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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盛夏时节，在江津区乡村人才创新
创业示范园，乡村电商达人杨天旭正带
领“花椒主播团”，用镜头记录铁锅翻炒
花椒，腾起的香气仿佛透过屏幕扑面而
来。

“江津花椒产业集聚度高、品质好，
我要让互联网思维扎进花椒林，打开全
球花椒大市场。”在杨天旭的推动下，江
津花椒已远销日本、韩国、美国等23个
国家，年出口量达250吨。

一名全球卖椒人让江津花椒香飘
23国的背后，是江津区破解乡村人才
困局的生动缩影。针对产业跃升征途
上的“人才短板”，江津区积极探索建设
乡村人才创新创业学院，系统构建引
才、育才、创业、留才的全链条生态，为
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人才动能，让怀揣梦
想的新农人与充满希望的乡村热土实
现双向奔赴。

智汇乡村
集聚专家人才解难题

江津龙华富硒观光产业园里，瑞远
农业负责人黄六林轻抚柑橘枝条，目光

凝重。这位深耕富硒产业八年的乡村
职业经理人，如今不得不面对同质化竞
争日益激烈的挑战，“现有技术储备已
跟不上消费升级需求。”

“专家资源太过分散，指导效果相
当有限。”黄六林坦言，尽管他积极走访
对接市内涉农高校的专家人才，但始终
存在专家人才找不到、找不准、用不好
的问题，碎片化的技术支持让农产品的
研发效率大打折扣。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破了他的
沉思，乡村人才创新创业学院的来电带
来转机：“专家库匹配到几位富硒领域
的权威专家，马上派服务专员为您对
接。”“太及时了，这下有了专家加持，研
发高端产品更有把握了！”黄六林顿时
高兴了起来。

黄六林的困境是如今不少新农人
境遇的真实写照。为此，乡村人才创新
创业学院精准发力，打造涉农领域产教
联合体，聚合西南大学、市农科院等42
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力量，建立起由
194名涉农专家构建的专家人才资源
库，分类设立谷物、肉制品、青花椒、青
菜头等6大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开发及
成果转化中心。

为常态长效支持涉农经营主体有
效解决技术研发难题，该学院探索建立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制度，
选聘由12名农业高端科技人才领衔、
106名农业骨干人才组成的现代农业
专家服务团，通过“专家驻企”“线上问
诊”等创新服务模式，助力50余家农业

经营主体开展研发生产，极大提升农产
品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创享精彩
培育乡村创客激活力

种养技术薄弱、运营管理低效、资
源整合不足是困扰乡村创客的几大难
题。吴滩镇“象外婆”生态农庄创始人
张祖林就曾多次经历乡创危机。

“以前，从果树种植技术到餐饮民
宿管理，再到传统文化挖掘，全靠自己
在全国各地报班‘打补丁’。”张祖林翻
着厚厚一叠结业证书无奈地说，“东学
一点西学一点，学完回来实践，走了不
少弯路！”

针对张祖林的“知识焦虑”和“服务
零散”问题，乡村人才创新创业学院为
其量身定制培养方案，开展全链条培
训，精准匹配帮扶专家，推荐乡创合伙
人，帮助对接上下游企业、电商机构等
平台资源。在学院的全程陪跑支持下，
如今农庄的发展已进入快车道，年收入
达5000万元。

该学院建立长效的乡创人才赋能
培养机制，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开设“乡
村CEO”特色小班。小班聚焦“技术端
—生产端—经营端—销售端”四端融
通，在技术端引入农业专家驻场指导，
生产端建立中试车间、质检中心等共享
平台，经营端开设品牌营销课程，孵化
出“麻爪爪”“窑鸡王”等特色食品IP，
在销售端搭建直播基地，培育出一批乡
村网红。

联农带农
链接涉农企业促共富

乡村人才创新创业学院广泛链接
重庆江小白农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小白）、重庆西部食谷食品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推动涉农企业
与乡村创新创业项目、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和广大农户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

在永兴黄庄的万亩田野间，学院通
过引入重庆文理学院赵立军教授团队，
为江小白、山渐箐合作社提供专业技术
支持，成功研制出降低机收损失15%
的杂粮割台和作业效率提升300%的
多功能播种机，联合培养出近千名本土
农机手，农机手人均年收入突破5万
元，实现“以技致富”。

