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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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园园

10月26日，在2024重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高质量发展产
业生态大会期间，粮油、果蔬茶、中医药、预制菜等行业的7家龙头
企业，就行业趋势、品牌战略、重庆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等问题展开
了热烈讨论，就相关问题给出意见建议。

“重庆坐落于中国的白酒黄金产区，也是白酒的消费大区，但
是在白酒品牌以及产业的发展上，为何比起相邻的四川和贵州差
距很大，请问陶总怎么看？”会议一开始，主持人、一乡一品（重庆）
数字经济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卓就抛出问题。

“我们酒厂跟茅台酒厂、五粮液酒厂距离分别都是90公里，三
家正好画一个三角形，虽然离这么近，但是差距确实很大。”重庆江
小白酒业有限公司总裁陶石泉直言不讳，去年国内白酒全行业收
入为7500亿元，四川、贵州分别是3500亿元、2200亿元，而重庆
仅为50亿元。

陶石泉表示，重庆白酒产业必须在资金、人才、品牌影响力这
三个方面下功夫，奋起直追，打造白酒品牌爆品。

重庆道地中药材品类丰富，但产业集群缺乏核心竞争力；奉节
脐橙、巫山脆李、潼南柠檬享誉全球，但水果精深加工产业发展相
对滞缓……相关企业负责人分别从产业布局、产业链条构建等方
面进行了客观分析，为相关企业理清思路。

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刘旭表示，重庆有水源优
势，产出的白酒品质是优良的，可以重点发展清香型白酒。他说，我
们有一个会员企业是做泡菜，他测试过很多白酒，说只能用江津地区
的白酒，别的都用不了，这也说明重庆白酒产业有独特的地缘优势。

重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也有独特优势。佳沃北大荒
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晓娜表示，经过最近的考察后，该公
司已决定将其西南总部落在重庆。孙晓娜说，该公司与远东地区
有较大粮油贸易往来，重庆是中欧班列的起点，涪陵地区的龙头港
又是长江龙头港，在陆运、海运上都有很强的运输优势。

青岛飞熊领鲜科技有限公司投融资副总裁李晓彤也表示，重
庆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有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冷链物流
基础设施建设也比较完善，完全可以建设中国西部或者整个中国
进口冻品的集散中心。

研讨会期间，企业代表们为重庆相关产业发展给出了自己的
建议。

绝味食品旗下的深圳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郑波提到
了丰都麻辣鸡，并就地方性美食如何做成全国性大单品提出两点
建议：其一，向深加工方向发展，依托冷链技术、速冻技术等，通过
电商新零售等新渠道，实现市场拓展；其二，通过做强餐饮品牌向
全国扩张。

潜心做爆品 打造大单品

龙头企业头脑风暴碰撞发展“火花”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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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15场
行业生态沙龙举行。各行业各领域专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就行
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建言献策。

记者选取茶叶、花椒、预制菜三场生态沙龙，试图梳理归纳专
家们的观点，找寻产业发展“金钥匙”。

茶叶“三茶统筹”是根本出路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首席专家、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林
智说，近年来，我国茶叶结构不断优化，一个非常鲜明的体现就是
茶叶品种在绿茶基础上增加了白茶、红茶、黑茶等。消费选择的多
样化，直接导致近年来绿茶价格持续走低，这给以绿茶为主的产区
带来了挑战，永川便是其中之一。

怎么突围？“三茶统筹是永川绿茶实现提质增效的根本出路。”
林智说，具体而言，就是要着力构建茶产业、茶科技、茶文化三茶融
合现代茶产业体系。

茶产业方面，要坚持适度规模经营，开展低效茶园改造，推广
绿色低碳生产方式以及绿色防控新技术，保证茶叶品种；茶文化方
面，要讲好茶叶故事，以文为媒，践行茶旅融合发展思路，走茶产
业+教育、茶产业+旅游、茶产业+研学、茶产业+餐饮等多元发展
模式；茶科技方面，要践行产业创新发展理念，提升茶园智能化、科
技化水平，助力茶产业向标准化发展。最后，通过精深加工，开发
更多茶产品。

