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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货变“潮货”一年卖出7亿多
——川渝产业协作推动荣昌“河包粉条”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张亦筑

12月10日，首届川渝科技学术大
会在成都举行。作为川渝两地的综合
性、跨学科、开放性科技学术盛会，此次
大会促进川渝两地学术繁荣和科技创
新，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贡献力量。

记者在现场采访发现，不少川渝高
校的科技工作者已有合作成果，未来还
会有更多合作。

已经结出川渝合作之“果”

“我是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七个
月前，我还是一名在读博士生。通过首
届川渝科技学术大会这一平台，我能与
川渝两地的科技工作者展开交流，非常
荣幸。”来自四川大学玉米研究所的郭
超博士说。

“我的专业是作物遗传育种，此次
我的论文获评优秀论文，对我来说是一
个很大的鼓励。”郭超介绍，该篇论文涵
盖了遗传学、植物发育学、基因组学等
多个生命科学交叉学科。他认为，唯有
合作，才能实现进步，才能在学科交叉
点上有所创新。

实际上，作为论文共同作者之一的
贺俊博士，擅长基因组学，他俩经常面
对面地学习、讨论，才最终形成了观点
融合。如今，贺俊在西南大学继续从事
科学研究，他们的研究也成了川渝合作

之“果”。

希望四川的院士专家多到重庆来

“四川的大院大所多，高端人才相
应也多，包括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
等高端人才，重庆这方面还是有不足。”
重庆医科大学教授陈娟在首届川渝科
技学术大会上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坦言。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0重庆英才大
会上，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成
立。该协会由13名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发起，已吸引166名会员加入，陈娟也
是常务理事之一。她表示，协会将致力

于打造人才交流、联谊、服务平台，支持
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创业创造，推动
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的成长与发展，也将
为重庆培养院士、长江学者等高端人才
进行人才储备。

“我们也特别希望借助青年科技
领军人才协会这一平台，与四川的很
多学会、协会加强合作，让更多院士
专家到重庆来，到重庆的大学里，对
一些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项目给予实
质性指导，给予更多高屋建瓴的建
议，这对于青年人才的学术研究和自
身成长将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陈娟说。

发挥各自优势加快原始创新步伐

“我的获奖论文是关于高性能无机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研究，这是一种新
型薄膜太阳能电池。”重庆大学光电工
程学院教授臧志刚在首届川渝科技学
术大会上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此次获得优秀论文特等奖，是评审专家
对他们原创性成果的充分肯定，将激励
他们更加努力地去开展从0到1的原始
创新，潜心研究，解决一些“卡脖子”技
术难题。

在他看来，借助川渝两地搭建的高
规格学术交流平台，将更加有利于两地
高校发挥各自优势，加快创新研究的步
伐。“比方说电子科技大学，在电子科学
技术方面实力强劲，全国领先，我们完
全可以在学术资源上进行共享，共同围
绕国家重大项目攻关，以及重大科研平
台、大科学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展开更大的合作。”他表示。

与此同时，很多四川的学者也向重
庆抛来“橄榄枝”。

“我是做新型有机钾离子电池研究
的，希望开始做成果的商业化。”电子科
技大学副教授樊聪说，随着川渝两地学
术交流合作日益增多，他希望与重庆的
化学、材料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联合攻
关，甚至在未来，与重庆的汽车企业开
展产学研合作，让这项成果能够从实验
室走向市场。

携手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首届川渝科技学术大会上，川渝两地学者互抛“橄榄枝”

□本报记者 戴娟

前不久，“理塘丁真”火
遍全网，各大官博在网络上
演的“抢人连续剧”，川渝官
媒也齐齐登场，联手为两地
旅游打CALL。

“关起巫山峡，巴蜀是
一家”，郭沫若这句诗生动
阐释了成渝两地“一江两
城”“一衣带水”的情形。随
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迎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深化四川重庆合作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
作方案》响亮提出，共同打
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把成
渝两地建设成为具有国际
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
重要旅游目的地。

