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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三生有幸平湖缘，一尾风尘烤鱼情。”
万州烤鱼，如今已是万州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它结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烹饪技

术，采用先腌后烤再炖的独特技法，取传统川
菜与重庆火锅的用料精华，调制出麻辣、酱香、
香辣、豆豉等几十个不同口味，香味浓郁，辣而
不燥。这种独特的烹饪技艺自成体系，风靡全
国，逐渐成为万州餐饮界的“金字招牌”。

万州，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烤鱼之乡”。
“据考证，万州烤鱼制作技艺起源于南宋

景炎元年（即1277年），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
史。”万州烤鱼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刘霞介绍，作
为地方特色美食，万州烤鱼传承发展至今，不
仅全国绝大多数县级以上城市有店铺经营，其
还走出国门，在美国、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国
家和地区落地经营。

一尾烤鱼
流传700余年的地方特色名菜

自南宋至今，万州烤鱼烤制方法已历经柴
火烤、植物叶片包裹烤、炭火烤、炭烤炉烤和电
炉烤5个阶段。

那么，万州烤鱼是如何起源的呢？
刘霞介绍，相传在南宋景炎元年，元军入

侵，攻克了中原全部城池，一路打到川东，势如
破竹，但打到万州天子城时，却久攻不下，只得
将天子城围困。

久而久之，城中断粮。当时天子城的总兵
上官夔同儿子上官明杰率兵丁在后山打通一

条暗道，派人到苎溪河取水。有个叫江尚的伙
头军水性极好，趁机下河捕鱼，上岸架火烧烤，
边烤边撒食盐，顿觉异香扑鼻。随后，兵丁们
都效仿江尚，下河摸鱼来烤。

围城日久，守城兵丁经常通过暗道下苎溪
河捕鱼，带回天子城制作烤鱼，边烤边撒配料，
做出了各种味道的烤鱼，烤鱼的手法技艺也越
来越娴熟。

虽然后来城破人亡，但烤鱼却自此流传，
成为万州烤鱼的起源。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吃烤鱼的消费者越
来越多，经营烤鱼的商铺亦越来越多，烤鱼烹饪技
艺五花八门，但烹制烤鱼的基本工序大致不变。

近年来，在吴朝珠、冯万明等烹饪大师的
指导下，“小舅母子烤鱼”“渝尾巴烤鱼”等一批
烤鱼名店，积极开展烤鱼烹饪技艺研发，融合
原始烧烤及现代工艺，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其
烤鱼集腌、烤、炖三种烹饪方法于一体；在鱼类
的选材上也进行大胆创新，从烤鲫鱼、鲤鱼、草
鱼发展到烤胭脂鱼、翘壳鱼、海鱼、深海鱼等，
丰富了烤鱼的用鱼品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小舅母子烤鱼”为
代表的部分商户，采用自动机器烤鱼，直接将
鱼挂上，自动翻转，无炭灰、无油烟，不仅不用
担心鱼被烤糊、烤黑，而且更加环保、健康。“小
舅母子烤鱼”业主兰桂芳说：“烤鱼的时候，温
度控制在500℃-600℃，鱼身受热更均匀，皮
酥肉嫩；烤鱼上桌后，采用电炉恒温控制，始终
保持在70℃-80℃之间，低于该温度自动加
热，高于该温度自动熄火。”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区烤鱼产业
年产值达120亿元。”刘霞介绍，其中原辅材料
种植、养殖业产值为50亿元，调味配料成品加
工、烤鱼餐饮经营服务达到70亿元。

一条产业链
串起20多个农业生产加工基地

夏至时节，悦君山下，万州区分水镇川兴

村连片的花椒基地已进入采摘季。
“这几年万州烤鱼卖得火，对花椒、辣椒等

原材料的需求量大，我就回来创办了合作社。”
万野山花椒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地万介绍，该
合作社种植花椒700余亩，年产鲜花椒20万余
斤，大部分都销售给万州餐饮协会的大小商
户，其花椒基地也被万州烤鱼产业协会确定为
万州烤鱼产业种植基地。

在万州区郭村镇，该区兴海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流转土地2500亩，利用当地水资源优
势，建成水产养殖基地 300亩，其中淡水鱼
150亩，高产流水鱼70亩，甲鱼牛蛙30亩，珍
稀品种鱼20亩，观赏鱼30亩，水产养殖年产
值达到2000万元，100余名村民在基地务工，
实现了增收。2018年1月，万州烤鱼协会将
明月湖水产养殖基地确定为万州烤鱼原材料
生产基地。

刘霞介绍，2018年，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万
州“中国烤鱼之乡”，万州围绕烤鱼做文章，完
善基地、打造产业链，制定烤鱼产业标准，用烤
鱼把万州大大小小的农业产业基地串起来。

