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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要大力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推进以县（区）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有序引导、依法规范城市工商资本和科技、人才下乡，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的重要讲话

三个关键词看城与乡的双向奔赴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3月12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重庆（石柱）华溪村
黄精面业有限公司与新加坡鸿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出口
意向采购合同，标志着石柱黄精产业首次实现自营出口“零的
突破”。

“未来路还很长，我们要把华溪村的黄精面卖到世界各
地！”重庆（石柱）华溪村黄精面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郭骐瑞在完
成签约后信心满满地说。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益乡调研期间曾关心地询问
起黄精产业发展情况，并叮嘱大家，选准了就把它发展好。

从事食品加工行业的郭骐瑞在电视上看到这则新闻，首次
了解到黄精这种中药材，决定来到中益乡考察。

村里实施了返包机制，将220亩黄精返包给村民管护，既
通过分红提高村民积极性，也保证种植质量。这给了郭骐瑞到
华溪村投资的信心。

2021年，工厂顺利建成投产。
走进这个加工车间，工人正在有序生产，房顶的挂杆上挂

满了面条，这是郭骐瑞的“拳头”产品。
郭骐瑞说，黄精有补气健脾等药用功效，面条又是极具辨

识度的中国食物，二者结合，更容易获得市场青睐。
“我们的黄精面要经历16道工艺38项操作流程才能出成

品，做出的面条筋道，有弹性，还能最大限度保留黄精的药用功
效。”郭骐瑞说，因用料好、营养价值高，产品锁定高端市场，并
有意向海外拓展。

2022年9月，在重庆海关部门的帮助下，华溪村黄精面业
有限公司拿到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当月，首批
540箱、重约8100公斤的中益黄精面，成功出口到澳大利亚、新
加坡、南非等国家。

“现在我还在村里开了一家黄精食府，找了专业厨师开
发特色菜品，目前已成功研发出黄精炖鸡、金银黄精丸子、
黄精烩虾球等11款菜品，让黄精产业链进一步延伸。”郭骐
瑞说。

产业后端的发力，让华溪村村民的种植积极性更加高涨。
目前，华溪村的黄精已发展到800亩，且首批黄精去年底也进
入大面积采收期，亩均效益达到1万余元。

“村民负责种出来，我们负责卖出去，还要卖得好。”郭骐瑞
说，近几年一直在大力拓展出口业务。

“新加坡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将开拓更多海外市场。”
今年8月，公司将在日本、西班牙、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开设黄
精面品鉴馆，让更多海外消费者了解这一“土特产”。

深耕“土特产”
黄精变“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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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石柱）华溪
村黄精面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骐瑞：

“未来路还很
长，我们要把华溪
村的黄精面卖到
世界更多地方！”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3月28日，虽然已过腊肉消费旺季，但在城口县坪坝镇新华
村的重庆美缀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缀美公司）智能车间
里，机器仍然忙碌运转着将猪肉分割、腌制。

“整猪进车间，出来就是加工好的腊制品了。”美缀美公司总
经理王海明说，依托智能化设备，腊肉生产摆脱了季节限制，最近
淡季车间每月仍要加工60吨左右猪肉，实现了腊肉的周年销售，
为城口老腊肉产业增添了新动能。

走进生产车间，记者看到，生产线在保留传统加工工艺基础
上，通过更精准的温度、湿度控制，实现标准化生产，确保产品质量
稳定。此外，在腊肉炕制区上方还加装了无烟设备，通过对烟雾中
的二氧化碳、颗粒物等进行处理、净化，减轻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我们这个车间去年被认定为西南地区首个腌腊制品数字化
生产车间，成功解决了城口腊肉产业发展的一大痛点：标准化！”
王海明说，早年间他在从事腌腊制品代理销售时，就发现了城口
腊肉发展的“瓶颈”——老腊肉工艺虽“老道”，但从业者思维却很

“老旧”。
“比如说，市场反馈城口老腊肉颜色太黑、块型不方正、肥瘦

不均、档次不够，我向企业转达时，他们却称‘我们的腊肉历来都
是这个样子’。”“中间人”王海明颇感无奈。

城口老腊肉产业中存在的短板，也正是发展的突破口！
近年来，在推动“小县大城”试点中，城口坚持把产业作为城市

发展的基础，将园区打造成扩大产业总量、加快人口集聚的重要平
台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主阵地，推动城口老腊肉“再出发”。

王海明因此来到城口投资建厂，在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上，还
开发了70余个腊制单品。“你看这块腊肉是顶级黑标，说明它的
原料用的是海拔1200米以上地区养殖1年以上的猪，而且需要炕
制90天以上，是最好的。其次是金标、绿标腊肉，不同品级的腊
肉价格也不相同。”王海明介绍。