为共谋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12月初，在重庆
市大足区政协的倡议下，成
渝市区级政协之间进行了
开先河的一次跨区域协
商。来自四川乐山、资阳、
眉山、都江堰和重庆南川、
江津、武隆、大足的川渝八
市区政协主席、副主席、委
员及政府、文旅单位负责人
近 100 人齐聚大足，举行

“携手助推共建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专题协商会议，共
商川渝两地文旅合作发展。

共建激活资源禀赋优势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
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
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一千年前的诗仙李白，用
《峨眉山月歌》生动描绘了
川渝两地的多个景点。

“长期以来川渝互为旅
游目的地和重要客源地，巴
蜀大地在西晋时期已是‘富
饶游乐之都’、俗尚游乐之
地，拥有文化旅游的深厚历
史基础。”眉山市政协副主
席余自生认为，丰富的文旅
资源为构建巴蜀文旅走廊
提供了先天优势。

今年4月，川渝两地签
订了《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工作机制》《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
议》等合作机制，全面启动协同建设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两地迅速行动，深化共建共享举
措，将文旅合作共识转化为共同行
动，搭建文旅走廊合作新平台——

大足先后与四川省资阳、乐山、
自贡、眉山和安岳、洪雅、乐至、荣县
等市县签署文旅发展合作协议，在游
客互认、门票互惠、宣传互动、线路互
通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青城山—都江堰与峨眉山—乐
山大佛、大足石刻、武隆、金佛山一同
成立了巴蜀世界遗产联盟，全力打造
世界遗产文旅线路精品。

江津同宜宾、泸州、自贡、内江、
永川、荣昌区等地签订了《川南渝西
七市区文化旅游战略合作协议》。重
庆影视城（江津白沙）与成都影视城
签署《成渝影视双引擎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
资阳市政协副主席张光禄认为，

协同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将进一
步激活沿线地区的资源禀赋。“这既
是对巴蜀文化文脉的延续，也是面向
未来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
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重要途
径。”

补齐短板需久久为功

乘着“建圈”东风，川渝两地纷纷
“入圈”。各区县及旅游部门间拉开
了协同合作的帷幕，开展了政府及部
门主导下文旅互动活动，涌现出“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自由行”“一码游遍
巴蜀”等合作品牌，推动形成了川渝
两地游览互动、资源共生、游客共享
的合作新局面。

“但要破解长期以来的行政壁
垒、各自为政的困境，推进两地间协
同合作走深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协商会上，南川区政协主席简支
全直言不讳。

他认为，巴蜀文旅合作有四方面
短板需要补齐：政策支撑有待对接完
善、联盟机制有待尽快建立、文旅产
品有待统筹错位、营销宣传有待携手
互动。

在简支全看来，目前双方虽然共
同发出了携手发展的意愿，但是具体
的配套支撑政策尚未明确，有待加强
对接协商，尽快拟定出台，为促进携

手合作提供政策支撑。
“构建文化旅游走

廊，交通串联便捷高效
是基础，文旅企业及旅
行社之间展开深度协作
是关键。”简支全特别强
调，要避免行政主动、企
业被动的“剃头挑子一
头热”状况，激发调动文
旅企业及旅行社的积极
性，构建好联盟运行机
制，协调好多方利益分
配保障。

“文旅产品一定要统
筹错位。”简支全表示，川
渝两地文旅资源，既有差
异性，又有相同点，在前
期的发展中，不同程度地
存在同质化发展现象。
构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要尽量规避文旅项目产
品供给的同质化，突出特
色性，放大差异性，增添
新奇特，形成“产品丰富、
特色独俱、值得一行”文
旅精品游线。

大足区政协副主席
李志也深有同感。“目前
我们已在游客互认、门票
互惠、宣传互动、线路互
通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
第一步，但共建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不是一蹴而就
的，还需久久为功。”

李志表示，目前合作
尚处初期试验和摸索阶
段，还需要在四个方面予
以走深走实。

一是有合作定位但
还要深化。目前合作定
位大都限于建立合作机
制、服务共享、联合联动
方面。二是有合作举措
但深入不够。已开展一
些诸如演艺节目的互送
互演、节庆活动的互邀互
展等浅层次的合作，但在
景区客源互送、产业共同
做大等方面进展缓慢。
三是有行业互动但层次
单一。文旅主管部门已
提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的工作思路，但景区
间的联合联动因疫情不
能相互组织大规模的旅

