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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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NGQING DAILY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10月24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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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前，70余名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行业相关政府部门、知名高校、权威机构、
头部企业的负责人，在重庆（悦来）国际博览中心
共同参加了一场领军人物闭门会议。

与会嘉宾介绍了在渝相关业务开展情况，畅
谈下一步合作计划，并就重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深化合作 在渝项目结硕果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同
华说，该公司主要涉足制药产业和中药产业，在全国
有50个大宗药材集散地。目前，该公司在石柱县通
过“企业+合作社+农户”形式种植黄连，并通过粗加
工，使当地黄连价格从过去的120元提升到如今的
360多元一斤，走出一条联农带农的发展之路。

同样在渝投资的还有泸州老窖、德康农牧等
企业。2017年，泸州老窖在重庆市政府的支持
下，与万州诗仙太白酒业进行了重组，在酒体的设
计、酿造生产管理、安全环保、市场营销等方面，提
升了诗仙太白的管理和经营能力。

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裁姚海龙说，10多年前，德康农牧食品在重
庆合川、万州、秀山等区县，投资新建了5家生猪
养殖企业，生猪常年存栏量超300万头。近年来，
又在璧山等地投资了三个家禽养殖公司，并建成

投产了两个饲料加工项目，产能超70万吨。

扩大投资 做大产业“版图”

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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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生态的一系列举
措，也让各位嘉宾看到了广阔的市场前景，纷纷表
示将进一步与重庆加强合作、扩大投资。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黄玉林
表示，计划2025年再投资15亿元，重新启动诗仙太
白新厂建设。建成后，预计诗仙太白产能达2万吨，
包装生产达3万吨，基酒库存达8万吨，销售规模在
30亿元以上，成为西南地区有影响力的一瓶好酒。

方同华表达了愿与重庆深化合作的强烈愿
望。他说，珍宝岛药业将对太子参、麦冬、川芎、黄
连等中药材进行开发，力争建成一个千亿级的中
药材基地。同时，在渝设立医药科技公司、医药商
业公司和制药生产基地，把现有的科技成果运用
到重庆，助力重庆中药材全产业链开发。

“在重庆吃火锅，我吃到了来自家乡的海鲜。”
加拿大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余忆华说。她希望
重庆今后进一步加强与加拿大肉类、海产品的进
出口合作，利用加拿大优质的海鲜和猪肉产品，进
一步提高重庆火锅的口味和品质，将重庆美食体
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提档升级 在创新上发力

不少嘉宾还就重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
质量发展给出了真知灼见。

“要提升‘土特产’价值，增加农民收入，离不
开农产品加工。但就目前而言，各地在对农产品
进行加工时还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果蔬
的损耗等。”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科院研究
员单杨建议我市相关部门，在规划时要注重农产
品在产地的就近就地加工，尽可能减少运输成
本。同时要积极探索储运保鲜技术，最大程度地
保证鲜活农产品的品质。

国药太极集团副总经理陈康对我市的中药材
产业给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建议编制一个重庆道
地药材的种植规划；二是出台一套地产大品种中
药材的技术标准，推动重庆道地药材质量的提档
升级；三是打造一个线上线下相融合的重庆中药
材交易大市场；四是着力支持培育一个中药产业
的链主企业。

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张景富说，火锅是重庆
的一张名片，建议重庆要以火锅食材为重点，打造
一县一品和火锅食材专供基地，以优质供给促进
火锅消费品质提升，以火锅消费拓宽农产品销售
和深加工发展；其次是加强中央厨房建设，带动农
产品加快入局正餐、火锅、团餐、小吃等餐饮消费
市场；推动火锅等餐饮产业绿色化发展，建立食品
及农产品产业的标准化、产业化和绿色化体系。

新希望美好食品品牌负责人高志坤建议，重
庆应利用网红城市的流量优势带动更多老字号发
展，提升重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的知名度、美誉度
和“含金量”。同时，要利用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契机，推动两地在食品研发、口味创新上
的深度合作。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行业领军人物为重庆建言献策

