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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新以中新（（重庆重庆））农业合作计划为农业合作计划为““试验田试验田””

重庆农产品出口重庆农产品出口
全力实现全力实现““三级跳三级跳””

相
关
新
闻

▶汇达柠檬、巫山脆李等重
庆农产品从中新（重庆）多式联运
示范基地出海。 （受访者供图）

▼重庆猪肉罐头首次出
口新加坡。 （受访者供图）

▲2 月 18 日，巫山县荣科
物流园洗果分拣中心，柑橘分
拣、装车后准备外销。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记者 黄诗琪

7月7日下午3点，重庆西开往香港
西九龙的G319次高铁上，重庆耕田而
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晨宇靠窗
而坐，若有所思。他和香港那边其实早
有业务往来，大部分时候只需要远程沟
通即可，这次专程过去，是为了销售巫山
脆李。

“去年雨水多，高品质的脆李不多，
所以只出口了一批到香港。”王晨宇说，
今年脆李整体品相不错，所以决定再试
试，希望能把巫山脆李推向更广阔的市
场。

销售巫山脆李，对王晨宇的职业生
涯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几年前，巫山脆李首次走出“国门”出
口到新加坡，王晨宇全程参与。如今他自
立门户，依然沿用了当年中新（重庆）农业
合作计划采用的农产品出口模式。

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是依托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就重庆和新加坡在农业领域进行深度合
作的一项内容，主要是通过贸易、产业、
品牌、科技等维度，增强重庆农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很多像王晨宇那样的从业
者，都是通过这一计划，把农产品带出了
国门。

今年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10周年，
随着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的深入实
施，它正在成为一个“试验田”，助力重庆
农产品出口实现“三级跳”。

第一跳

探路“出海”
让更多农产品“走出去”

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的源头，
要追溯到2019年。

那时，陆海新通道迈入快速发展期，
为了进一步发挥这条通道的开放载体作
用，市中新项目管理局瞄准了农产品出
口这个赛道。为此，该局联合市农委、重
庆海关，前往多个区县进行调研。调研
中，各方发现重庆农产品品质不低，像柑
橘类产品在全国都很有竞争力。但因缺
乏出口渠道与市场，很难“走出去”。

“新加坡市场不大，但却对接全球。”
市商务委中新物流航空处副处长郑弦
说，重庆可以通过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
资源优势，将新加坡市场作为农产品出
口的“试验田”，然后逐步走向全球。

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的雏形由
此诞生。

忠县政府对此非常积极，忠橙也就
成了最早的“探路”产品——在部门和区
县的协作下，2019年，忠橙尝试性地向
新加坡“走了一单”。

这一单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橙
子抵达时出现坏果等。各方立刻“复
盘”，在种植、采摘、包装、运输、存放等环
节进行全面梳理、优化。2020年，在各
环节“完善”后，忠橙再次漂洋过海运往
新加坡，在抵达时，几百吨忠橙没有出现

坏果等情况。这也宣告，忠橙正式出口
新加坡。

随着忠橙出口的步伐，巫山脆李、长
寿萝卜（柚子）等农产品也通过复制它的
出口模式，相继走出国门，整个流程变得

“驾轻就熟”，城口香菇就是其中的典型
案例。

2022年，外贸已经几年“挂零”的城
口县，邀请重庆海关所属的万州海关、重
庆渝贸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渝贸通科技）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商量如
何取得突破。经分析，各方认为，城口土
壤污染小，适合种植香菇，且北屏乡已发
展起菌棚300余栋，货源上也足以支撑，
是“破局”的最好选择。

按照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的模
式，城口县商务委、万州海关、渝贸通科
技迅速行动。2023年5月，一批城口香
菇经万州海关查验合格后直接出口到澳
大利亚，这也成为该县自2019年来的首
单外贸业务。因为模式成熟，这单业务
从准备到最后出口，耗时仅几个月。