随着全国首家丘陵山区无人农场
的建成，江小白不仅攻克了山地农机应
用难题，还通过订单农业等多元形式，
带动3000余户农民共享发展红利。

“过去种地靠天吃饭，如今跟着学
院学技术、跟着企业闯市场！”合作社社
员们由衷感慨。

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乡村
人才创新创业学院围绕链接企业、培育
人才、服务产业、带动农户，以科技支撑
为驱动，将智能农机、数字农业等现代
技术引入田间地头，有效打通农业产业
链各环节，构建起“技术研发—成果转
化—企业壮大—产业升级—农民增收”
的乡村富民产业链。

江津系统构建引才、育才、创业、留才的全链条生态

一所学院成为乡村产业振兴“强引擎”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左黎韵）7月4日，红星
实业集团与酉阳华渝产业集团签
约共建武陵山国际农产品流通中
心。该项目以酉阳为中心，构建

“产地—酉阳枢纽—周边市场”高
效流通网络，带动武陵山地区生
态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按照规划，该中心将落地酉
阳板溪工业园区，分两期推进实
施：一期建成327.25亩的交易市
场，引入红星实业集团优质商户
资源，同步构建基础冷链体系与
数字化电子交易平台，到2026年
底实现年交易额20亿元；二期将
全面建成现代化闭环管理园区，
打造一站式供应链服务体系，高
标准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与
智慧溯源体系，培育孵化“酉阳
800”等武陵山区特色农产品品

牌，到2030年底年交易额突破
100亿元。

据介绍，该项目将以板溪物
流市场为载体，建设集“贸易、仓
储、加工、会展”于一体的现代化
产业园区，构建“产地—酉阳枢
纽—周边市场”高效流通网络，显
著压缩供应链环节，推动武陵山
地区农产品流通向标准化、信息
化、集约化跃升。

酉阳县相关负责人表示，流
通中心建成后，将重点赋能“酉
阳 800”等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推动“酉阳 800”产品附加值提
高20%—30%。同时，项目还将
创造就业岗位1000多个，辐射
带动上下游产业新增就业岗位
1.2万余个，成为驱动酉阳产业
转型升级与产城深度融合的核
心增长极。

武陵山国际农产品
流通中心落地酉阳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白麟）近日，由蚂蚁集
团、吉利控股、路特斯机器人等多
家行业龙头企业共同持股的重庆
千里智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千里智驾）正式成立，注册资本
1050万元人民币。这标志着重
庆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迈出关键
一步。

千里智驾定位为汽车供应链
一级核心供应商，重庆千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里科技）
则提供AI技术与资金支持，双方
共同发布“千里浩瀚”智能驾驶系
统，整合千里科技的AI算法与吉
利的整车数据、硬件能力。

千里智驾汇聚了国内智能交
通领域的顶尖力量。蚂蚁集团旗
下的迈驰智行、吉利控股的浙江
吉润汽车以及宁波路特斯机器人

等企业均在智能驾驶、车联网等
领域深耕多年。在外界看来，此
次合作不仅体现了重庆在吸引高
端产业资源方面的优势，也反映
出重庆汽车产业正从传统制造向
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有分析认为，千里智驾的成
立，将助力重庆在智能网联汽车
领域形成“研发—制造—应用”全
链条体系，并将带动传感器、高精
地图、车路协同等关键环节的协
同发展，形成“整车+零部件+服
务”的产业集群。

记者注意到，千里智驾的股
东阵容中，吉利控股属传统车企
阵营，而蚂蚁集团在数据平台、云
计算方面具有技术优势。这种跨
界合作模式，有望突破传统汽车
产业的边界，推动“车—路—云”
一体化发展。

重庆汽车产业再添新引擎

千里智驾科技成立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今年4月，荣昌卤鹅一夜之间登上
全国热搜榜，成为美食界的“新顶流”。

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红利，荣昌当
地不少卤鹅企业却陷入两难：沿用传统
手工作坊模式难以承接暴增订单，贸然
扩产又恐砸了招牌。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这
场流量争夺战中，重庆老字号“三惠卤
鹅”此前投资3000万元建设的无菌自
动化车间“大放异彩”：用科技重构非遗
基因，将传统卤鹅保质期从5天延长至
90天，不仅成功接住了这泼天流量，更
叩开了东南亚市场的大门。

