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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强农 巩固脱贫成果 开放合作 共迎全面小康

河包粉条产业的快速
发展也引起了资本市场的
关注。2017年，重庆椿林聚
业食品有限公司落户荣昌，
椿林食品在全国共有4000
多家串串连锁店，至今已在
荣昌投资建设了湿粉加工、
火锅底料、餐饮3个公司，年
产值超过3亿元。

2018年，河包镇获批全
国首批“农业产业强镇示范
建设”。

2019年 10月，荣昌区
委成立高规格专项协调小
组推进河包粉条产业发展，
将河包粉条生产加工园区
纳入荣昌国家高新区统一
管理。

2020年，荣昌区委将河包粉条
产业发展作为“六个提升”工作的重
要内容，把发展壮大粉条产业和将
河包打造成为中国粉条第一镇写进
了《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
增长极实施方案》。

河包粉条园区加快扩建步伐。
荣昌现已编制完成《河包镇粉条生
产加工区A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计
划新征地 261.41 亩扩大园区规
模。园区招商引资推进顺利，目前
已有6家企业有意向入驻园区。

下一步，河包镇将紧紧围绕建
设中国粉条特色小镇目标，把粉条
作为全镇主导产业，把推进粉条园
区扩建、红薯基地打造、销售平台
搭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具体抓
手，全力推进粉条全产业链、全要
素发展。一是加快推进园区建设，
提高产业承载能力。二是加强优
质企业培育，大力引进有实力的粉
条生产、粉条贸易、配料种植等上
下游产业链项目，加快推进淀粉加
工厂等配套项目建设。三是建优
质原料基地，扎实抓好2000亩高
淀粉红薯基地建设。四是筹备成
立河包粉条品牌运营公司，强化

“河包粉条”品牌运营管理。立足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支持企业持
续巩固做强成渝两地市场，力争市
场占有率达到85%以上。大力开
拓东南亚等邻近地区外贸业务，力
争实现自主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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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本届农交会荣昌区有225平方
米展位，位于国博中心S1-15，展品覆盖荣
昌猪肉、荣昌卤鹅、荣昌蜂蜜、海棠香橙、麻
竹笋、河包粉条、优质茶叶、花生糖、牛肉
干、优质大米、桶装食用油、纯粮白酒、每日
坚果系列炒货、松花皮蛋、特色兔肉、夏布
制品等农特产品。

●荣昌猪肉
荣昌猪已有 1800 多

年的驯养历史，是世界八
大、中国三大优良猪种
之一，是国际国内公认
的优良地方猪种，是我国
推广范围最广、影响力最
大的优良地方猪种。荣昌猪
具有耐粗饲、抗逆性强、瘦肉率高、繁殖力
强、肉质好等特点，特别是肌间脂肪等肉质
关键性指标突出，是经典川菜“回锅肉”的
最佳食材。

2017年，荣昌猪荣获“中国百强农产品
区域公共品牌”称号，入选中国首批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2019年，“荣昌猪”品牌价值
以36.81亿元名列全国地方猪种品牌榜首。

●荣昌卤鹅
行至荣昌，许多美食

不能辜负。卤鹅便是荣
昌 最 负 盛 名 的 美 食 之
一。其色泽金黄发亮、五
香味浓，一份卤鹅在前，
绝对会让人食指大动、垂
涎欲滴。及至卤鹅入口，粑软
适中、骨质松脆、骨髓香滑、肉感香嫩，调料
微辣、口感适宜，姜葱味齐备，食之回味。

在荣昌，有句俗语如此形容：“三天不
吃卤鹅就潮得慌”。卤鹅也成了当地家庭
餐桌上时常可见的一道美食。

●河包粉条
由传统工艺制作而

出的河包粉条丝条匀细，
纯净光亮，整齐柔韧，洁
白透明，烹调时入水即
软，具有久煮不碎不糊，
吃起来清嫩适口、爽滑耐
嚼、风味独特等特点。产品销
往全国各地，还远销新西兰、韩国等国家和
地区。

●荣昌蜂蜜
荣昌区养蜂规模为

全国县（区）级单位第三
位、重庆市内第一位，蜜
蜂养殖数量达10万余群。

●荣昌夏布
荣昌夏布是以苎麻为

原料，经绩成麻线，再由手
工工艺编织成麻布。荣
昌夏布织造技艺起源于
汉代，在宋代称作“筒
布”，今称“荣昌夏布”。
1998 年，国家农业部先后
授予荣昌“中国夏布之乡”“夏
布加工基地”的称誉。

●荣昌柑橘
荣昌柑橘主要是以塔

罗科血橙、纽荷尔脐橙为
主导的晚熟柑橘。其中，
黄桷滩库区晚熟柑橘产
业带，总面积约 3 万亩，
投产近 2 万亩，平均亩产
量约 3000 斤，亩产值约 1.5
万元。2019年4月，荣昌晚熟柑
橘血橙远销印度尼西亚，实现了全市血橙
出口零突破，成功创建全市首个血橙出口
示范基地。

●荣昌竹笋
荣昌依托国家麻竹生

物产业基地，发展以麻竹
为主、绿竹和雷竹为辅
的笋竹基地，现有成规
模绿竹近 5000 亩、雷竹
2000亩，已有发展竹叶、竹
材、竹笋精深加工基地，笋
竹产业链条完善。

