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10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包东尼

T16
2024重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大会暨第九届中国（重庆）国际火锅产业博览会会刊

扬优聚势 提质增速

秀山 加快形成百亿级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声音》》

秀山位于武陵山区腹地，有“天然
药库”之美誉。被认定为“中国山银花
之乡”“中国黄精之乡”、重庆市道地优
势药材产区、重庆市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重庆市中医药文化传承十佳种养
基地，成功纳入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渝
十味中药材产业集群。

今后，秀山将始终坚持一花绽放、
百业兴盛思路，以基地建设为基础筑
牢发展底座，以链条延伸为抓手提升
产业效益，以品牌打造为牵引扩大产
业影响，以群众增收为目的形成发展
合力，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
业融合，聚力发展中药材百亿级产业，
加快建设成为“武陵药都”。

——秀山县政府副县长 陈茂

强化龙头辐射带动
内育外引延链补链

走进圣百灵药业1.5万平方米山银花繁
育大棚，当果实进入成熟期，这里即将开始新
一轮育苗；现代化生产线上，山银花、黄柏等
中药材被精准加工；电商平台服务中心里，十
余种产品琳琅满目，等待发往全国各地……

“我们用工业思维谋划中药产业大发展，
通过精深加工将每一颗中药材都做到最大价
值。”据圣百灵药业公司负责人介绍，从2021
年筹建公司到如今成为全县中药材产业龙头
企业。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在秀山县发展了3000多亩山银花种
植基地，形成了集育苗、种植、加工、仓储、销
售于一体的产业化经营格局，推动形成山银
花全产业链条。

群雁高飞头雁领。龙头企业是打造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构建现代农产品产
业生产、经营体系，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引擎。

秀山瞄准食品及农产品精深加工，按照
引进“强”龙头、培育“新”龙头、膨胀“原”龙头
的思路，加快龙头企业发展步伐，使之不断上
规模、上档次、上水平，“龙形”产业体系蔚然
成势。截至目前，已引进红日药业、海王药
业、陕西步长、唐人神等上市企业及德康、麦
德隆、奇分享等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50余家。

除此之外，该县还深入实施“头羊计划”，
推动15家种植企业向初加工延伸、3家初加
工企业向深加工升级、6家销售企业向加工
转型，成功培育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领军
企业1家、高成长性企业4家、农产品加工业
百强成长性企业4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17家。

龙头引领，聚链成群，如今秀山中药材、
茶叶、油茶、柑橘、生态畜禽等五大主导特色
产业优势加工集群加速成型。

优化特色平台布局
加快产业提能升级

10 月 23 日天气放晴，正是施工好时
节。在秀山县城郊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现
场，施工人员往来不停，正加快实施主体厂房

的装修及配套设施工程。总投资1.6亿元的
产业园，计划建设标准化农产品加工产业集
群基地4.9万平方米，涵盖加工厂房、冻库、
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

“从今年4月开始全面开工建设，产业
园整体预计将于2025年 12月建成投用。”
据秀山县农业农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白开
锋介绍，等到项目完工投用后，将推动农产
品规模化加工生产、品牌化运营一体化发
展，实现年收入2000万元以上，助力全县农
产品加工产业提档升级。

发展平台的持续壮大，为未来拓展广阔
空间。今年以来，秀山正按照“城郊初加工+
城区深加工”差异化布局，为全县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产业集聚发展胜势。除了城郊农产品
加工产业园的加速建设外，作为秀山工业的
主阵地，高新区也动作不断。

一年来，在秀山高新区，这里已建成并使
用4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在建食品产业孵化
园、中医药产业孵化园等约50万平方米标准
厂房；12万平方米的仓储物流枢纽项目即将
投入使用；秀山铁路集装箱货场扩能通车，货
场堆装面积增至4.6万平方米；建成冻库面
积5万平方米；韵达快递分拨中心升级改造
完成，农产品快递首重成本低至1.6元。

平台筑强，资源集聚，如今秀山到处是
一片火热的建设场景，传统农业生产的烙
印正在褪去，为外地投资客商富集发展沃
土。

实施走出去战略
“秀字号”品牌持续擦亮

如何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去”？秀山
发挥商贸物流优势，深入实施品牌引领和品
质提升工程，让企业有订单，成“爆品”。

最近，秀山富农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民坤与他的合作伙伴陶庆正忙着为新研发的
产品设计包装。“这次推出的新产品最大特
点，就是包装印上了‘重庆市消费品工业爆
品’的形象标识。”据王民坤介绍，今年富农食
品酸辣粉被列入重庆市消费品工业“爆品”培
育清单，公司随即决定之后研发推出的新产
品全部用上“爆品”标识，以提升产品的市场
影响力。

从单纯卖产品再到卖品牌，富农食品的
变化不是个例。事实上，为了厚植品牌成长
沃土，该县正大力扶持特色农业品牌建设，制
定了农产品品牌建设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工

