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1月14日14点54分，东方航空MU5427
次航班准点降落在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刚下飞机，日本株式会社AS董事长于
文航就马不停蹄地换乘高铁，直奔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

就在三周前，石柱县委书记张华率石柱
代表团出访日本，成功促成重庆（石柱）水火
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火土公司）与
日本株式会社AS签订莼菜、辣椒、黄连等农
产品订单共计1亿美元，其中莼菜为8000
万美元。

“15号，第一批出口日本的10万盒莼菜
就要开始生产了。顺利的话，春节前后就能
抵达日本！”于文航此次就是来见证首批产品
下线。

此时的水火土公司，生产车间里，一
条针对出口莼菜产品而建设的新生产线
已调试完毕，静待开工。“这是石柱莼菜从
转出口到自营出口、从原料出口到加工产
品出口的重大突破，对产业发展具有历史
性意义。”该公司董事长李颖的言语间透
着激动。

首次自营出口，3个“不一样”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石柱莼
菜便走出了国门，数十年间，一批又一批的莼
菜源源不断走向海外。既然如此，为何这次
出口依然令石柱上下翘首以盼？

“渠道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效益也不一
样。”李颖言简意赅。

莼菜是一种水生蔬菜，非常娇贵，一旦水
质、环境污染，便无法生长。这种特性决定了
它天然就是一种绿色食品，加之富含酸性多
糖、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一直受到韩国、
日本等国家消费者的喜爱。

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和日本出产莼菜，
其中石柱种植面积达到1.4万亩，产出了全球
70%的莼菜。

由于杭州的“西湖莼菜”早早打出了品牌
并掌握了出口渠道，石柱莼菜多经杭州转出
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尽管每年出口量超1

万吨，但原产地石柱却并不出名。
“莼菜经济价值高，上世纪90年代每斤

收购价就达到5毛钱左右，亩产1000多斤就
能有几百元收入，所以种的人越来越多，
2000年时全县就发展到接近1万亩。”在石
柱莼菜主产区黄水镇，福吉利蔬菜股份合作
社负责人何显福介绍。

近年来，莼菜和辣椒、黄连被作为石柱农
业代表性“三色”产业重点发展，莼菜总面积
已达到1.4万亩，成为了一个富民产业。扩大
种植面积的同时，该县也千方百计寻找农产
品自营出口的路子。

“听到谁可能有渠道就赶紧去联系，
但大多没有下文。”石柱县商务委主任冉
孟于说，直到去年6月，获悉重庆国际经贸
文化促进会或许有相关资源，他们立即行
动起来。

线上发微信，打电话，线下约见拜访……
当年 9 月，终于迎来好消息——“一带一
路”侨商合作发展大会将在重庆召开，重庆
国际经贸文化促进会将介绍前来参会的日
本株式会社AS董事长于文航到石柱实地
考察！

9月26日，于文航第一次来到石柱，这位
山东汉子已在日本生活20余年。

“参观了莼菜田和水火土公司，我这才
知道，原来我在日本吃的很多莼菜有可能来
自石柱。更凑巧的是，水火土公司研究出了
市面上没有的莼菜即食产品。”于文航看到
了商机。

首款莼菜即食产品成出口“敲门砖”

于文航敏锐地意识到，莼菜即食产品可
能成为打开日本市场的“敲门砖”。这让他的
山东老乡、牵头研发该产品的李颖十分振奋。

2018年，石柱到山东淄博招商引资后，
李颖在会后跟团来到石柱考察。

“其中一站在黄水镇。午饭时，桌上端来
了一盆莼菜，是一盆哦！”李颖一边回忆一边
比划。

他的吃惊点在于，他只在江浙一带吃过
莼菜，不知石柱竟然也产莼菜，而且面积还很
大，而且在经济发达地区价格较高的莼菜，在

黄水竟然一大盆只卖20多元！
得知石柱莼菜一直是转出口，且仅能作

为原材料销售时，李颖决心在石柱投资建厂，
研发一款莼菜加工产品。

2020年，水火土公司正式建成投用。根
据莼菜在水中呈现的一丝一丝的姿态，李颖
注册了莼小丝品牌，正式踏上了产品研发之
路。

李颖说，莼菜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叶
片上包裹的莼胶。莼菜等级跟莼胶息息相
关，最顶尖的S级莼菜叶片小、莼胶多，最差
的L级莼菜叶片大，莼胶较少。

“莼菜一摘下来，莼胶就开始流失，采摘
后必须及时处理。”李颖说，为了保鲜，行业内
一般会先将采摘后的莼菜用热水杀青，将莼
胶固定，然后将其浸泡在冰醋酸中。

也有人选择不杀青，直接将莼菜放入冰
块中低温保鲜，保质期非常短，一般需要走空
运，成本高昂。

冰醋酸浸泡虽然常用且成本相对较低，
但食用前的脱酸十分麻烦，普通消费者根本
不会处理。所以莼菜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
一般都是直接供应餐饮店，并不直接卖给消
费者。

李颖研究后发现，高温杀菌保鲜技术能
实现莼菜可即食。他从诸多包装材料中选中
了一款耐高温的塑料，开始了试验。

“包材和塑封皮材质不同，膨胀系数也不
一样，温度不够的话，包装不严密，会因杀菌
不彻底导致胀包；温度过高，又会导致莼菜损
伤。”李颖说，这个度很难把握，机器作业的速
度差0.1秒、温度差1度都不行。