如今，在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
的推动下，重庆农产品出口种类越来越
多。重庆海关数据显示，2021年时，重
庆农产品出口种类仅有4—5种，到今
年上半年，重庆出口农产品种类已有30
多种。2024年，重庆农产品出口达到
16.3亿元、同比增长近40%，创近5年
来新高，增速超出全国平均水平34.5个
百分点。

第二跳

对接全球化标准
农产品加工迈上新台阶

6月初，重庆云阳县晚艳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拿到了一笔大订单：将价值
200多万元的菊花产品出口到新加坡。

“我们的产品能够卖到新加坡市场，
要感谢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的牵线
搭桥。”该公司董事长冉秀清回忆，2018
年，公司在参加重庆一个展会时，渝贸通
科技的前身“渝贸通公司”的人员来到其
展位上，主动询问她是否有出口产品到
新加坡的意愿。

新加坡位于热带，气候潮湿，对菊花
类产品需求很高。因为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不少新加坡企业主动向重庆方面询
问是否有菊花相关产品。云阳有大规模
的菊花种植基地，还推出了菊花茶、菊花
酒等加工产品。所以，该公司人员看到
冉秀清的展位后，立马就过来对接。

面对如此机会，冉秀清自然不会错
过，当即答应。展会期间，渝贸通公司人
员引荐了多家新加坡企业到现场与之对
接，并迅速达成了合作。2019年，冉秀
清公司的菊花产品成功出口到了新加
坡，也因为其产品品质好，她与新加坡方
面建立了长期合作，出口数量逐年增加。

渝贸通公司会去做这次对接，是因
为市中新项目管理局一直在为其引入新
加坡资源，希望让其成为重庆农产品出
口的执行平台。除了云阳菊花，石柱黄
精面、潼南柠檬制品、綦江饭遭殃等加工

产品，也都先后通过这个平台出口到国
外。

“农产品加工品，是重庆农产品出口
的‘进阶’目标。”市中新项目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它的附加值更高，运输要求
也更低，所以在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还
未完全成型时，他们就设想过，只要水
果、蔬菜等初级农产品成功“突破”，农产
品加工品就要跟上。

重庆猪肉罐头出口到新加坡，便是
这一设想的具体实践。

重庆德佳肉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德佳），是一家从事肉制
品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很早就出口到十
余个国家和地区，但却迟迟无法进入新
加坡。“新加坡的肉制品准入标准很严
格，跟日本、欧盟同属于全球最严那
档。”该公司董事长赖维学介绍说。

新加坡在肉制品进口上有一个要
求，那就是该企业所在地要具备“地区准
入认证”——只有重庆的食品安全监管
体系得到了新加坡的验证，重庆的企业
才有出口肉制品到新加坡的可能性。

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开始发
挥作用。

2021年—2024年，重庆多次依托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高层对话机制”，
与新加坡方面进行磋商，同时，重庆也
积极向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争
取支持，均得到了积极回应。2024年，
新加坡食品局正式认可重庆递交的地
区准入申请材料，并于当年11月，对重
庆地区的食品安全体系进行视频验证，
也对重庆德佳等两家企业进行视频检
查。

2025年3月4日，重庆收到来自新
加坡的消息：重庆拿到了肉制品地区准
入资质，两家企业也获准将肉制品出口
到新加坡。

“依托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划，我
们不仅打开了新加坡市场，也让自己的
生产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赖维学说，
目前，公司已与新加坡方面签订了合作
协议，预计到2026年，公司出口新加坡
产品金额将达1080万美元。

第三跳

塑造国际化品牌
向世界讲述“重庆故事”

在新加坡，有一款重庆茶叶价格
非常高：1公斤茶叶价格几近8万元。
它就是千年金山红的顶级产品“千
秋”。它为何能卖到如此高价？答案
是：品牌。

千年金山红，源于南川金佛山的千
年古茶树。这些古茶树的茶叶，经过特
殊工艺制作后，泡出来的茶叶醇厚回甘，
久泡而有余香，曾获中国“金芽奖”。“以
前我们的茶在国内的茶叶圈里还是比较
有名的。”千年金山红创始人，重庆金山
湖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代春介
绍，相较之下，中国茶在国外却很难卖出
高价，金山红也不例外。