作，稳步推进“二品一标”认证。今年以来，全
县已实现新认证“二品一标”农产品2个，培
育名特优新农产品1个、重庆名牌农产品11
个，市级以上名牌农产品品牌认证总数达
280个。

产品质量的提升、种类的丰富和品牌
的打造让秀山食品及农产品迅速发展，越
发便捷的商贸物流则让产品卖得更远，声
名远扬。

今年以来该县发展“直播电商+工厂直
销”模式推动秀品出山，已累计培育电商企业
540家，一季度电商平台销售食品及农产品
4.9亿元。为推动企业物流降本增效，该县今
年以来新开通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粤港
澳大湾区等冷链物流专线4条，创成全国首
批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优化“12个服
务中心+333个乡村服务站点”城乡共配体
系，实现农产品上行渠道覆盖90%以上行政
村。

走出去，靓起来，如今秀山物流带电商、
电商促加工的能力持续增强，从秀山出发到
全国乃至全球，食品及农产品的“秀字号”品
牌越擦越亮。

罗晶 刘玉珮 龙搏

三家企业四款产品成功列入重庆市
消费品工业“爆品”培育清单；成功纳入
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创建名单；发布全国首个山银花制品及
其食品地方安全标准和山银花商品流通
等级……今年，秀山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亮点频现。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作为‘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是推进农业‘特’‘优’发展的
重要支撑。”秀山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该县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与新型工业化强县有机结合，并以农业特
色产业资源为依托，不断探索农业现代
化、品牌化发展的新路径，形成了门类齐
全、链条健全、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农产
品加工发展新格局。

随着龙头企业群体不断壮大，产业布
局持续优化，“秀字号”品牌影响力显著提
升，全县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一路高歌猛
进。截至 2023 年底，全县产值已实现
42.9亿元，正加速向百亿级产业集群迈
进。

石柱 以黄连之“苦”育产业之“甜”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素有“黄连之乡”

的美誉，种植黄连已有700多年历史，以
栽培历史悠久、种植规模大、品质优良而
闻名，是中国黄连的原生产地，目前种植
规模和产量约占全国的60%。

近年来，石柱将黄连产业作为高山地
区农业人口的主导产业、脱贫产业。为提
升增值空间，石柱创建黄连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成立黄连创新产业研究院，引进
龙头企业开展中医药全产业发展战略合
作，开发中成药、日化品等高附加值产品
20余种，实现原材料就地精深加工转化
增值，打造全国道地优势药材产业发展高
地。预计到2026年，将带动2.6万人以上
就业，产业园农民人均收入可达3.2万元
以上。

黄连之“苦”，已然成为石柱的产业之
甜。

黄连之乡
“苦黄连”带来“甜生活”

“今年，农场种植的在地黄连面积达到
280亩，亩均年产量达350公斤。”在位于沙子
镇卧龙村的盛源中药材种植家庭农场，农户徐
进平谈及今年的黄连产量十分畅快，他说，自
己和黄连打了一辈子交道，却越种越有信心。

自2021年成立以来，该农场以家庭成员
为主要劳动力，将传统种植技艺与现代科学
管理相结合，采用先进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方
法，确保黄连的健康生长和高产稳产。

盛源中药材种植家庭农场的“收获”，得
益于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补助，以及黄连种植
的整体规划。

石柱黄连以栽培历史悠久、种植规模大、
产量甲全国、品质优良而闻名，是世界黄连的
集散地和黄连价格的风向标。石柱海拔
1200米至1600米的高山区，80%以上农民
靠种植黄连为生，黄连种植收入占农业收入
的70%左右。2006年，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地理标志产品 石
柱黄连》；《中国药典》“味连”以石柱黄连为标
准；2024年，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将石柱黄连
列为“渝十味”道地药材之首。

悠久的种植历史和天然适宜的地理环境，让
石柱“锁定”黄连。近年来，石柱县大力发展以黄
连为代表的中药材产业，并在今年申报创建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

迭代保障新机制。优化完善产业发展支持
政策，创新多元利益联结机制，激发黄连全产业
链各要素、各环节的活力；制定政策和补助资金，
激发全链主体发展动力；应用“智慧林长”管理系
统和产业管理应用平台，提升产业数智水平。

探索种植新模式。推广林连互利共生栽
培模式、熟地间套轮作种植模式、“公司+合
作社+农户”联动发展模式，发展50亩以上相
对集中连片示范基地 150余个，启动黄连
GAP基地建设3万亩。

截至2023年，黄连带动产业园区内1.8
万人就业，35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4
万余农户每年户均收入8万元，10万从业人
员人均增收1万元。