花椒 向医药、化妆品精深加工求突破

江津花椒种植有600多年历史，目前江津花椒种植面积达53
万亩，是全国县域面积最大的青花椒种植区域，有花椒产业相关的
市场主体3000余家，花椒及调味品规上加工企业20余家，椒农
28万户、62万人，花椒全产业链综合产值55亿元。

如何持续提升花椒产业附加值？“花椒产业可以在医药和化妆
品上寻求突破。”江南大学化妆品功效评价中心主任杨井国教授
说。

他解释，青花椒是川渝地区广泛种植的经济作物，其实在药品
领域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产品，花椒提取物可以广泛运用于化
妆品上。

以日用品花椒精油为例，经过研究，花椒精油有除螨、抑菌等
作用，目前产品正通过验证，有望推出一款青花椒精油产品。

同时，花椒提取物也是今后青花椒开发利用的一个方向。经
过专家验证，花椒在抗衰老上有明显的功效，同时有舒缓，止痒镇
痛等功效，这对提升江津青花椒的提质增效，产业的迭代升级有重
要意义。

预制菜 加强源头把控和冷链物流建设

预制菜产业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消费者餐桌，是推动
三产融合发展的有力抓手。近年来，随着预制菜行业的快速发展，
如何推动预制菜产业规范化发展成为了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新课
题。

“根本就是要解决好食品安全问题。”山东新和盛飨食集团有
限公司集团董事、总裁温海涛建议，一方面，要从源头种植养殖端
加强食材品质的把控，同时在生产加工端也要做好食品安全检测；
另一方面要做好冷链物流配套设施建设，“冷链物流是产品新鲜度
和质量的重要保证，不断升级完善冷链物流配套，才能最大限度保
证食品的安全。”

15场行业生态沙龙举行

找寻产业发展“金钥匙”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10月25日下午，第九届中国（重庆）
国际火锅产业大会主峰会2024中国火
锅产业创新大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成
功举行。本次大会汇聚了全球火锅行业
300余位专家学者、业界精英，展开了一
场精彩纷呈的思想碰撞，共探火锅行业
发展趋势，共话火锅产业创新前景。

向外看——
揭秘火锅行业发展新趋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食品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征宇以全面、深
入、前瞻的视角进行了“火锅产业创新对
餐饮生态的影响分析”的主题分享。他
指出单品类火锅店逐渐成主流，聚焦小
而美的细分品类发展迅速，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升级是当前企业发展的重要趋
势，行业规范化、标准化不断提升，对火
锅产业的从业者以及相关研究者进一步
了解火锅产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
重磅发布了《2024中国火锅产业发展与

消费行为大数据报告》，并从产业规模、
地域发展、消费者口味偏好、营销创新案
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通过大数据
的科学分析，精准洞察消费人群，为业界
把握市场状况与未来趋势提供重要的参
考和决策支持。

向内求——
制造火锅行业创新动能

五斗米餐饮集团董事长王顺海，以
“站在产业的高度探索品牌组合的广度”
为主题进行分享。从产业认知、实践经
验入手，阐述了五斗米横向多元化+纵向
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打造品牌多元化与
产业多元化的强强组合，灵活应对市场
变化，实现品牌协同效应，让品牌定位更
精准，营销更精准，再向百年餐饮企业的
目标迈进。

重庆牧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颜超，从供应链视角出发，进行了“增长
型产品逻辑与新增长案例”主题分享。
他表示，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只有坚持
产品的不断创新与优化，才是供应链企
业立足市场、开拓市场的不二法门。

走出去——
开拓火锅世界新版图

随后，针对2024年火锅行业两大热
门议题开展了两场圆桌分享。

其中聚焦火锅品牌海外布局，以“火
锅‘排头兵’的‘出海经’”为主题展开圆
桌对话，德庄餐饮公司总经理王峰、刘一
手集团总裁尹伊、小龙坎火锅联合创始
人陈刚、大龙燚火锅联合创始人王文军、
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谢书勤、善志品牌战略创始人朱明军从
火锅出海的地域选择策略，到异国团队
组建及文化融合等各方面进行了分享和