近年来，万州大力实施“烤鱼产业链条延
伸计划”，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水利工程完
好率，加大蔬菜基地建设力度，提升农产品加工
生产能力，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万州抓住养殖水域面积大大增加的契机，
充分利用河川水库大力发展生态和休闲渔业，
年鱼类总产量达到5200万斤；全区蔬菜种植
面积71.2万亩、产量110.5万吨，其中榨菜、辣
椒、花椒、山胡椒、生姜、葱、蒜等调味品蔬菜种
植面积31.5万亩，产量59.6万吨；万州还着力
培育烤鱼调味品加工企业，培育花椒油、烤鱼
调料、麻辣鲜、泡辣椒、泡青菜、泡萝卜、泡豇
豆、泡藠头、泡生姜、榨菜、调味品等加工龙头
企业15家，年产值达14.1亿元。

截至目前，万州区共发展培育烤鱼产业养
殖基地11个、烤鱼产业种植基地10个、烤鱼产
业食材加工基地6个，为万州烤鱼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充足的原辅食材资源。

不仅如此，万州还把烤鱼做成了礼品，推
出了万州烤鱼伴手礼。

“我记得几年前一名外地游客吃了烤鱼
后，很想把烤鱼抽真空寄回家乡。”兰桂芳回
忆，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只能遗憾放
弃。如今，许钟元经营的江来好（重庆）食品
有限公司已将当年那名游客的想法变成了
现实。

“当时费了很大的精力，到全国各地拜师
请教，难题总算一个个解决了。”通过多方学
习，许钟元攻克了产品常温保存等难关，并与
知名食品生产企业合作，经过反复调试，终于
在2019年底，推出了包装精致的“江来好”礼
品烤鱼。

这一款首次被设计成礼品的烤鱼，常温保
存时间长达6个月，方便快捷，开盒即食。一经
面世，一位成都的经销商一次就订购了5000
盒，北京、广州、上海的市场也已逐渐打开，主
动上门要货的商家络绎不绝，几大电商平台也
纷纷前来商谈合作。

近年来，万州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突破创
新，利用先进技术和独特工艺，研发方便快捷、
味道还原度高、体验感强的万州烤鱼预包装食
品，鼓励重庆海莱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府
食品有限公司等万州烤鱼预包装食品生产企
业研发生产，将万州烤鱼更加快捷地带到全国
各地。

一个品牌
让“中国烤鱼之乡”实至名归

万州一方面通过“烤鱼产业链条延伸计
划”建立产业基地、研发烤鱼伴手礼等，另一方
面通过行业自律、加强营销扩大万州烤鱼品牌
影响力。

为此，万州先后出台了《渝菜·万州烤鱼烹
饪技术规范》《重庆市万州区烤鱼经营行为规
范（试行）》等行业规范，并成立了万州烤鱼协
会，建立健全了万州烤鱼诚信经营体系，推行

信用分类管理，引导从业人员依法经营、依法
纳税、依法报送统计信息，促进了万州烤鱼的
健康、有序、规范发展。

“我们定期召集所有会员单位，承诺诚信
经营、公平竞争，为消费者营造放心就餐环
境。”刘霞介绍，“万州烤鱼”地理标识注册工作
正在推进，今后所有符合行业规范的商户，可
以免费使用。万州众多烤鱼店因师傅不同味
道也不同，出台烤鱼经营行动规范的目的就是
推进发展，让餐饮企业更加标准化，做强做大
万州烤鱼品牌，为万州烤鱼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提供技术支撑。

不仅如此，近年来，万州一直持续加强万
州烤鱼的宣传推广：2011年万州烤鱼被中央
电视台《欢乐中国行·魅力重庆万州篇》报道；
2017年万州烤鱼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湾
综艺节目《大陆寻奇》栏目报道；2017年以万
州烤鱼为题材的微电影《一尾风尘》荣登意大
利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聚焦中国”展；万州
还通过积极举办万州美食节、万州烤鱼节、万
州旅游文化节等节庆活动，积极组织烤鱼调味
料加工企业参加全国糖酒博览会、广州国际食
品食材展览会、“西洽会”等会展活动，进一步
提升万州烤鱼的影响力。

万州还十分重视烤鱼相关人才技能培
训，通过移民技能培训、“双创”技能培训、就
业技能培训、青年成才技能培训等方式，依托
万州技师学院等9所职业院校，推出星级饭店
运营与管理、酒店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等专
业，年培训千余人次；开办吴朝珠烤鱼技术培
训班等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24所，年培训超
3000人次，为万州烤鱼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
支撑。

“万州烤鱼学院也已进入建设阶段，将通
过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培训，向烤鱼行业
输送大量专业的从业人员，从而推动烤鱼产业
进一步发展。”刘霞介绍，在此基础上，还将传
承万州烤鱼文化，让万州烤鱼成为全国餐饮行
业的主力军，让“中国烤鱼之乡”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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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烤鱼：风靡全国一尾鱼 烤出百亿年产值