为了实现精准分级，美缀美公司与5个专业合作社、近200户
农户组建了产业化联合体。公司工作人员会经常到养殖场检查，
不合格就不收购，倒逼养殖水平提升。

“有了智能化设备，腊肉实现周年生产和销售，养殖户更有干
劲了！”王海明说，公司年产腊肉产品1000吨左右，产值约1亿元，

“下一步我们还计划开发腊肉零食产品，进一步拓展市场，满足市
场多元化需求。”

城口县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全产业链建设，近4年来，城口
老腊肉年产量从3500吨突破至1.2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过30
亿元，带动1.8万余名农户户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正加速形成
强县兴业的产业集群。

重庆美缀美食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海明：

“有了智能化设
备，我们的腊肉实
现 周 年 生 产 和 销
售，养殖更有干劲
了！”

老腊肉产业升级
小城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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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长出“商贸圈”
铺就乡村振兴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3月27日，涪陵区新妙镇陈家湾商圈，一派繁华热闹，2000
多平方米的商业空间，聚集了50多户商户，餐饮、服装小店、副
食超市一应俱全。“以前这儿就是个土凼凼，这几年，政府将它
改建成商贸圈，精心打造了特色夜市，引入小吃、大排档等商业
业态，生意越来越好。”商圈内，华联超市老板陈海军操着浓重
的浙江口音高兴地说。

从2007年起，在浙江对口支援资金的帮助下，新妙镇启
动了陈家湾改造计划，将这片低洼地带的老旧房屋整体搬
迁，用一车车土石填平了洼地，打造出一处城乡商业综合
体。场镇周边常住人口超过万人，陈海军开了当地首个大型
超市。

喧嚣的小城镇里，商户们自发聚集到陈家湾，五颜六色的
招牌挤挤挨挨，货运三轮来来往往。“目前，我们上架的商品，包
括食品、日用品，小家电等，居民们来到我们店就能完成‘一站
式’采购。”陈海军说，店里的商品大部分是从浙江发货过来，以
前物流要走一个多星期，逢年过节店里走货快，物流跟不上，他
们曾非常苦恼。

2023年，新妙镇成为我市14个“强镇带村”试点镇之一，以
此为契机，新妙镇在陈家湾商圈不远处，建成投用了韵达重庆
快递物流基地智能化分拣中心。

占地600多亩的分拣中心，涵盖了集散、仓储、配送、运输、
中转等综合物流服务功能，是全国最大的智能化分拣中心。宽
敞的厂区内，扫描机、智能分拣机快速运转，每小时就能处理
4.5万件包裹。

“现在从浙江发货，两三天就能到新妙了！”陈海军指着
仓库里一批刚到的新货高兴不已。去年以来，他增加了商
品的种类，有香菇干货、糕点副食，甚至还有宁波汤圆、水饺
等冻货，“物流快了，货物周转就快，我们就可以进更多新的
商品。”

便捷的物流网络也带动了农村电商发展。以当地生产的特
色榨菜为例，过去农户只能在集镇摆摊零售，而如今，早上刚出缸
的榨菜，下午就能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陈海军主动为周边农户搭建网络销售平台，不仅开设网店
代销村民手工制作的风干榨菜，还亲自上阵直播带货。一坛坛
承载着乡愁的涪陵榨菜，通过快捷的物流网络发到全国各地，
随着订单量的持续增长，不少村民扩大了生产规模，甚至组建起专
业合作社。

“小镇商贸的繁荣让我看到城乡发展的新机遇，以镇带村
才能村兴民富，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陈海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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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新妙镇华联
超市老板陈海军：

“以镇带村才
能村兴民富，让乡
村振兴之路越走
越宽。”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
辖市，重庆既有超大城市突出属性，也有
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鲜明特征。处理
好“城”与“乡”的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
起来，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

一年来，重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和中央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部署，
把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
现代化新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潜力，
加快构建完善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
库区体系，以小县大城、强镇带村、强村
富民为导向健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全面振兴体制机制，优化强农惠农富农
支持制度，健全城乡要素双向高效流动
制度机制，加快打造城乡融合乡村振兴
示范区。

近日，记者走进基层采访，一个个
县、乡、村各具特色的发展故事，正彰显
出巴渝大地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劲脉动
和满满活力。

乡
村
振
兴
者
说

潼南双坝社区涪江
江滩平原上，农民在农
机的帮助下进行秋播作
业。（摄于 2024 年 10 月
14日）
记者 张春晓 摄/

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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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均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