设施工、电力燃
气、地灾防治等16个领域，确保全覆盖，明确整
治重点。落实专班、专业、专责“三专”工作机
制，组建108名安全应急专家库，建立问题、隐
患、措施、进度四张清单，梳理重点领域安全生
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指导基层开展“清单
化”检查、系统化治理，切实提高隐患排查整治
质量和专业水平。

建立4个安全生产数字系统，全面提升安
全生产应急能力，建立全区隐患排查整治信息
系统，建成城市内涝监测预警联动系统，在全市
率先试点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将全区
13886家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根据工贸行业
的固有风险危害程度和专业技术复杂程度，结
合本区实际，将全区工贸企业划分为重大风险
（红色）、较大风险（橙色）、一般风险（黄色）、低
风险（蓝色）4个等级，明确区应急局、属地镇
街、管委会、村（社区）的各方责任。

梳理整合《安全生产法》、《重庆市安全生产
条例》等83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制定了4大
类、23个方面、105项检查内容以及365条具体
违法违规、问题隐患情形。实现问题隐患与相
关标准、违法条款及处罚依据的全链条智能匹

配，自动生成执法文书，有效提升基层安全生产
监管执法效能。

巫山县
齐心协力成功处置“7·4”暴雨灾害

今年7月4日，巫山县抱龙镇遭遇大暴雨，
造成该镇抱龙河水位超警戒线，部分山体出现
滑坡。面对灾害险情，巫山县上下齐心协力成
功处置“7·4”暴雨灾害。

7月2日，巫山县气象部门提示，近期连续
降雨可能诱发地质灾害。当天下午4时，县政
府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分析研判灾害风险，调度
防汛防地灾工作。7月3日，市水利局、市气象
局连续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县减灾委
迅速组织气象、应急、水利、规资等部门多次开
展临灾会商，预判抱龙镇等地存在地灾、洪涝灾
害重大风险。随即通过渝快政App、县党政内
网、村村通喇叭、手机短信等渠道连续发布灾害
天气预警。全县各乡镇、县级有关部门根据预
警信息，即刻采取防范措施，做好抢险队伍、应
急物资和避难场所等应对处置准备。7月4日
凌晨3时许，抱龙镇开始出现强降雨，凌晨4点
巡查发现抱龙河上涨速度加快，6点40分河边
25户61人全部撤离，7点20分三栋房屋1400
平方米先后跨蹋，由于撤离及时，成功避免了人
员伤亡。本次灾情，紧急撤离群众528人。

苏崇生 李海霞

狠抓细节提高隐患排查整治精准度

全市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 区 县 动 态 》》

切实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切实开展重大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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