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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美食在国际上很出名，
现在重庆的梅酒，在国际上也很知
名了。但我都不知道，这梅酒原来
是重庆打出来的牌子。”

2023年11月，重庆市市长国际
经济顾问团会议第十七届年会上，
法国索德尚金融公司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张如凌女士发出了这样的感
叹。

张如凌所说的梅酒，正是梅见
青梅酒。很多人与张如凌一样，并
不知道这款全国“爆品”是从重庆成
长起来的，是地地道道的“重庆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酒友
们为何容易“会错地”？

相比沿海地区的起跑优势，西
部地区的食品农产品加工业，常常
受限于资金要素、人才要素、品牌要
素的制约，很多食品农产品企业的
销售半径短、品牌附加值低。所以，
当一个全国化的爆品出现，消费者
第一联想到的，往往会是其出自北
上广或者江浙沪等沿海地区。

梅见青梅酒从重庆出发，其跨
山出海之路为本地食品农产品加工
业带来了启发。而梅见所在的江记
酒庄，旗下还有江小白高粱酒、米色
米酒等一系列产品。作为渝酒龙头
企业，江小白酒业目前已经成长为
国内新酒饮板块的代表企业，是重
庆食品农产品全国化全球化的探路
先锋。

去年以来，重庆市提出着力打
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食
品及农产品加工业被列为三大
5000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之一。今
年4月10日，全市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产业现场推进会也在江津区举
行，围绕做好“土特产”文章，深入实
施“头羊计划”，全力推动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产业迈大步上台阶。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国内新
酒饮产业代表，江小白还将跑出怎
样的新可能？

这是两条看似完全不搭界的新闻。

今年3月，一场持续一个月的油菜花田

火锅节如期举行，53万名主城市民驱车前

往。在金黄的油菜花田里，摆出了百米长的

超大型火锅宴；2023年7月，有着“建筑界奥

斯卡”之称的世界建筑节WAF，公布了2023

年建筑设计入选奖项，重庆一处项目入围候

选名单，这也是近几年当地唯一入选的项

目。

而这两则新闻却都指向了同一个地

点——江津区永兴镇的黄庄村，江小白农

场的所在地。在这里，占地一万多亩的高

粱地里，密集分布着乡村酒馆、乡村艺术

馆、珍稀植物种植区，甚至高粱地里还建

设有造型各异的现代足球场、篮球场。

10多年前的黄庄村远没有如今光鲜，

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土地闲置，乡村空心

化特征明显。那么，今天的黄庄场景如何而

来？

黄庄的变迁与本地酿酒业有着密切关

系，通过第二产业带动第一产业，通过“企

业+基地+农户”的订单种植合作模式，这里

成为江小白所在江记酒庄的产业链上游，通

过发展酿酒高粱现已成为一座集高粱种植、

酿酒生产、四季旅游功能为一体的自然公

园。

一条产业链，与周边村民共融共生，带

动三产融合。由江记酒庄这个“绿工厂”所

带动的乡村乌托邦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农工互辅、三产融合，自然与生产互利

互助，黄庄村的十年乡村振兴故事，除了产

业的振兴，还有乡村文化的振兴、乡村生态

的振兴。每年这里都会举办江小白农场诗

歌节、音乐节、乡村村晚等，黄庄村周边的村

民都可以免费参与其中。

据了解，自江小白农场开园以来，已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1000多万元，带动周边群

众就业超2000人。黄庄村现有近千户村民

将土地流转出来，并在种植基地打工，两项

收入使农户综合收益普遍超过3.5万元/

年。

三种香型白酒精彩碰杯

很多人都知道，重庆江津位于中国白酒金
三角区域，但很少有人知道江津区所在的区域，
也是全国唯一的“浓香、酱香、清香”白酒产区。
不过，这三种香型的白酒，在此前的数十年时间
里却都是“各自飘香”。

如何利用这一地域优势，让三种香型的白
酒得以“碰杯”，进而培育优势产业集群？这是
当地白酒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去年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重庆
市委“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牵引。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江津江小白看到了时代赋予的机遇。

2023年11月，在自贡举行的推动川南渝西
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2023年联席会议上，川南
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的三大知名白酒品牌（宜宾
五粮液、泸州老窖、江津江小白）齐聚一堂。

“无论是川南片区的宜宾和泸州还是渝西
的江津，因同处长江水系，在优质水源、适宜酿
酒微生物繁衍的小气候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
处。”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协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2年，宜宾、泸州、江津三地白酒产业产
值总和已超过3000亿元。宜宾是浓香型白酒
的核心产区之一，泸州“浓酱双优”各具特色，江
津则盛产清香型白酒。

