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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十大好吃大米”第一名
2018年，首届“三峡杯重庆十大好吃大

米”揭晓，产自梁平区的“高梁山有机米”
“冷沙米”“蟠龙大米”分别荣获第一名、第
三名、第五名。同时，梁平高端大米产品打
入一线城市，并出口非洲6500吨，实现了
重庆大米首次出口。

梁平，气候温和、降雨丰沛，无大旱、无
久涝，拥有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以先秦
乌木水槽为证，梁平的农耕文明可以追溯
到2000多年前。早在南宋初年，就有了

“万石耕春”农耕美景。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耕作方

式、用药、施肥也很关键。”种植有机米的重
庆米之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介
绍，种植有机大米，不施化肥，施有机肥，并
且要保证施肥均匀；每年年初，基地还要购
买红花草籽撒在田里，长出红花草翻在田
里作底肥；绝不使用除草剂，要采取人工除
草；安装灭虫灯等设施除虫子、喂养青蛙捕

捉害虫；同时放养一定数量的鲤鱼、鲫鱼、
鸭子等，帮助除虫、除草，增加有机稻的收
成。

梁平建有现代化设施育秧中心，实现
机耕、机播、机插、机防、机收、机烘等全程
机械化，机械化水平全市第一；同时构建起

“稻禽协同”、“稻渔（鱼、虾、蟹、鳅、蛙）共

生”、“畜禽-沼液（有机肥）-粮油”等“水
稻+”绿色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现在，梁平是部级水稻绿色高质高效
创建示范区，有机水稻生产基地1万余亩。
水稻良种覆盖率达99.8%，制种基地1万余
亩，占全市25％，是重庆最大水稻制种基地
之一。

■链接》》

11月27日至30日，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暨第二十届中国西部（重庆）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为充分利用好本届农交会舞台，梁平组织
了17家企业精选了有机大米、柚子及相关休闲
食品、张鸭子系列产品、豆筋、有机茶(红茶绿
茶)、小麻花、无花果系列产品、金龙鳅、葛根粉、
猕猴桃等20余种优质农特产品在S1-39展区
集中展销推介，以促进交易合作、扩大农业影响
力。

此外，展会期间，梁平还将就生猪循环全产
业链（一期）、航空食品精深加工、龙溪明珠现代
农业博览园、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增
资扩能饲料生产、冷冻食品加工等6个重大项
目进行招商签约，预计签约总金额超23亿元。

品牌强农 巩固脱贫成果 开放合作 共迎全面小康

中国三大名柚之一
清朝乾隆末期，梁平人刁思卓曾任福建

省南平县知县、邵武县知县，被福建柚独特
的美味吸引。刁思卓还乡时，便把福建柚带
回梁平和千年夔柚一起培植。

经过200多年的选培，当年的福建柚逐
渐演变成今天的梁平柚：果实硕大、芳香浓
郁，果肉纯甜、细嫩化渣，汁多味美、营养丰
富，维生素C含量111.7毫克/100毫升，果
皮富含香精油、果胶等物质，具有消食化气、
去痰利尿、清热通便等多重保健功能；枝叶、
果皮均可提取芳香油料，白色海绵层还可制
蜜饯，有“天然水果罐头”的美誉，与广西沙

田柚、福建文旦柚并称“中国三大名柚”。
作为乡村振兴支柱产业，梁平全区33

个镇街标准化种植梁平柚15万亩，产量9万
吨，产值10亿元。

“梁平柚全身都是宝。”梁平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梁平柚最突出的特色是精油和柚皮
甙含量明显高于其它柚类品种，有改善局部
微循环和营养供给的功效，“养生药柚”名副

其实；与此同时，梁平柚含有纯天然的香味32
种，除了加工柚子果脯、果糕、柚子茶、柚子
酥、柚子精油等10余种食品，还可以开发柚
子精油，柚子白囊还能生产婴儿尿不湿。“从
柚花到柚果，再到柚加工品，‘接二连三’延长
柚产业链、做足柚文章。”该负责人介绍。

在中华·梁平柚海国家3A级旅游景区，
建有柚海观光慢道环线、贡柚古道区、名柚

世界区、百年柚惑区、龙滩柚乡区，以及公共
服务中心、产业营销中心、科普研发中心和
瑞丰亭、刁家院子七彩柚屋等。

每年4月柚花盛开、10月柚子成熟，梁
平每年要举办柚花节、柚博会等节会活动，
游客到这里可以赏花、采果，品尝柚皮酥、柚
子蒸八宝饭、柚子酥肉、柚皮炖腊猪脚、柚子
珍珠汤、柚香粉蒸肉等全柚宴。

中国寿竹之乡的“全竹宴”破土凌云节节高，寒驱三九领风骚。
中国被誉为“竹子王国”。梁平是“中国寿

竹之乡”，现有竹类植物21属310种，竹林近
50万亩，其中百里竹海成片竹林达35万亩。

竹在梁平人眼中可谓全身美味。用竹枝、
竹叶熏制竹海腊肉、竹海香肠，用竹箨包竹海
粽子，竹筒做竹筒笋烧白、竹筒豆花、竹筒黄
酒、竹筒米饭等，竹花做竹海燕窝，就连寄生在
竹子里面的竹虫都是一道营养价值丰富的菜
肴。

现在，竹海人又创新推出“全竹宴”。用竹
荪、竹荪蛋、竹虫、竹燕窝等与竹有关的天然食
材经烹饪汇成的“全竹菜系”，从竹的根菌，到
竹笋、竹秆，再到竹的枝叶，每一部分都得到充

分利用。
百里竹海一年四季都有笋，或采摘、或秘

制晾干、或特别腌制的新鲜竹笋。竹笋鲜、嫩、
细、脆，炒、蒸、炖、烧、烫，无不相宜。用竹笋做
主菜，或作佐料，能做成近100道菜肴。现在，
竹笋还精深加工成休闲食品。