用好城市流量优势 提升产业“含金量”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10月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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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火锅产业博览会在重庆（悦来）国际博览中心隆
重举行。8位行业大咖就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国
内国际双循环，打造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高质量发
展产业生态作了主旨演讲。

记者梳理了专家们的观点，并将其聚焦到柑
橘、中药材和火锅这三大农业特色产业上，试图找
到一些产业的发展“密码”。

柑橘产业
从优化结构、加工上发力

重庆是我国长江中下游柑橘优势产业带，也
是我国重要的橙汁加工基地。目前，全市柑橘种
植面积达380万亩，产量超400万吨，橙汁加工占
到国产橙汁市场的一半以上。

“国内的柑橘加工能力和水平与欧美发达国
家相比，差距很大。”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科
院研究员单杨说，国际市场柑橘主要以加工为主，
欧美部分柑橘种植大国，柑橘加工率甚至能达到
70%-80%，而中国的柑橘则以鲜销为主，加工产
品以罐头和橙汁为主。具体到重庆，目前只有
5—6家规模较大的橙汁加工企业，柑橘加工的产
品也不多。

这两年，国外柑橘产区受病害和台风影响而
减产，导致全球橙汁供应紧缺，价格上涨。重庆地
处内陆，具有冬季无冻害以及无检疫性病虫害等
优势，柑橘产业发展迎来更多机遇。

“要从优化结构、提升加工能力两方面发力。”
单杨建议，一方面要调整柑橘鲜食品种的结构，另
一方面对柑橘鲜食与加工的比例进行科学分类，
通过高品质的鲜果和加工产品双轮驱动，来优化
重庆的柑橘产业结构。

与此同时，要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支持柑橘
加工企业向多元化、高质化方向发展，增强橙汁尤
其是全果汁的加工能力。同时还要研发膳食纤
维、果胶等高质化的产品。

中药材产业
创新开发利用提升附加值

“重庆是海王集团的又一个故乡。”深圳海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思民就表达了对重庆
的深厚情感。

2016年，因看好秀山的中药材资源，重庆海
王药业落户秀山，主要生产植物提取物、中药饮
片、中药配方颗粒、中药制剂、食品及保健食品等
产品。近年来，重庆海王药业被作为全市大健康
产业龙头企业进行培育。

重庆火锅名扬中外，全产业链产值达3000多
亿元，火锅饮品年销售10亿元以上，火锅伴侣产
品市场广阔。海王药业以秀山山银花为主要原
料，推出了三诚特饮功能凉茶。“它有去油腻、降火
气、护肠胃等功能，是一款地道的重庆新潮火锅伴
侣。目前，我们已将三诚特饮产品纳入海王全国
销售体系，力争将三诚特饮打造成重庆人民自己
的特色饮品。”张思民说。

他进一步表示，重庆是国家重要的中药材主
产区，拥有药用资源5427种。《中国药典》常用药
材552种，其中重庆就有352种，“其他中药材产

业如何发展，或许山银花的创新开发利用能提供
一点借鉴。”

火锅产业
五大趋势推动行业升级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征宇围绕“火锅产业发展新趋势”作了主旨演
讲。他说，去年火锅产业市场规模达5966亿元，
市场体量已达“54万+”门店，预计今年市场规模
将突破6000亿元，发展态势强劲。

火锅产业涵盖上游的食材供应链、中游的
调味品深加工等、下游的门店经营。目前，许
多地区都在建设火锅产业园，集群化发展火锅
全产业链，如合川区建设了占地 10平方公里
的重庆火锅食材产业园，打造具有重庆辨识
度、全国影响力、世界知名度的重庆火锅食材
全产业链。

金征宇表示，火锅产业呈现出五大发展趋势，
一是多元化、健康化，二是头部企业引领行业风
向，三是连锁经营成为发展趋势，四是行业规范
化、标准化不断提升，五是面临数字化、资源化的
转型升级。