为了找准这个“度”，公司请来了西南大
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指导，但在此后长
达半年的时间里，胀包、烂叶、莼菜发黑等各
种状况仍轮番“上演”。

2021年3月，在用废了5万多个盒子后，
试验终于取得成功，产品质量稳定达标，保质
期可达一年。

“而且，我们还能做到每一杯精准控制在
150克，要知道莼菜叶片大小是不一致的，这
是我们独门绝技。”李颖说。

去年，李颖生产的这款即食莼菜产品“胶
原莼露”在2024重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
设计大赛上获得产品设计类金奖。

鉴于莼菜在国内认知度不是很高，李颖
选择了电商销售。从2022年起，他还当起了
带货主播，在短视频平台推广产品。去年，水
火土公司共在石柱收购莼菜200吨，用于生
产即食莼菜产品。

漂洋过海，莼菜变身高级“果冻”

在日本，莼菜是一种认知度极高的蔬菜，
但莼菜产量少，多从中国进口，价格很贵，加
之冰醋酸处理起来很麻烦，一般也只能在餐
厅才能吃到。

记者在水火土食品产业有限公司采访
时，碰巧遇见的一名客商陈静也证实了这一
说法。记者在他手机里看到，日本米其林餐
厅的料理中，用到莼菜时也仅是在表面放几
片，足见珍贵。

这也难怪看到即食类的莼菜产品后，于
文航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他说，日本人爱
吃果冻，莼菜吃起来就类似于果冻的口感，十
分符合日本人的消费习惯。

结合石柱特色农产品与日本市场所需，
于文航以莼菜为主，又选择了当地代表性农
产品辣椒和黄连，“下单”1亿美元。

与此同时，他还根据日本人饮食习惯以
及食品包装的相关规定，当场给李颖提出了
新要求：每盒净含量65克、透明包装盒、全日
文说明。

正因为如此，这3个多月李颖一直忙着
搭建新的生产线，加紧调试。黔江海关也给
出口基地和产品做了备案。

万事俱备，只差临门一脚！
“首批产品抵达日本后，我打算把它们作

为一种高级果冻摆上货架，并在产品区域循
环播放石柱莼菜宣传片，打响知名度。”于文
航摩拳擦掌。

他公司的一个重要业务，就是为日本3
家连锁超市的1200多家门店供应食材。今
后，他将成为该款产品的日本总代理，并借助
日本餐饮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力，助力石柱莼菜实现更大的发展。

这次石柱莼菜自营出口日本的新闻，也
在黄水镇的菜农间口口相传。

“以前1斤卖1块多，这几年莼菜加工能
力起来了，销售渠道变多了，每斤收购价涨到
六七块，1亩收益达到近万元！”种莼菜20多
年的金花村村民冉从培说，莼菜实现自营出
口，让他对未来种植前景更有信心。

在黄水镇，有这样看法的菜农不在少
数。“以后肯定会更加精心管护莼菜田！”大家
异口同声。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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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商陈静常年在国内
搜罗鱼子酱、鹅肝等高端
食材供应给日本餐饮店，
他的切身体会是：国内好
食材很多，但生产者大多
都找不到好的出口渠道。

这一次，正是因为石
柱代表团到日本访问，与
在日中国厨师精英协会签
署了合作备忘录。经该协
会推荐，陈静才得知石柱
产莼菜并前来订购食材。

所以，农产品尤其是
相对小众的“山货”要被
消费者看到，政府的牵线
搭桥必不可少。李颖直
言，这次莼菜产品能够出
口日本，政府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此前他也
尝试过出口，但单就一家
公司的力量很难打通相
关渠道，“首先找准渠道
就很难；其次，国外采购
商只要认准一家合作企
业，期间产品不出现大的
问题，他们是不会轻易更
换合作伙伴的。”

当然，企业的努力也很重要。于文
航说，此次他愿意合作，除了政府从中撮
合外，水火土公司的创新产品也是重要
因素。因为此前他从未见到过即食类莼
菜产品，这一产品刚好又能契合日本人
的消费习惯。

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石柱种植
莼菜已有数十年历史，不管是群众基础
还是种植加工技术都已经比较成熟，为
新产品的大规模量产、出口奠定了基础。

出口日本后，石柱莼菜有了更多“被
看到”的可能，甚至有望打开欧美市场，
原因在于：日本人在美食上喜欢融合创
新，他们的美食文化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都颇具影响力，所以有很多好的食品在
日本推广过后就会被西方市场看到。

由此可见，优质“山货”要想“被看
到”，需要种植、加工、销售、消费乃至运
输方式等各个环节集体发力，才能释放
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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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
采摘出来的
莼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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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
土家族自治
县莼菜种植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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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柱
县冷水镇八
龙村青坪莼
菜专业合作
社的莼菜田，
村民在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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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石柱县水火土公司，工人在莼菜生产线上作业。
记者 解小溪 摄/视觉重庆

▲1月3日，石柱县出口日本的即食莼菜新鲜出
炉。

记者 解小溪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