难题：老卤锅如何智能化

2018年，重庆三惠威威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惠食品）遭遇发
展困境。三惠食品董事长、荣昌三惠鹅
第三代传承人邹朝文至今还记得，那一
年，某连锁超市的退货单如雪片般飞
来：“同一天生产的卤鹅，三家门店吃出
了三种味道。”邹朝文解释，虽然荣昌卤
鹅的技艺恪守“老卤水、老匠人、老手
艺”，但这种依赖感官经验的制作方式，
容易造成产品质量不稳定，也无法满足
日益增长的订单量。

这场危机让邹朝文下定决心：“要

么被时代淘汰，要么自己革自己的命。”
2023年底，三惠食品斥资3000多

万元打造的无菌自动化工厂正式投入
使用。30口紫铜老卤锅被“请”进恒温
恒湿的玻璃舱，而它们的“新同事”则是
价值数百万元的智能卤煮系统、真空滚
揉机和超低温急速冷冻隧道。

邹朝文介绍：“该生产线能够自动
完成翻转、调味等工序，不仅省时省力，
还降低了能耗。”

然而，谁也没想到，智能化最大的
阻力来自卤鹅师傅。

“机器懂什么叫‘七分卤三分养’
吗？这锅传了五代人，机器能炖出卤鹅
的魂儿？”当智能工厂首次亮灯时，六旬
老师傅蓝世明攥着祖传的紫铜卤锅，抓
起一把卤料拍在控制台上，“三十种香
料配比全在舌头底下，火候要听锅里的
响动！”在他身后，老师傅们集体别过脸
去——那些年他们用手背试鹅肉弹劲，
用鼻子辨卤香浓淡，如今却被砖头厚的
设备手册难住了。

邹朝文何尝不懂这些匠人的痛？
荣昌卤鹅从元末明初的客家古法中走
来，三百年才养出“薄如蝉翼的皮，鹊肉
般的纤维”。可现实容不得守旧：传统
工艺效率低下、卤鹅质量不稳定，且保
质期不足五天，电商订单却以每月
40%的速度狂增。

破局：保质期从5天延长到90天

传统与科技的博弈持续百日，终因

一项技术突破迎来转机。
2023年岁末，无菌车间内，老师傅

们盯着真空包装的卤鹅直摇头——保质
期虽延长至七天，断面却苍白如纸，全无
琥珀光泽。每小时180只卤鹅在流水线
上翻滚，省外的投诉电话却接踵而至：

“失了灶台滚烫的卤香，味同盐水鹅！”
这件事像一记重锤砸醒了邹朝文：

“老祖宗的手艺是根，可没有科技赋能，
这根早晚要烂在地里。”他当即决定引
入第三方技术研发机构。

十七版臭氧浓度试验、三十余次灭
菌参数调整，直至-196℃液氮白雾喷
涌，瞬间封存肌理间的醇香，实验室爆
发出欢呼——超低温冷冻让细胞活性
骤停，为风味按下“暂停键”。

“我们采用了臭氧、高温等多种杀
菌方式，确保卤鹅在无菌状态下进行
加工生产。然后通过液氮设备进行急
速冷冻，锁住卤鹅原有的味道和口
感。在冷藏条件下，卤鹅不仅能保存
较长时间（90 天），味道和口感还几乎
不受影响。”邹朝文手拿卤鹅，切口处
凝结的琥珀色汁液就是最佳证明。

2024年盛夏，三惠卤鹅电商日销
量破千只；十年前仅能覆盖周边区县的
老字号美味，如今产能飙升300%，老
客回购率达92%。今年“五一”假期，
三惠卤鹅销售同比增长了十多倍，卖到
了全国各地。

荣昌区商务委数据显示，2024年
当地卤鹅产业产值突破12亿元，其中
智能化生产线贡献率达65%。

出海：卤鹅的“东南亚漂流记”