“重庆要想做大火锅产业，就得紧跟发展趋
势，顺势而为。”金征宇说，如今健康、便捷成为火
锅产业新的增长点，单品类火锅逐渐成为主流，养
生滋补型不辣火锅成为健康潮流，辣味细分市场
呈现多元化趋势，要迎合消费者推出不同的辣度
偏好。眼下川渝火锅和潮汕牛肉火锅占据了较大
的市场份额，但云贵火锅等新兴力量也正在崛起，
他建议头部企业要凭借品牌优势和创新能力，推
动行业整合升级。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苏畅）10月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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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现场13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达
197.86亿元。

这些项目包括河南省漯河市政府
与长寿区政府开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战略合作，以及北京申城生物科技集
团、华夏一号实业集团、上海东方希望
畜牧有限公司等企业与我市相关区县
或企业签下的合作协议，涵盖粮油加
工、休闲食品、预制菜、肉蛋奶、果蔬茶、
火锅食材等重点产业链，投资内容涉及
一二三产业融合、大宗农产品加工、食

品制造、产业生态构建等领域。市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战略合作
和重点项目的引入，将为推动重庆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
力和新动力。

据悉，2023年，得益于政策体系的
构建、招商引资项目的引入、创新平台的
完善，全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规模以上
企业工业产值同比增长3.4%，高于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长0.1个百分点。2024
年前三季度，全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
业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6%，增速
在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
3大万亿级和3大五千亿级支柱产业集
群中排名第二。

13个项目签约落地 投资额近200亿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栗园园）10月25日，重庆市政府、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南大学三方共同组
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中心正式
揭牌。

重庆地处长江中上游柑橘优势带的
核心地带，有4000年的柑橘栽培历史，
全市柑橘种植面积380余万亩，年产量
超400万吨，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近
年来，重庆把柑橘产业链建设作为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全
力打造脐橙、杂柑、血橙、柠檬4个重点
产业链，提出力争2027年柑橘综合产值
突破500亿元。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中心将
紧扣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目标，聚焦高效解决柑橘产业重大
科学问题和突破关键技术，开展突破性
新品种培育、数字化生产、多元精深加

工、生物制造等攻关。通过推动产学研
深度融合，打通产业难题到科研课题、
科研成果到市场产品“两个循环”，将
重庆建成我国柑橘技术创新策源地、
数字生产先行地、精深加工示范地，助
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
兴，推动我国由柑橘生产大国向生产强
国转变。

目前，我市现有的西南大学柑桔研
究所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中心
与西南大学联合共建。近年来，该所围
绕柑橘科技创新，开展了种质资源收
集、评价与保护，新品种创新与推广等
工作，已建成全国最大、世界第二的国
家柑橘种质资源圃（重庆），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平台体系，已选育推广柑橘新
品种40余个，我国主栽的柑橘品种65%
以上来自该所。

聚焦柑橘产业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中心揭牌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苏畅）10月25日，我市发布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产业5个代表性成果。

一是举办了2024重庆市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业设计大赛。梅见原果原酿
原味梅酒产品设计获得年度大奖，巫山
脆李、巫溪老鹰茶、韩氏“万缸晒场”等
10件产品获得金奖，冲泡型重庆小面、
桥头火锅、中益黄精蜜饮等20件产品
获得银奖，此外还有69件产品获得优
秀奖。

其次是发布了重庆美食“渝味360
碗”产业化机会清单，遴选出了首批《重
庆美食“渝味360碗”产业化机会清单》，
包括重庆火锅、重庆烤鱼、特色豆制品、
焙烤食品、卤烤制品、特色鱼、特色面食、
特色肉制品8大品类，以及预制菜、调味
品、半成品、方便食品、休闲食品5个产
业化方向。

三是在食品绿色高质加工关键共性
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推出了清洁标
签熟制预制产品生产关键技术，以及食
用农产品加工在线控制微生物关键共性
技术装备。