新加坡福善德公司总经理刘觉文，

促成了金山红飘
香海外。

刘觉文一直希
望打造一款中国茶的高
端品牌，但他走访了国内多个省
市都没找到合适的茶叶。因为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他于 2022 年来到了
重庆，并提出这一诉求。市中新项目
管理局为他找了不少重庆茶商，刘觉
文都不满意，直到何代春带着千年金
山红出现。

“他尝了我们的茶，觉得它符合需
求。”何代春介绍，新加坡的国际化程度
很高，所以什么样的口味更适合国外消
费者，刘觉文有清晰的判断。因此，他立
刻向何代春提出合作意向。

2023年8月，福善德公司与金山湖
公司在新加坡成立新公司，并创办了“福
善德金山红”这一全新的海外品牌。

“我们不把它作为中国古树茶售卖，
而是将它营造为‘神奇之水’，一种可以
让人获得快乐的饮品。”刘觉文说，千年
金山红是自然界的遗产，它的背后还有
很多故事可以挖掘，这些都是打造其品
牌的核心内容。所以，重塑了包装设计
和营销策略后，千年金山红成功在新加
坡打响了名气。

“塑造品牌，是未来重庆农产品出
口一条非常重要的方向。”郑弦说，重
庆有很多好的农产品，但因为缺乏品
牌意识，只能以低价出售给其他企
业。千年金山红，则是中新（重庆）农
业合作计划在品牌塑造上探索的“样
板”，它让更多重庆农产品以“品牌”方
式走出国门——

6 月中旬，“新加坡·重庆周”期
间，托斯卡那（重庆）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携带重庆本土咖啡品牌“ONE
BEY”亮相“狮城”。期间，老鹰茶拿
铁、山茶花美式等充满重庆元素的咖
啡产品备受欢迎，几乎是一拿出来就

“秒空”。
“我们的咖啡豆产品都是在永川

加工。”该公司总经理杜攀表示，这次
“新加坡·重庆周”期间，他在展示自身
产品的同时，也在新加坡很多咖啡店
进行了探访。如果中新（重庆）农业合
作计划可以提供渠道等支持，他们完
全有信心在新加坡立足，让咖啡也能
讲出“重庆故事”。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杨骏
“中新（重庆）农业合作计

划在下一个阶段应该向纵深发
展，在农产品贸易的基础上，逐
步延展到农产品食品加工和农
业科技合作。”7月21日，市商
务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新加坡面积不大，“垂直农
业”具有全球领先优势。“垂直
农业”就是通过太阳能、风能等
方式，确保在有限空间内使用

“绿色能源”开展种植。同时，
还通过在封闭的灌溉系统中循
环用水，以减少用水量，避免土
肥流失，提高水肥利用效率。

“我们完全可以将新加坡
领先的农业科技引入重庆。”重
庆市农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加坡有很多农业科技适合重
庆，能为重庆农业“赋能”，同
时重庆农业创新成果和优势
农产品也可以输出到新加坡。

此前，渝新两地商协会已
多次推动新加坡食品企业来
渝考察对接，农业科技合作项
目也在加速落地。

比如，新加坡星草私人有
限公司与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重庆市农业学校签署了合作
协议，各方将在“可持续都市
室内生态农业产品研发”领域
进行交流，以推动双方在该领域的技术走在世
界前列。

与此同时，重庆深敢为智物联网科技有限
公司与新加坡Vilota公司也已启动在低空经
济技术与智慧农业融合方面的合作。它们将以
智能感知技术为基础，结合多年行业积累，将前
沿的低空慧眼产品应用到本地农业场景中，推
动无人机、机器人在复杂场景中的自动巡检、目
标识别、风险预警等技术升级。目前，该产品已
在重庆渝北、潼南等育苗基地开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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