“超瞬时锁鲜技术”也成为三惠卤
鹅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的金钥匙。

在今年6月举行的 2025年新加
坡·重庆周的推介会上，荣昌卤鹅吸引
了新加坡商超负责人主动洽谈合作事
宜。三惠食品与新加坡金航国际集团
签约，荣昌卤鹅首次进入东南亚商超体
系。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瞬间：当新
加坡美食家协会主席用银刀切开三惠
卤鹅，琥珀色的卤汁顺着刀锋缓缓流
下，会场响起此起彼伏的‘Wow’。”邹
朝文介绍，就是这场展示，让三惠鹅拿
到了进入东南亚市场的“入场券”。但
真正让新加坡经销商下定决心的，是邹
朝文掏出的三份文件——HACCP及
ISO22000食品安全认证、清真认证，
以及那张标注着“90天保质期”的检测
报告。

在邹朝文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
特殊的地图——用卤鹅形状的图钉，标
记着全球多个出海目标城市。如今，三
惠鹅的出海蓝图已延伸至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的目标是让卤鹅成为新加坡
国民美食，就像海南鸡饭一样。”邹朝文
坚定地说道。

窗外，板桥工业园的数字化工厂灯
火通明，百年卤香正乘着科技的翅膀，
飞向更远的世界。

智能化生产+90天保鲜

“锁住”味道与口感 三惠卤鹅叩开国际市场大门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申晓佳）近日，记者从
两江新区获悉，自7月1日起，两
江新区路内停车收费标准大幅
降低。一般区域从5元1小时降
至2元1小时，重点区域从8元1
小时降至3元1小时，燃油车全
天停车费从69元降至29元。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进一步优化两江新区停车资源
配置，提高路内停车位周转率，缓
解停车难、停车乱，优化营商环
境，减轻车主出行负担，根据《重
庆市停车管理条例》及相关政策
要求，结合两江新区实际情况，经
研究决定，自 2025 年 7 月 1 日
起，对两江新区路内停车泊位收
费标准进行调整。

车主能得到哪些实惠？记者

了解到，两江新区按照商圈与非
商圈划定两类收费区域，商圈为
一类收费区域，非商圈为二类收
费区域。目前两江新区已启动收
费路段停车位均位于二类区域，
白天收费标准从“首小时2元/半
小时·泊位、次小时起2.50元/半
小时·泊位”，调整为“1元/半小
时·泊位；夜间收费标准保持不
变”，燃油车全天24小时停车费
从调整前的69元降低至29元。

举例来说，某车辆早上7:30
入场停放，次日早上7:29分驶
离，白天时段停车费24元，夜间
停车费5元，共计29元。

缴费渠道方面，车主线上可
通过“畅停e行”小程序、公众号
扫码缴费；现场缴费支持现金、扫
码等方式。

两江新区路内停车
收费标准大幅降低
●一般区域：1小时从5元降至2元
●重点区域：1小时从8元降至3元
●燃油车全天停车费从69元降至29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彭瑜）7月4日，奉节县
举行“夔门纳百川·诗橙通天下”
产业对接活动，55个重点项目签
约、开工、投产，总投资102亿元，
《奉节县产业高质量发展机会清
单》同期发布。

近年来，奉节持续壮大以清
洁能源、眼镜制造、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为主
的生态工业。截至今年5月底，
全县工业企业达1347户，占全县
企业比重的7.5%。

活动现场，35个项目集中签

约，投资总额63.01亿元；8个项
目集中开工，总投资4.42亿元；
12 个竣工投产项目，总投资
35.15亿元。项目涵盖眼镜、工业
设计、精密制造、农副产品及特色
食品、清洁能源、畜牧水产品、文
旅融合等多个产业。

同时发布的《奉节县产业高
质量发展机会清单》涉及脐橙、肉
兔、中药材、眼镜、清洁能源等11
大类，清晰勾勒了该县特色农业、
生态工业、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
等重点领域的投资空间与发展机
遇。

奉节55个重点项目
签约开工投产

总投资逾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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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大
学生直播团队在果树下展示实地釆摘
过程。

当日，在桂花村举行的香桃采摘节
上，重庆财经学院会计学院红云“会”播
电商直播团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特
色化、针对性直播，助力当地的桂花香
桃销售“扩路子、提影响、增销量”。

今年暑假期间，重庆财经学院会计
学院“三下乡”队伍在当地创造性开设

“财商知识下基层”财会技能培训、直播
助农等项目，在乡村一线的实践中开展

“专业大练兵”。截至今年7月，该团队
已连续四年助力当地香桃销售，累计销
量达三十万斤。

记者 郑宇 李志峰 摄/视觉重庆

大学生电商直播团队
助农销售香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