四是制定了5个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系列标准。其中：合川区主导并制定
了以《火锅食材生产企业质量提升指
南》等为代表的火锅食材标准体系，丰
都县主导并制定了《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 丰都麻辣鸡》和《丰都麻辣鸡》团体
标准，永川区主导并制定了《地理标志
产品 永川豆豉》地方标准，大渡口区
主导并制定了《重庆小面生产技术规
范》等重庆小面系列标准，梁平区主导
并制定了《预制菜 标准体系建设通
则》等预制菜系列标准。

第五，发布了未来重庆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产业生态图谱。该图谱分为五大
梯级：第一梯级以九龙坡、北碚、渝北等
5区为重点，打造“新质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业创新高地”；第二梯级以涪陵、江津、
荣昌等8区为重点，打造“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业强基产科高地”；第三梯级以潼
南、梁平、綦江等9个区县为重点，打造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特色产业高地”；
第四梯级以长寿、忠县、开州等12个区
县为重点，打造“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标
识产品高地”；第五梯级以南岸、南川、垫
江等4个区县为重点，打造“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产业潜力之地”。

重庆发布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5个代表性成果

解码重庆三大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秘诀

图①：10月25日，重庆国际博览中心，第九届中
国（重庆）国际火锅产业博览会，众多市民在同时涮
烫火锅。

图②：某火锅企业展示的特色菜品。

图③：麻辣鲜香的特色美食吸引了众多市民前
来品尝。

图④：市民正在品尝各种现榨饮品。

本组图片由首席记者龙帆、记者尹诗语摄/视
觉重庆 ③③④④

开发特色产品 提升加工能力 构建全产业链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周雨）10月25日，2024中国（潼南）
柠檬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来自马
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以及北京、浙江、
广东、江苏、海南和川渝柠檬主产区的
110多家企业和协会组织代表共赴这场
世界柠檬交流合作盛会。

大会上，潼南从国际化、数字化、科
技化、品牌化等四个维度展示了该区柠
檬产业发展成果。

在国际化方面，潼南柠檬已远销俄
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30多个国家
和地区，占全国份额45%。

在数字化方面，潼南向国内外嘉宾
展示潼南柠檬数字化成果——柠檬产业
大脑，这也是全国首个集“生产、加工、服
务、监管、营销”于一体的柠檬全产业链
数字化模型。

在科技化方面，其与浙江大学合作
研发的柑橘果胶提取废渣的黄酮和纤维
提取工艺及有机肥制备工艺，填补了国
内果胶废渣再利用的空白，真正把小柠
檬“吃干榨净”。

在品牌化方面，潼南区在会上发布汇
达柠檬料理汁、檬泰柠檬精粹液2款爆
品。目前，该区已汇聚檬泰生物、汇达柠

檬、雪王农业等中国柠檬精深加工龙头企
业，研发绿色食品、美容护肤品、生物医药
等5大类350余个柠檬产品，产值突破75
亿元。

大会上，蜜雪冰城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柠檬）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计划首
批投入500万元，支持潼南柠檬在科技
创新、科研成果转化、农机装备升级、专
业技术培训，不断提升潼南柠檬的品牌
影响力。

蜜雪冰城作为全球知名茶饮品牌，
旗下雪王农业（重庆）有限公司，预计今
年在潼南收储柠檬10万吨以上。

在大会上，潼南现场签约了59个项
目，涉及太空农业、低空经济、柠檬国际
贸易、食品精深加工、文旅康养、智能制
造和大数据等多个领域，将有力助推潼
南柠檬“大产业、大加工、大科技、大品
牌”建设。

大会期间，潼南还举行了中国（潼
南）柠檬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柠檬
产业人才交流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
春江，中国乡村发展协会执行副会长兼
秘书长李金祥，分别围绕柠檬数字化建
设、柠檬品牌建设作了主旨演讲。

2024中国（潼南）柠檬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

潼南柠檬产值突破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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