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韩毅）每年5月19日是国务院设
立的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为“畅游
中国·幸福生活”。5月9日，记者从市
政府新闻办召开2024年“5·19中国
旅游日”重庆（武隆）分会场暨武隆旅
游30年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重庆继续“宠粉”，将推出123项文旅
活动、223项惠民优惠措施，邀八方游
客来渝体验“诗和远方”的魅力。

发布会上，武隆区委副书记、区长
左军介绍，今年恰逢武隆旅游开发30
年，5月19日至年底，武隆将举办一
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

“30年·30忆”主题活动，将梳理收
集武隆旅游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重要影响的30个大事件、大项目和大
活动，邀请游客见证回顾武隆旅游发展
的奋斗历程和历史成果。

“30年·30景”主题活动，将评选武
隆10处最美自然风景、10处最美人文风
景、10处消费业态新场景，向游客全面
展示武隆旅游现状和蓬勃的发展态势。

“30年·30事”主题活动，将围绕
研学、运动、艺术、康养、婚恋、服务等
文旅产业，举办30个特色鲜明、形式多
样的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近悦远
来”的浓厚氛围。

“30年·30梦”主题活动，通过创作
文章、书画、歌曲等，打造更多流传度
广、辨识度高、受群众喜爱的“武隆作
品”。

“30年·30款”主题等系列活动，将举
办“文旅青创城”杯武隆文创设计制作全
球征集大赛，推出30款特色文创产品。

另外，武隆将派发“文旅惠民服务
礼包”，包括加油补贴、意外伤害险和
免费门票等。

我市各区县也将开展各种主题
日、主题月系列活动，如采笋节、露营
节、传统婚礼秀、原创音乐会等，让八
方游客畅游重庆，尽享旅游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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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品牌日活动

上海世博展馆北门入场大厅

在重庆，看见品牌的力量
我市30多家企业亮相2024年中国品牌日活动

品牌，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
志。

5月10日是全国第八个“中国品
牌日”，2024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在上
海拉开帷幕。重庆馆携手30多家代
表企业，以“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为
主题正式亮相今年中国品牌博览会，
为全国观众带来一场8D重庆品牌之
旅，多维度多视角感受重庆品牌魅力。

事实上，无论是加速崛起的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还是焕发
新生的重庆老字号，亦或是火遍全网
的网红城市风光，重庆品牌建设正渐
入佳境。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重庆赛力斯
“问界”成为中国市场豪华汽车品牌销
量前五名中唯一的自主品牌；刚过去
的“五一”小长假，重庆再次“霸榜”国
内热门旅游目的地；2023年，巫山脆
李成功入选“中国品牌·典范100”，品
牌价值近30亿元，位居全国李类品牌
价值榜第一……

重庆品牌建设的遍地开花并非偶
然，而是来自持久的孕育。

“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
性的工程，需要久久为功。”市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李坚平表示，近年来，我
市高度重视品牌发展，持续强化统筹
设计，不断完善政策体系，积极创造
出培育品牌发展的良好环境，印发实
施《质量强市建设实施方案》，将质量
品牌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着力打造自
主创新、品质高端、信誉过硬、市场公
认的重庆精品。

优质品牌创建成效显著

44岁的宋军是重庆市菽乡农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
也是重庆老字号“永川豆豉”品牌的领
军企业。

为了让老字号探出新路子，宋军
带领企业持续创新。外包装方面，变
玻璃瓶包装为果冻杯包装；豆豉形态
上，以豆豉超微粉丰富外形，改变年轻
人对其颗粒形态的传统印象；工艺技
术上，花费上千万元采购数字化生产
线。目前，公司年销售额超过6000万

元，正计划用超微粉加工豆豉豆干、方
便面、面包等新产品，为老味道注入新
活力。

老字号是重庆品牌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品牌创建的主阵地。

近年来，我市积极参与中华老字
号示范创建、开展“重庆老字号”认定，
全市中华老字号品牌增至31个，“重
庆老字号”已累计认定 7 批共 368
个。去年，重庆老字号企业全年营收
逾1000亿元，吸引直接就业超过10
万余人，在助农增收、产业升级、消费
引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老字号”
正不断释放新活力。

同时，我市相继启动了领军企业、
链主企业、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梯度培育，目前全市共有化医集团等
11家企业入选中国制造业500强，谊
品生鲜等5家企业入选中国独角兽企
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
286家，优势品牌矩阵不断扩容提质。