游活动，企业间合作的桥梁和载体尚
待挖掘和磨合。四是有精品线路但
提炼不准。虽已建立世界遗产联盟，
但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品牌IP还未
树立，旅游精品线路打造相对滞后。

凝聚合力打响“巴蜀文旅”品牌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沿线是川渝
文旅资源最为富集、巴蜀文化特色最
具代表性的地区。巴蜀文旅走廊具
体怎么建，如何打响“巴蜀文旅”品
牌？与会者从共同打造旅游线路、联
合开展旅游营销、推出巴蜀特色旅游
产品，优化巴蜀品牌旅游服务等方面
提出了诸多建议。

“尽快统筹编制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总体规划，为各地开展文化旅
游走廊建设提供指挥棒、作战图、标
准尺。”张光禄建议。

“当前巴蜀各地正在对接国家、
承接省市“十四五”规划，精心编制本
地“十四五”规划及文化旅游发展规
划，建议各地规划部门互通情况、修
订规划，避免规划定位同质化发展。”
都江堰市政协主席丁小平说。

“成立更广泛的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联盟，每年确定 1个主题
定期召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联
席会议，共同商讨事关走廊建设的
重要事宜。”江津区政协副主席李世
友认为理顺合作机制方能长远发
展。

乐山市政协副主席易志隆认为，
成渝长江上游水道上承青城山都江
堰世界级人文景观，下接武隆三峡世
界级旅游风光，天然串联成都—眉山
—乐山—宜宾—泸州—江津—重庆
市区—涪陵—云阳—万州等重要旅
游节点，建议打造成渝黄金旅游水道
建设，整合沿线文化旅游资源，聚合
沿线经济要素，实现成渝两地文旅资
源优势互补、客源互送、市场共享、协
同发展。

“巴蜀非遗多。”武隆区政协副主
席罗斌建议，共建巴蜀优秀传统文化
专门研究机构，共同推动川剧、川菜、
蜀锦、蜀绣、石刻、竹编、夏布等两省
市同根同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研
究梳理和保护传承。

……
在思维碰撞中，大家表示，将勇

担使命，持续聚焦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为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积极贡献政协人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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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雨

酸辣粉是一道经久不衰的重庆名
小吃。近年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重庆
酸辣粉更是成为了一款网上“潮品”，通
过各大电商平台，行销到全国各地。

但鲜为人知的是，重庆最大的酸辣
粉产地居然在一个偏远小山村——荣
昌区河包镇转龙社区。

12月10日，记者到当地采访时获
悉，这里共有大大小小的粉条企业24
家，平均每天寄出快递57万单，今年已
累计完成销售收入7亿多元。

记者进一步采访后得知，在四五年
前，“河包粉条”还只是当地的一种“土
货”，粉条企业大多是年销售二三百万
元规模的小作坊，它们的年销售收入总
和不过六七千万元。现在，这些企业的
年销售收入大多已增长至千万元级别，

“河包粉条”的产业规模较过去扩大了
10倍以上。

短短几年间，荣昌“河包粉条”是如
何完成转型升级的？答案是：川渝产业
协作。近年来，当地粉条企业通过开展
川渝产业协作，开发出了酸辣粉、火锅
粉条等湿态粉条新产品，打通了电商销
售新渠道，推动该项产业实现了爆发式
增长。

目前，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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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四川人改变了一个厂

重庆市禾田食品有限公司是当地
最早开发出湿态粉条产品的企业之
一。在此之前，禾田公司就是一个普通
的手工粉条作坊，主要生产干红苕粉，
一年的销售收入300万元左右。

类似这样的粉条加工作坊算是荣
昌最为古老的工业形态之一。早在
300多年前，河包就已有专门从事粉条
生产加工的作坊，上世纪90年代，该镇
共有粉条作坊1000多家。后经市场淘
汰，只剩转龙社区集中布局的20余家。