探讨，为中国火锅人开拓海外市场打开
了新思路。

同时，合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蒋
永华也从合川区火锅食材产业的优势出
发，分享了如何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及政策
引导作用，助力火锅品牌企业走向世界。

另一场圆桌论坛则转向国内市场，
以“火锅下沉市场的破圈之道”为主题开
启讨论，虾吃虾涮创始人牛艳、陈记顺和
联合创始人刘黎梨、滇牛云南酸菜牛肉
火锅创始人周辉、围辣小火锅联合创始
人尹国栋、张崇会火锅创始人范顺强、火
锅餐见内容总监田果，针对下沉市场的
现状、消费趋势以及面临的难点等方面
展开热烈讨论，并为转战下沉市场的火
锅品牌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与此同时，大会现场还进行了“2024
中国火锅创新力品牌TOP榜”“2024中国
火锅创新供应链企业TOP榜”榜单发布。

300余位专家学者、业界精英共话火锅产业发展前景

重庆火锅何以向“新”而行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10月25日，重庆“渝十味”中药材
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举行，会上公布
了中药材“渝十味”目录。

这十种中药材分别是：黄连、黄精、
党参、枳壳、独活、青蒿、山银花、佛手、木
香、淫羊藿。

从2019年起，我市组织专家组成了
“渝十味”学术委员会，经过充分调研、论
证、咨询并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形成

了重庆道地中药材目录共43种，重庆优
势药材目录共18种，并从中遴选上述十
种药材进入“渝十味”目录。

市农业农村委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底，重庆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00万亩，产
量104万吨，其中“渝十味”道地优势中

药材种植面积为104万亩，产量达45万
吨，分别占全市34.5%和43.1%，拥有规
上中药材加工企业70家，年加工产值
191亿元。

“从单个药材来讲，我市道地优势中
药材在全国同类药材中优势明显。”市农

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黄连种
植面积超过10万亩。重庆青蒿产量占
全国70%以上，山银花、独活、木香产量
占全国40%，黄精产量占全国20%左右。

该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以大品种、
大产业、大企业、大基地为引领，建设一
批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的“渝十味”生
态绿色高效示范基地，培育一批创新力
强、规模较大的“渝十味”企业，打造一批
品质过硬、消费者认可的“渝十味”爆品。

中药材“渝十味”目录正式发布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10月 25日，第九届中国（重庆）国
际火锅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重庆火锅
博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
为全球火锅行业一年一度的产业盛会，
本届重庆火锅博览会规模更大、品类更
全、活动更专，汇聚了全球2000多家参
展企业，携6万多款展品集中亮相，并整
合火锅全产业链资源，同期举办30余场
专业交流、交易活动，助力全球火锅产
业链上下游资讯互通、产业“互链”、产
销对接。

超2000家展商
共链火锅全产业

据了解，本次展会展出面积约12万
平方米，全球 2000 多家参展企业，携
6万多款展品集中亮相，从上游农牧渔业
食材原材料、水果蔬菜，到中游火锅食
材、调味品、预制食材、粮油、酒类、甜品、
饮品、肉蛋奶、休闲食品、食品机械及配
套用品，到下游火锅餐饮门店、衍生新零
售以及配套服务，全面展示了火锅产业
链蓬勃发展的美好“丰”景。

其中，城市区县特色馆，集结了山
西、贵州、西安、南昌、宁德、武都、渝北、
九龙坡、大渡口、合川、彭水、梁平、綦江
等全国省市、区县特色展团，集中展示
火锅产业相关的特色农产品、名特优
品，各地展团在现场火热交流，积极推
进城市区县优势产业的协同发展与互
动合作。

30多场火锅全产业
专业活动轮番亮相

本届重庆火锅博览会策划了“会、
宴、赛、品”等30多场形式多样的专业活
动。其中，作为本次展会的主峰会，2024
中 国 火 锅 产 业 创 新 大 会 以“Keep
Moving”为主题，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
士金征宇，德庄、刘一手、小龙坎、大龙
燚、五斗米等火锅品牌创始人、专家学
者、火锅供应链企业代表，从火锅产业发
展态势、市场消费趋势、出海、下沉等热
门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探讨，为火锅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同时，第六届火锅爆品食材优选会、
彭水晶丝苕粉·第四届国际火锅采购大
会、2024火锅文创宴、2024川渝名店名
厨流行菜烹饪邀请赛、彭水晶丝苕粉·重
庆火锅品鉴宴等专业活动也在开幕当日
举行，为参会者提供了一个挖掘新品、了
解趋势、学习交流的绝佳场景。