三家酒企的“碰头”，是希望发挥全国唯一
“浓香、酱香、清香”白酒产区的优势，加快培育
食品饮料优势产业集群。

其实，早在2023年3月2日，四川省人民政
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就正式联合印发《推动川南
渝西地区融合发展总体方案》，其中要求白酒产
业发挥酒产区独特优势，建设全国领先的白酒
生产基地和智能酿造基地。带动自贡、荣昌等
地原粮种植、设计包装、基酒酿造等产业发展，
提高白酒全产业链发展水平。

联席会议再次重申了《方案》的发展方向。
三家酒企也很快完成了从“碰头”到“碰杯”的过
程，距今短短半年不到，便已积极行动起来。

根据《江津区消费品工业“十四五”发展规
划》，江津将利用其清香型白酒发源地和标准制
定优势，以“渝酒振兴”为目标，以江小白为龙
头，发展江津白酒产业，打造“重庆酒城”，建设
中国清香型白酒优势产区，到2025年力争实现
营业收入100亿元，有力助推“渝酒振兴”。

彭光瑞 汪正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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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东方的浪漫出海去

2022年12月，法国巴黎，在一场云
集近百位顶尖世界名厨的晚宴上，梅见
成为当晚唯一被作为佐餐酒的中国酒。
事实上，这并不是梅见第一次在国外经
历“大场面”。当年6月，梅见同样作为唯
一获邀的中国酒类品牌，亮相巴黎卢浮
宫“国际艺术联创巡展”；2023年4月，梅
见也出现在联合国中文日交流活动现
场。

在全球多种语言体系中，美食是不
需要翻译的语言。如今，在法国梅见掀
起了一场东方味道风潮，这个以红酒著
称的国家正被带着东方文化与生活方式
的梅酒所影响。

为何梅见能够带着重庆味道、重庆
名片走向世界？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
入，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重庆
不断加快迈向世界的步伐。城市的开放
格局为梅见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机遇，梅见也搭上了
这列“内陆重庆”加快迈向“世界重庆”的
列车。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度推进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指出，要坚持“立足本地”与“两头在
外”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发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
业。

作为重庆食品与农产品加工产业的
“爆品”品牌之一，梅见在陆续进入30多
个国际市场的同时，也立足本地，在江津
布局原料种植基地，组建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11个，优先吸纳周边农户以土地
入股等形式加入合作社，带动当地发展
高粱种植1万亩、青梅种植2500亩。

2023年8月，全球最大的坛藏年份
梅酒酒窖落户江津，梅见首开中国年份
青梅酒先河，由此推动形成中国青梅酒
陈年价值体系，为国内青梅酒行业拓展
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近年来，重庆正在加速建设内陆开
放高地。梅见青梅酒墙内开花墙外香的
故事，本质上也是一家企业围绕产业链
不断开放，引入全球理念、资本、人才、资
源等，在重庆汇聚新酒饮产业板块的创
新要素，最终成长为该领域引领者的故
事。

重庆“长”出了江小白

“一段消失的记忆，一枚随身携带的玻璃
球，一个出现在幻觉里的少女……一个重庆
的故事。”这是豆瓣网对动漫《我是江小白》的
简介。

据悉，这部投资数千万的动漫，目前已经
成为互联网各大平台上的高分作品，播放量
达到数亿次。事实上，除了制作和城市风景
相关的动漫，在《火锅英雄》《从你的全世界路
过》等热门电影里，都可以看到江小白对重庆
城市品牌的推广植入。

重庆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
城市，孕育了江小白这样一个充满地域特色
的品牌。江小白深知地域文化对于品牌的重
要性，因此在品牌建设中始终坚持传承和发
扬重庆的文化精髓。

在产品设计上，江小白巧妙地将重庆的
山水、美食、民俗等元素融入其中，使得每一
瓶酒都承载着重庆的故事和文化。而在品牌
传播上，江小白更是通过音乐、影视、艺术等
多种形式，将重庆的地域文化推向全国乃至
全球。

江小白酒业总裁助理樊力称，酒业品牌
和酿造地的城市文化是天然的共生关系，就
像波尔多的红酒、苏格兰的威士忌等。多年
来，江小白非常愿意充当重庆城市形象推广
的民间大使，拍动漫、投电影，真金白银地投
入了近亿元，甚至品牌内部的KPI之一，都有
重庆元素的出圈。

可以说，是重庆孕育了江小白，而它又将
重庆的地域文化向世界传播。

油菜花田里吃火锅
这个农场入围世界建筑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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