而更多的粉条作坊业主则选择到
全国各地开设粉条作坊，其做法通常是
到外地租间厂房，就地生产、就地销售。

禾田公司的改变是从2014年开始
的。这一年，四川人李乾林、刘大海找
禾田公司老板于正强谈合作，成为公司
的新股东。

在此之前，李乾林是阿里巴巴重庆
分公司的一个部门主管，负责推广本地
市场，带有一支几十人的团队。

李乾林告诉记者，他之所以辞职加
入禾田公司，是因为看到了湿态粉条的
巨大市场。多年的电商工作经历使他
了解到，在当时，人们是无法在网上买
到一碗即食酸辣粉的。制作酸辣粉的
主要原料红苕粉都是以干粉条形态在
市场上销售，人们想吃酸辣粉，要么到
店里买，要么自己在家里煮。

而自己煮酸辣粉是一件非常麻烦
的事，干粉条需要在煮之前用水泡10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如果能开发出一
款类似方便面的酸辣粉即食产品，必有
很大的市场。因为方便面是一个千亿
级市场，且方便面大多采用油炸干燥，
不如酸辣粉健康。

另外，遍布重庆大街小巷的火锅

店，对湿态粉条的需求量也很大，用干
粉条不易把握控制食材投放量，泡少了
怕不够卖，泡多了怕卖不完，造成浪费。

为开发湿态粉条，李乾林还拉来刘
大海入伙。刘大海家是在成都开食品
厂的，在食品加工方面有一定的经验。

一直到2016年，禾田公司终于摸
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湿态粉条生产技术，
公司由此实现了质的飞跃。今年，该公
司已实现销售收入5000多万元，是6
年前的17倍。

已有8家从事湿态粉条
生产的企业

禾田公司能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
还不只是因为引进了两个四川股东、摸
索出了湿态粉条生产技术，还在于通过
川渝产业协作构建起了新的产业链条。

比如公司所用调料包，既有荣昌本
地企业，也有重庆的红辣酸椒公司和成
都的大胜实业公司，他们根据产品特点
要求在两地选择最优调料生产企业。

在电商销售方面，公司所用的电商
团队80%左右来自四川，因为四川从事
电商运营的人才更多、更成熟。

在物流方面，公司整车运输找成都
的物流公司，零单找重庆的物流公司。
因为成都物流产业发达，整车走成都，
可降低20%的物流成本。

另外，公司还为重庆德庄、上海莫小
仙、福建沙县小吃等食品企业做代加工，
所用原料主要来自云南、越南、缅甸。

几乎与禾田公司同时期开发出湿
态粉条产品的重庆市黄海食品有限公
司，也是通过川渝产业协作完成的。

该公司湿态粉条生产技术是由黄
海食品、四川白家食品有限公司、西南
大学食品学院等3家共同研发出来的。

禾田公司的主打产品是火锅粉条，
而黄海食品的主打产品是酸辣粉、自热
火锅。目前主要为四川白家食品有限

公司和今麦郎集团贴牌生产，自己也创
有潘幺妹等自主品牌进行电商销售。
另外，该公司还自营出口，将产品销往
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一带。今年，该
公司销售收入已超过了1亿元。

目前，河包从事湿态粉条生产的企
业已有8家。它们凭借新产品，摆脱了
过去走农贸市场的传统销售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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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打造“中国粉条第一
镇”、形成百亿级产业规模

为推动河包粉条产业的快速发展，
荣昌区政府和河包镇政府也给予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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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包镇还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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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粉条生产
加工与红薯及相关配菜种植有效联接，
至今已引领带动农户种植红薯2万亩、
辣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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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荣昌将河包粉条生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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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发展列为该区打造千亿级消费品产
业集群的重要内容，并把发展壮大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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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荣昌已编制完成《河包镇粉
条生产加工区A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启动了河包粉条园区加快扩建提质的
步伐，计划新征地261.41亩扩大园区规
模。荣昌提出的目标是，将“河包粉条”
打造成一个百亿级规模的产业集群。

12月10日，在首届川渝科技学术大会上，优秀论文一等奖获奖作者代表领奖。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