花式加盟
30多家全国火锅品牌齐聚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火锅品牌连
锁加盟展”中，德庄、刘一手、白乐天等30
多家火锅品牌现场快闪开店、摆桌开烫，
还有炒料展示、新品发布、抽奖、现炒等互
动体验，向全国观众展示自己的品牌特色
与魅力，吸引全国观众品尝火锅、交流洽
谈，现场参观寻找加盟项目的创业人士络
绎不绝，也显示了火锅赛道的“吸金力”。

在刘一手展区，其展出了2024重磅

新品刘派九绝餐具。据介绍，该套餐具
是联合荣获设计界奥斯卡“红点奖”设计
团队打造，以重庆标志建筑洪崖洞为雏
形，将洪崖洞的万千烟火搬上餐桌。同
时，刘派九绝菜品以“鲜脆香滑爽嫩弹麻
辣”为顺序设计，让吃火锅也充满仪式
感。

不仅如此，展会现场创新打造百米
直播长廊，3天开展100余场直播，为优
质展商进行品牌宣传带货引流，打通线
上线下平台交易联动，实现以展带销，并
将现场盛况实时传递给全球观众。

348人同烫
“重庆火锅天下宴”热辣开锅

巨无霸大火锅区“重庆火锅天下宴”
成为了室外火锅展区的瞩目焦点，吸引
了数千人排队打卡。组委会特别定制了
可60人同烫的超级大火锅，并围合36桌
火锅宴，可容348人同时涮烫火锅，独特
的氛围让现场热闹非凡。

重庆啤酒作为火锅宴现场唯一指定
啤酒，派出“辣月飞行队”开展“辣月习
俗”的创新体验，带领现场消费者一起摇
辣签、玩辣子棋，送出一系列重庆啤酒专
属定制“辣月好礼”，呈现一站式“吃喝玩
乐”的消费体验。丰富的互动形式也加
强了消费者对“火锅+啤酒”消费场景的
创新感知。

重庆市火锅产业协会
与25个单位集中签约

在产销对接集中签约环节中，重庆

市火锅产业协会与全国 12 个区县政
府、10家企业、3家商协会达成战略合
作。

签约项目包括重庆火锅产业要素交
易中心建设、联合打造火锅苕粉之都、鲁
渝火锅产业融合发展、牛羊肉销售及品
牌使用、内黄辣椒销售及品牌使用、联合
打造火博会（火锅节）、境外牛羊肉及牛
副产品供应等战略合作协议。

重庆市火锅产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合作协议的签署在推进农特产品进
入火锅市场、企业数字化转型、农特产品
宣传推广、火锅消费场景打造等方面达
成共识，有助于推动火锅产业高质量发
展迭代升级、迈上新台阶。

将辣度标准化
德庄全辣度火锅发布

开幕当日，市级“爆品”德庄全辣度
火锅正式发布。

发布会上，德庄全辣度火锅共推出
六个标准辣度产品，包括12度全民辣度
（儿童辣度），是入门级辣度；36度安逸辣
（低辣），辣得刚刚好；45度地道辣（中
辣），辣得正宗；52度耿直辣（高辣），辣得
够味；65度重庆过把瘾（特辣），辣得够
爽；75度火锅英雄辣（暴辣），勇敢者的挑
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食品科学
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金征宇
认为，辣度标准的量化会带来麻辣消费
新风尚，全辣度火锅的创新推动了麻辣
火锅发展。

推动火锅产业链上下游资讯互通、产业“互链”、产销对接

2000多家参展商携6万多款展品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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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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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0月26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重庆火锅博览会上，火锅食材参展商展出的食材引来客商洽谈。
图②：客商正在选购餐具。
图③：参展火锅企业正在进行火锅底料炒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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