我市已实施8届重庆市市长质量
管理奖评选工作，累计评选出33家市
长质量管理奖获奖企业和23家市长

质量管理奖提名奖获奖企业，以过硬
的质量塑造响亮的重庆品牌。

我市还积极开展渝字号国企品牌
推广行动并举办启动仪式，红蜻蜓菜
籽油、天友乳业、冷酸灵牙膏、川仪股
份和庆铃汽车成为首批亮相“渝字号
国企品牌行动”的国企品牌。

去年，我市还开展 2023—2024
年消费品行业品牌推广主题活动，推
出重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爆品打
造助力计划、开卷有渝消费品品牌推
广等9项活动，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

区域公用品牌、产业集
群品牌培育步伐加快

区域公用品牌、产业集群品牌建
设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也
是重庆品牌建设的主攻方向。

其中，重庆小面区域公用品牌的
建设就是一个典例。

作为“中国小面之都”，目前，重庆
全市小面门店约有8.4万家，小面年产
值也已突破400亿元，全产业链从业

人员超过50万人。
而重庆小面区域公用品牌更是与

小面历史、文化等相关无形资产一起，
激发出强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大力推
动重庆小面美食工业化发展，助力重庆
从“味觉高地”向“产业高地”跃升。

近年来，我市以大渡口区为主阵
地，持续加强重庆小面品牌化培育建
设力度，完成区域公用品牌商标注册，
坡坡小面、金牌干溜、辣来主义、招小
面等一大批企业脱颖而出，重庆小面
产业已入选国家“重点地方特色食品
产业集群”“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建设名单。

除了创建重庆小面区域公用品
牌，我市还持续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重庆大足）电梯产业集聚区，着
力培育“渝派电梯”品牌。

比如，大足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
研发出业内顶尖的8米/秒超高速智
能电梯，打造全国领先的电梯物联网
平台，撬动上千亿元的售后服务市场。

此外，来自铜梁的重庆威斯特电
梯公司成为老旧电梯更新和旧楼加装

电梯行业标准引领者，获得第七届重
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提名奖。

目前，重庆电梯行业已聚集11家
整机、60家配套企业，一季度产值超
15亿元，吸引众多国际电梯头部企业
来渝投资创业，持续擦亮“渝派电梯”
这块金字招牌。

此外，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
造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成为全国首个跨省域的国家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渝北北斗应用等10个产业
集群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均展示出重庆产业集群品牌培育
的积极成效。

品牌标准制定持续提速

荣昌区是中国优良地方猪种——
荣昌猪的发源地和主产区。为了实现
品种向品牌的转变，荣昌区围绕“一头
猪”做文章，开展荣昌猪地方标准制
定，不断增强品牌影响力。

事实上，想要实现荣昌猪标准化
养殖，助力品牌标准化建设并非易事。

早在2021年，荣昌区就从饲养管
理、猪场建设、生物安全、猪肉品质等
方面入手，组建专家团队历时2年时
间，先后制定并发布了《荣昌猪仔猪饲
养管理技术规范》等10个地方标准，

涵盖荣昌猪生产、屠宰、加工、肉质等
全产业链，弥补了荣昌猪没有地方标
准的空白。

2023年，“荣昌猪”品牌价值达到
50.98亿元，名列全国地方猪种品牌榜
首，并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
单。

“荣昌猪”品牌的标准制定，仅仅
是重庆强化品牌标准打造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我市先后发布《重庆小面
生产技术规范》地方标准、涪陵榨菜品
牌标准、“巴味渝珍”商标使用管理办
法，指导起草区域公共品牌企业评价
通用规范、日常管理通用要求、企业选
育通则3个通用团体标准，制定“奉上
好品”标识形象管理规范和企业评价
工作规范两个区域品牌专用团标，让
品牌建设进入规范发展的快车道。

此外，我市着力搭建品牌专业化
服务平台，联合湖北、安徽等省市成立
长江流域地理标志产业发展联盟，重
点推动“渝面侠”“派森百”“乌江榨菜”

“张鸭子”等商标品牌培育向纵深发
展，打造“巴味渝珍”重庆优质农产品
数字电商平台，汇聚全市38个区县、
2893家企业、13206款农产品，实现
线上线下销售56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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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在零下40℃的
低温下，被速冻得硬邦邦之后，还能“满
血复活”？