●荣昌肉兔
目前荣昌肉兔产业正

逐渐壮大，其中观胜肉兔
年存栏量达到 200 万只，
带动周边区域肉兔出栏
达到 1000 万只，主导产
业产值达到 12 亿元。规
划到 2022 年，将建成肉兔
科技园，并生产板兔、冷吃兔、
兔头、兔腿等系列产品，开发兔肉丁等休闲
食品，打造“观胜肉兔”特色农产品品牌。

河包粉条已有100多年历
史。最早，当地农民生产粉条
更多用于自给自足，每到过年
时，家家户户都用自家种出的
红薯生产粉条，弄来炖猪蹄，算
是过年吃的一道“硬菜”。

改革开放后，一些农民将
粉条作为一种“副业”，将其逐
步推向商品化。一开始，他们
销售的粉条是刚制作出来的

“鲜粉”，装在木桶里，挑着沿街
售卖。之后，他们为了将粉条

卖得更远，就将粉条晒成干粉
后送到农贸市场卖。

随着生产粉条的人越来越
多，荣昌的市场已经容不下这
么多粉条，河包人就开始到全
国各地去生产粉条。其做法通
常是到外地租间厂房，就地生
产、就地销售。据保守统计，迄
今为止，河包人在全国各地开
设的粉条作坊仍有100多家。

与此同时，河包镇也逐步
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粉条生产基

地，早在10多年前就形成了20
多家粉条作坊，成为小有名气
的“粉条之乡”。

在这个过程中，河包虽然号
称“中国粉条之乡”，但缺少自己
的粉条品牌。当地生产的粉条
一般都是散装销售，或者没有品
牌，或者为别人贴牌生产。

河包粉条的真正变化是从
2016年开始，促成这种变化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电商。因为电
商的快速发展，当地粉条生产企

业看到了一个新的商机，那就是
鲜粉（湿粉），一种类似方便面的
新产品。他们认为，如果人们能
在网上买到这种产品，会比上街
买酸辣粉便捷，也比吃方便面健
康，将有广阔市场。

通过与西南大学等科研机
构合作，经过上千次试验，河包
的粉条企业成功开发出了这种
产品，并通过电商将它们卖到
全国各地，推动粉条产业实现
质的飞跃。

基于电商研发出来的粉条
新产品，究竟给河包粉条带来了
怎样的影响？

据悉，在该镇23家粉条生
产企业中，目前已有11家企业
生产湿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
全新的产品，吸引了白家、今麦
郎、莫小仙等大批国内知名企业
前来寻求合作。目前，在网上或
超市出售的知名品牌酸辣粉，有
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河包生产的。

与此同时，河包粉条生产企
业也开始走向品牌化发展。目
前，河包粉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认证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局初审，“潘幺妹”等11个粉条
系列产品已获绿色认证。

河包粉条也由此开辟出了
广阔的线上线下市场。在线上，
目前以“黄海”“禾田”为代表的
粉条企业通过阿里巴巴、拼多多
等电商平台，月销量达到1700
余万份、月销售额5000余万元，
线上平台酸辣粉销售量前10位
中河包产粉条长期占有三成席
位；线下则成功入驻华润万家、
永辉超市、美宜佳、罗森等销售
平台，月销量达到100余万份，
月销售额500余万元。

数据表明，目前，河包生产
的火锅粉条和酸辣粉占川渝两

地销售份额的80%以上，占全国
的40%以上，成为全国火锅粉条
和酸辣粉的主要生产地。

为推动粉条产业发展，河包
镇政府及区级有关部门也给予
了积极的扶持政策。近年来，荣
昌扶持黄海食品公司建成万吨
级标准化车间，支持黄海食品与
科研单位合作成功制定湿态粉
条生产标准，使其近年产值突破
了1亿元。以奖代补帮助全镇
22家企业完成技改升级和规范
化建设，企业生产效率普遍提
升，生产环境普遍改善。

另外，该镇还采用“企业+
合作社+农户”模式，积极引进
业主进行高淀粉红薯种植、鼓
励农户跟随发展，顺利推进粉
条生产加工与红薯及相关配
菜种植有效联接。组织农户
流转土地给专业合作社，合作
社进行宜机化改造后规模化
种植高淀粉红薯 2000 余亩，
引领带动其它农户种植红薯2
万亩，围绕粉条配料供应。发
展农户辣椒种植 1200 余亩、
马铃薯 400 余亩。争取到区
级集体经济专项扶持资金180
万元支持建设淀粉加工厂和
辣椒烘干厂，形成了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格局。

河包粉条已有100多年历史

火锅粉条和酸辣粉
占全国40%以上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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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11月5日，荣昌区举办首届重庆荣昌河包粉条文化节暨河包粉条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河包粉条”由此成为我市首个镇级区域公用品牌。
据悉，河包镇预计今年实现粉条产量3.6万吨，粉条全产业链年总产值约12亿元。

河包镇

河包粉条制作车间

潘幺妹酸辣粉

一根粉条带来12亿元“身价”

河包打造“中国粉条第一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