竹中珍品——竹荪，它是真菌大家族中营
养最丰富、味道最鲜美的菌类。用竹荪烹饪菜
肴，荤素皆宜；竹青是去火清凉的中药材，能治
疗咳嗽和化痰；竹子的种子被称为竹米，是珍

贵的美食。
除了美食，竹子既可以制作扫帚、桌、椅等日

用家具，以及用作建材建造棚架，还可以用于造
纸，制作工艺品、乐器和纺织品、活性炭等。

一方山水一方人文，一方历史一方底蕴。
梁平人出入为竹、枕眠为竹、饮食为竹，山、水、
竹与人文早已融为一体。流传在梁平境内的
传统手工舀纸技艺有1000多年历史，梁平竹
帘被誉为“天下第一帘”，梁平竹编是重庆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

以竹兴文、以文润竹，梁平充分挖掘竹的
生态价值、康养价值、文化内涵，推出独具巴渝
风情充满乡愁记忆的生态民宿产品，建设“北
斗七星”，打造“百里星宿”，创建康养基地，叫
响“东有莫干山、西有明月山”民宿品牌。

梁平还将湿地建设和竹景观提质相结合，
打造了全市第一家“竹”专题博物馆——三峡竹
博物馆，集中展示旖旎的竹海风光、丰富的竹类
资源、灿烂的竹文化和源远流长的竹工艺，以及
梁平推动“竹山变金山”的生动实践。

三代祖传百年张鸭子解放前，张鸭子张兴海随其义父张良
俊在万县太白岩设店卖烧腊。新中国成立
初期，张兴海来到梁山县（现梁平区）卖烧
腊，一边继承义父的卤制技术，一边进行卤
鸭料方及技术的研究。1953年7月，张兴
海研制出具有一定特色的卤烤鸭。

在继承传统独特工艺的基础上，梁平
张鸭子依托高校技术支撑，不断创新传统
生产方式，抓住原料精选，卤制精工，高温
灭菌，真空包装等关键流程，使卤制鸭子药
材达到48味，运用现代科技和专用设备开

发出9个品种的鸭菜品。
梁平张鸭子，三代祖传卤烤工艺，以

干、香、瘦特色闻名，成为重庆一大特产，先
后获得“中华名吃”、重庆绿色产品博览会
组委会“金奖”等20多项荣誉。

以此为依托，梁平建起“一区三带”17
个稻田养鸭基地乡镇，全区年出栏鸭850
万只、鹅70万只，卤制鸭年销售400万只左

右，白条鸭年销售800万只左右。梁平成
为“中国水禽之乡”，国家级梁平肉鸭地理
标志认定县、全国肉鸭标准化示范县、全国
无公害肉鸭生产示范县。

现在，全域旅游让张鸭子走上“工业+
旅游”道路，游客又有了新体验：既可以吃
张鸭子，也可以看张鸭子了。

在1.1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张鸭子打

造200多平方米的参观走廊，游客可以沿
着工艺流程，亲眼看到卤鸭子、片鸭子等张
鸭子制作的所有环节，了解张鸭子的百年
品牌故事，感受百年张鸭子的传承技艺。
最后在展示展销区品尝、购买张鸭子，见证
张鸭子“舌尖上的美味”，体味“肉干骨酥熏
香、味美透骨”之特色。

碧田万顷 “五子”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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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棒108道工序实现智能化生产豆筋又称豆棒，系豆子经108道工
序加工而成。相传明嘉靖年间，梁山（今
梁平）豆筋曾被列入皇室贡品，素有“植
物肉”、“美容酸”的雅号。

梁平礼让豆棒选用优质黄豆，通过淘
洗泡胀、磨浆过滤，将豆浆盛锅升温，待豆
筋结膜，而后经手工卷制而成，进行水法
生产，不加任何着色剂和化学添加剂。

因此，礼让豆棒曾获得“全国26大
城市信得过产品”“中国放心消费产品”

“重庆知名产品”、重庆名优特民间美食

等荣誉称号，梁平手工豆筋制作工艺是
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豆棒是中国豆制品中制作工艺最复杂
的传统食品之一。传统制作需要在高温高
湿的环境下完成，因此产能较低、人工成本
较高，产品标准难以控制。然而，几个梁平
大学生让豆棒制作走上了智能化道路。

2016年，陈永晶、宋杰、王磊等人成

立重庆两颗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两颗豆”），研发智能化设备全自
动化数控豆筋机，建起了智能化车间，实
现了清洗、打磨、煮浆、滤浆等一系列关
键环节的智能生产和自动化控制，生产
效率提升35%、产品附加值提升30%。

两颗豆在梁平建设智能化工厂，升
级开发“豆筋生产物联系统”，推动豆筋

由“自动化生产”跨越至“无人化生产”智
能制造，真正实现全自动生产。

从小作坊出发，两颗豆是中国豆棒
行业目前唯一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
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高技术食品制造
企业，成为行业智能化领跑者。

张亚飞 王琳琳 郭涛
图片除署名外由梁平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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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野千里、碧田万顷。
梁平，1000平方公里“巴渝第一大平坝”风调雨顺，自古以来就是巴蜀粮仓，素有“梁山熟，川东足”之美誉。怡人的田

园风光，深厚的农耕文化，孕育了丰美的物产：稻子、竹子、柚子、鸭子、豆子，号称“五子登科”。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蝶变。如今，梁平依托生态、借助智能、走向农文旅融合，“五子登科”又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梁
平

梁平农特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摄/张常伟

高梁山麓平畴远，物阜民丰小康来 摄/邓志刚

17家企业20余种农特产品
集中亮相本届农交会

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