在广阳湾智创生态城迎龙创新港，
一家从事食品保鲜科技服务的科技企
业，正在将“黑科技”应用到田间地头，
服务老百姓的餐桌。

近日，记者前往这家企业进行了打
探。

奇迹：看似已无生命的冻
鱼，放入水中一两分钟后又开
始游动

走进位于迎龙创新港的数鲜云冻
（重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鲜
云冻”），技术人员焦阳向大家展示冻鱼

“复活”过程。
一条活蹦乱跳的鲫鱼从水箱中被

捞出来，装进透明袋后用真空机抽真
空，在电子秤上称重后，鲫鱼被放入一
个特制的冰柜中。冰柜外的显示屏上，
显示的柜内设定温度为零下40℃。

一分半钟后，焦阳从冰柜里取出透
明袋。此时，鲫鱼已被冻得如冰棍一
般，用手敲击，还能发出清脆的声音。

将鱼放回水箱，一两分钟后，奇迹
发生了——这条鱼的鳃开始动起来，嘴
里吐出泡泡，然后尾巴开始摆动，鱼在
水里慢慢游动，逐渐恢复了活力。

“真的‘复活’了！”围观的众人伸长
了脖子，眼睛直直地盯着鱼的一举一
动。这当中，还有不少前来洽谈的客
人，有的甚至从北京远道而来。

“运用云冻技术，最长6个月后，冻
鱼仍可以‘复活’。”焦阳告诉记者，云冻
的目的，是为了保鲜。那么，经过云冻
的水产品，与新鲜的水产品相比，口感
上是否会有差异？

为解答大家的疑问，数鲜云冻的工
作人员摆出厨具和餐具，现场烹饪云冻
后的鱼和新鲜的鱼，并邀请大家试吃。

试吃后大家纷纷表示，两者的口感
相差无几。

背后：用特殊液体作为介质，
与冰晶“赛跑”是核心关键

云冻的奥秘是什么？
“以前有人质疑过，说我们用了特殊

的鱼，或是用了特殊的水。甚至有人认
为，在冻鱼‘复活’试验的过程中，我们
偷换了鱼。”面对这些说法，数鲜云冻董
事长林海哭笑不得。他说，冻鱼之所以
能“复活”，得益于他们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云冻技术，这其中，既包括快速冷冻
技术，也包括“冻转鲜”的解冻技术。

“各类食材，不论动物还是植物，都
是由细胞构成，而细胞里有细胞液。”他
解释道，采用传统的冷冻技术，到0℃时
细胞液就开始结冰，随着结冰时体积逐
渐膨胀，冰晶就会刺穿细胞膜和细胞
壁。等到解冻后，细胞液就会流出，就
是人们常说的被冻坏、不新鲜了，影响
食材的口感甚至营养价值，“这就是冻
肉不好吃的原因。”

科学研究发现，0℃—-5℃是冰晶
生长温度带，如果快速穿越冰晶生长温
度带，就能抑制冰晶生长，让它维持细
小的体积，不会刺穿食材的细胞膜和细
胞壁，达到“锁鲜”的效果。

由此，与冰晶“赛跑”，就成了技术
的关键。

“我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液体作为
介质，它的冰点很低，在-100℃都不会
结冰，同时，它不易挥发，达到食品级，
可以长期稳定安全使用。”林海介绍，这
种液体介质的传导速度快，能达到空气
的26倍，因此能让降温的速度远远快

于冰晶生长的速度，实现快速冷冻且保
证细胞的完整性。

不仅是冷冻，解冻同样需要快速穿
越冰晶生长温度带。如何实现？“在解
冻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一种振波，把细
胞液‘打’成小分子，使它不会对细胞膜
和细胞壁造成威胁。”林海表示，这样一
来，食材的细胞损失率能控制在5%以
内，换句话说，就是实现了95%以上的
高还原度，从而达到“冻转鲜”的效果，
食材鲜度不降低，营养不流失。

以牛肉为例，采用传统的冷冻技术
后，解冻后，每公斤牛肉大约会渗出
3%—6%的血水；采用数鲜云冻“独门
秘籍”后，这一比例仅为3‰左右。

前景：可广泛应用于肉类、
水产、果蔬、农作物等领域

在数鲜云冻的体验展示中心，有一
个书架格外“吸睛”：这里摆放的并不是
书籍，而是一个个用木框装裱起来的国
家发明专利证书。

“虽然公司去年9月才注册成立、
入驻迎龙创新港，但我们之前做了多年
的技术储备，与中国科学院相关团队合
作，已拥有1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制
定了相关技术标准。”林海说，“目前我
们已经进入技术推广期，正在肉类、水
产、果蔬、农作物等领域广泛寻找应用
场景，并积极开展小试、中试。”