游客们在万州烤鱼
城品尝万州烤鱼。

特约摄影 冉孟军/
视觉重庆

万州烤鱼经营户
用炭火转炉烤鱼。

记 者 陈 维 灯
摄/视觉重庆

重庆移通学院 德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助力应用型大学建设
以评促建 以建促学

为进一步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提
升专业建设质量，重庆移通学院（原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经过前期大
量调研和考察，引进欧洲认证的德国
学科专业认证协会的认证体系（简称
ASIIN认证）。经过近4年的努力，重
庆移通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
信工程、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4个专
业于2021年4月顺利通过德国ASI-
IN专业认证。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通信工程专业还通过了欧洲工程教
育ENAEE认证，软件工程、物联网工
程专业通过了欧洲信息教育EQA-
NIE认证，让重庆移通学院成为西南
地区首个通过德国 ASIIN、欧洲
ENAEE、EQANIE认证的高校。

据了解，ASIIN即工程、信息科
学、自然科学和数学专业认证机构，
是德国最权威的自然工程学科领域
高等教育学位认证机构。经过ASI-
IN认证的专业学位在欧盟、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获

得承认，其毕业生具备在上述国家作
为工程师工作的资格。

学校这一成果与学校长达4年的
努力筹备、围绕专业认证评估的一系
列改革、建设密切相关。

接轨国际
筹备引进德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认证体系

工程教育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
程教育质量保证制度，同时也是实现
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程师资格国
际互认的重要基础。重庆移通学院
根据其应用型转变的发展方向，充分
认识到ASIIN认证有利于深化内涵
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经过前期
大量调研并与德国相关专家多方磋
商，决定引进ASIIN认证体系。

2017年，ASIIN认证工作正式启
动，首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
工程、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4个专
业参与认证。同年9月，柏林工业大
学“德国高校变革时代：德国认证体

系新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重点解
读德国从2018年开始施行的高等教
育学科专业认证/评估新规，为学校
与ASIIN合作认证/评估项目提供了
重要政策支持和信息参考。

为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学
校成立专业认证领导小组和专项工
作组，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
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参
与认证的专业重点支持，优先保证各
项建设需求。以上举措体现了重庆
移通学院在国际化认证过程中学习
世界的先进经验的工作方向，旨在通
过引入国际认证，实现“内外联动，以
外促内”监控和保障工程专业教育质
量。

明确定位
修订以产出为导向的学生培养方案

为配合专业认证工作，推进工程
教育改革，重庆移通学院根据专业认
证过程中课程体系各能力模块，明确

专业人才培养的每一门课程模块能
力目标和预期学习成果，围绕能力和
知识培养目标设计课程，旨在形成学
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人才培养课
程体系。

学校重视培养方案的可行性、实
用性，邀请企业家或高管参与培养方
案的修订，进行培养方案论证，从而
建设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教学质量保
障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规章制度、图
书资源、实训资源、教学资源、招生就
业、毕业生反馈机制等。

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的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为重庆移通学院
专业建设提供助力，各专业形成明确
的目标定位和鲜明特色，在重庆市的
专业影响力大幅提升。如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专业以电力系统自
动化为特色，通信工程专业以电信全
程全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应用为特色，
物联网工程专业以物联网系统设计
及工程为特色等。学校获批重庆市

新型二级学院1个、“三特”行动计划
特色专业4个、大数据智能化特色专
业2个、一流专业1个。

软硬兼得
铺就人才交流实践的立体高速公路

重庆移通学院为人才培养建设
软件、硬件兼得的配套措施，实现学
生交流、实践全方面发展的教学路
径。

深入开展校企合作，提高学生工
程实践能力。学校通信工程、物联网
工程专业先后与中兴通讯、移动设计
院重庆分公司、重庆信科、成都智横、
重邮汇测电子技术等19家知名企业
展开密切合作。

大力开展科技活动，狠抓学科竞
赛。近年来，4个专业在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移动通信
5G技术大赛、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西门子杯”中
国智能制造挑战赛、中国工程机器人

大赛暨国际公开赛、ACM- ICPC
(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
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等学科竞
赛中，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100余
项。

大量投入，改善实验实训条件。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通信工程
专业和物联网专业分别围绕各自专
业特色和实操需求新建立了各类新
型实验室，提高实验安全性并提供创
新实践平台。

目前，重庆移通学院正在推进第
二批专业的德国ASIIN认证。学校
将借此进一步推进应用型大学改革
建设，加强相关专业特色发展，注重
培养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较强的综合素质、国际视野、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和竞争优势的高素质应
用型、技术技能型管理人才，建成以
新工科为主体、以电子信息为优势、
中西部一流的应用型本科院校。

苏述庚 陈明鑫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龙湖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50000038 许可证流水号：0017896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
新南路52号

成立日期：1994-04-05 发证日期：2008-10-0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湖津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35004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65590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
湖津路121号附13号

成立日期：2015-09-16 发证日期：2015-09-2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八一六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0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18181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涪陵区
白涛镇建峰西路2号

成立日期：1993-12-29 发证日期：2009-07-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奥园康城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50000017 许可证流水号：0037497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
谢家湾黄杨路6号2栋附1-13号

成立日期：2014-06-27 发证日期：2014-07-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彭水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余怀中
机构编码：00001050024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彭水县汉葭街道高家台街11号2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彭水县民族路113号附8号1-2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3日 邮政编码：409600 联系电话：023-7884168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

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1年5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