“苦黄连”为群众带来了“甜生活”。

全链升级
黄连加工转化率超90%

2023年10月8日，市中药研究院与重庆
泰尔森制药有限公司在石柱举行黄连GAP

种植基地项目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是新版
中药材GAP在石柱落地的首批项目，将推动
黄连种源、种植、管护、加工等生产加工全链
条高质量发展。

在1989年首届中国道地药材学术研讨
会上，石柱黄连便被确认为道地药材。2004
年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认证管理
中心公布为GAP认证基地。此次黄连GAP
种植基地项目签约，是石柱黄连产业发展代
表性事件之一，近年来，石柱为发展黄连产业
创新不断。

培育发展新动能。联动高校、科研院所、
风险投资机构，成立全国首家黄连创新产业
研究院，推动研发成果加快转化应用，累计完
成市级以上科技攻关项目30余个，开发以黄
连、黄精等中药材为主要原材料的系列产品
80余个。2024年新增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
企业1家、重庆市瞪羚企业2家，黄连直服饮
片遵古炮制技术入选重庆首批“中医药良方
妙计”。

打造市场新优势。强化整合资源，深
化央地合作，聚力打造黄连趁鲜加工、分
级加工与云仓交易2万平方米共享生态中
心，提档升级中国黄连交易市场，建设集
等级分类、标准检测、智能仓储、集散交

易、物流保障等于一体的中药材现代化集
疏运供应链大平台，铸造重庆中药材产业
新优势。

同时，石柱正着力建设全国黄连高质高
效供应区、黄连科技装备创新集聚区、特色产
业联动发展融合区、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示范
区、联农带农创新创业孵化区。

在“四新”举措，“四区”建设的背景下，石
柱通过统一品牌、统一形象、统一包装，推进
黄连商品化处理，实现黄连初加工转化率突
破90%，并通过发挥全国唯一黄连专业交易
市场的集聚效应，实现年交易额10亿元以
上。

联动发展
产业不断延链提质增效

以“黄连+农旅”为例，独具特色的黄连
科研中心、休闲农业观光体验园等农旅融合
项目落实落地，以黄连为主的休闲观光、农事
体验、农业科普等休闲旅游业态不断丰富。
突出打造“中国黄连之乡”文旅品牌，先后建
设黄连生产技艺研学基地、黄连农耕文化展
览馆等融合项目，丰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内涵……

石柱还推动“黄连+康旅”做大做强，
以黄连为特色的药食疗养、森林疗养、运
动疗养等“养气、养心、养神”项目加快打
造，黄水国家级康养旅游度假区不断提档
升级，连续5年成功举办以“中医药与康养
经济”“运动与康养”“中医药与康养”为主
题的中国·重庆（石柱）康养大会，获评“全
国康养 60 强县”“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县”

“中国最美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等荣誉
称号。

如果说“黄色黄连”是中药材的代表。
在石柱，还有以“红色辣椒”为代表的调味
品、以“绿色莼菜”为代表的生态果蔬，与黄
连共同形成了“三色”产业。石柱也因此走
出了一条“山上种连、山下种椒、水中种莼”
的立体式、全链条、品牌化特色产业发展之
路。

彭光瑞 马建保
图片由石柱县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国药太极石柱黄连GAP基地

乐开怀 摄/王克练

金银花开 摄/周敏

■声音》》
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全行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石柱将聚焦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立足特色原材料产地优势，持续发展黄
连、辣椒、莼菜“三色”产业，通过构建“培优品
种提品质—打造品牌拓市场—销售后端带动
种植、加工前端”的良性循环，聚焦内培外引、

“爆品”打造等工作，谋划大项目、产业链、产业
集群，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全环节提
升、全链条增值。

——石柱县政府副县长 王淑蓉

■亮点》》
重庆泰尔森：
打造万亩药材种植基地、助力中医药产业发展

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重庆市企业技术中心、重庆市农产品加工
业百强领军企业、重庆市瞪羚企业、重庆市专精
特新企业……重庆泰尔森是一家集中药材种
植、收购、中药饮片加工、中药健康产品开发为
一体的中药生产企业。2023年销售收入2.2亿
元，缴纳税金590余万元，收购重庆市内以中药
材为主的农产品近亿元。

重庆泰尔森生产的中药饮片共 580 个品
种，2000多个品规，其中，以黄连为主的西部地
产中药材 100余种，是石柱黄连产业链条中的
重要企业。截至2024年已有黄连GAP种植基
地8100余亩。其余还有黄精、木瓜、黄枝子、桑
椹、佛手等种植基地近万亩。

■数据》》
石柱现有：
●农产品加工企业 154家
●精深加工34家、占比22%
●“双百”企业3家
●市级示范加工企业 18家
●规上企业 17家
●年加工产值上亿元的企业4家
●种植面积18个乡镇5.8万亩，面积占全国60%
●年产3000吨，产量占全国的60%
●年交易量4500吨，占全国交易量的90%
●4万连农户均收入8万元，10万从业人

员人均增收 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