在云冻技术的加持下，新鲜的长寿
湖富硒有机鱼被运到了北京，不仅拓展
了销售半径，降低了冷链物流成本。

垫江的青菜头种子经过低温考验

后，再在田间地头种植，实现增产
15%—20%，每亩地所需种子的云冻成
本仅为3元左右。

永川秀芽的鲜叶采摘后，通过云冻
技术制成“鲜普”，延长了茶叶保鲜时
间，最大限度保留了茶叶中茶多酚、氨
基酸等营养成分。

丰都麻辣鸡采用云冻技术后，保鲜
期从3—5天延长到3—6个月，提升了
大众餐桌上的“新鲜感”，也让消费者的

“舌尖”更安全。
……
说起云冻技术的应用场景，林海如

数家珍。除了重庆市内，在其他省份如
云南、吉林等，他们已经做了70多个品
种的应用试验。

在食品保鲜和农业领域，在绿色低
碳的新赛道上，云冻技术大有可为，将
催生出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带来变
革性影响。

“目前，我们与垫江、潼南、梁平、丰
都等区县已达成合作意向，准备联合物
流企业，在当地共建保鲜运营中心。”林
海估算，以科技创新赋能，改变传统的
冷链物流运输方式，物流成本将降至过
去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将助推更多“重
庆造”农产品和食品走得更远、更好。

目前，数鲜云冻还在着手制定有关
冻鲜值的冻品标准。“‘冻鲜值’是一个
新兴概念，我们将通过引入高光谱检测
技术，让冻品的新鲜度数字化、可视化，
实现‘新鲜看得见’。”在林海看来，这是
继云冻技术之后，数鲜云冻展开攻关的
又一重点方向，将具有开创性意义，有
望填补国家相关标准的空白。

一条冻得硬邦邦的鱼竟“满血复活”
——看重庆“黑科技”如何为食品保鲜和农业增值赋能



党风廉政看巴渝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公司的排污验收申请资料都交
过去了吗？”

“都交上去了，生态环境局建管科
回复下周应该都能办好……”

近日，在永川区护航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助企专班”回访重点企
业的现场，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面对回访的干部感慨万千：“困
扰公司两年多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这是永川区纪委监委坚持贯通协
同、靠前监督，联合相关职能部门着力打
通营商环境“中梗阻”的一个生动实例。

该区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紧
扣党中央战略部署和川渝两地合作事
项，会同区民营经济促进中心、区营商
环境办等，聚焦企业反映的问题诉求
和影响营商环境突出问题，探索建立
企业点单、平台派单、纪委督单、限期
结单和问题办理进度表“四单一表”工
作机制，构建企业问题诉求收集、分

办、督办、销号闭环落实体系，督促各
职能部门强化“一体化”理念，让营商
环境“清”上加“亲”、优上更优。

今年以来，永川区纪委监委联合
商务、统战、发改、行政审批、司法等涉
企部门，完善“纪企”直通机制，以“企
业点单”模式，通过“线上+线下”“请
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畅通企
业问题诉求反映渠道，多渠道搜集民
营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每月开展梳
理汇总。

针对每月搜集到的问题诉求，区
纪委监委、区民营经济促进中心、区营
商环境办进行集中会商研判后，及时
交办给有关单位，明确责任单位、办理
时限、办理要求等，以推动问题诉求的
办理落实。

“每家重点企业都有专门的纪检
干部负责，面对面了解企业发展中的
困难和诉求，建立问题清单，督促相关
职能部门出实招，为企业疏堵点、解难
题。”永川区纪委监委有关工作人员介
绍，“助企专班”成立以来，已入企走访
356人次，推动解决问题34个，完善
制度机制2个。

成立“助企专班”，推动解决问题34个

永川着力打通营商环境“中梗阻”

冻鱼“复活”

扫一扫
就看到

4月19日，在数鲜云冻公司，技术人员将冰冻的鲫鱼取出（左），放入水中一两分钟后，鲫鱼慢慢恢复了呼
吸（右）。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