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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传播的飞速

发展，《嘿！小面》《舌尖上的中国》等

优秀作品的助推，重庆小面作为重庆

的一张美食名片，迅速火遍了大江南

北。

然而当前，在重庆本地，多数小

面店还局限于街口巷尾“小生意”的

格局，距离真正的现代化、产业化发

展，还差“临门一脚”；与此同时，在全

国各地，越来越多打着“重庆小面”旗

号、口味和品质却并不正宗的小面线

下店或工厂店大量涌现，严重影响了

“重庆小面”的口碑和形象。

为此，趁着我市正在实施“消费

品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的东

风，以打造国家级产业转型发展示范

区和建设重庆主城南部人文之城为

契机，今年以来，大渡口区下定决心，

整合优势资源，抢抓机遇，建设重庆

市小面产业园，计划用2年-3年时

间，打造一个“产供销”全链条的百亿

级小面产业聚集区，推动重庆小面的

工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加速实

现“重庆小面重庆造、重庆小面销全

国”的蓝图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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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重庆市民的一天，都是从路边摊
上一碗“麻辣鲜香”的小面开始。

来自重庆市小面协会的数据显示，目
前该协会有8.4万家会内企业，日消耗量
达到1200万碗，年产值达400多亿元，从
业人员40多万人。

“找钱的店不少，值钱的店却很少。”
重庆市小面协会秘书长邹徐用一句俗话，
直观诠释了重庆本地小面产业现状。邹
徐认为，品牌化程度低、工业化程度低，是
制约重庆小面产业化发展的两大瓶颈。

过去几年，重庆小面的经营者往往采用
“学徒+加盟”模式，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重庆
小面规模的全国扩张，但品牌运营水平低，
无法实现从品类到品牌的价值传导，造成重

庆小面的品牌价值与市场规模不相匹配。
与此同时，重庆小面的工业化程度

低，制约了重庆小面的规模化、标准化生
产，导致其快消类产品供给水平与市场规
模和需求增长不成正比，渠道销售量小。

换个视角，短板背后是机遇。
从大环境看，一方面，米面餐饮消费

迎来行业“风口期”。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1月-7月，餐饮领域发生了50余起投融
资事件，其中面食赛道占比约26%，五爷
拌面、和府捞面、遇见小面等商家接连站
上资本风口，都拿到了上亿元的融资；另
一方面，柳州螺狮粉、兰州拉面、沙县小吃
等一大批地域美食竞相工业化、市场化，
为重庆小面走出故乡销往全国打了样。

从重庆小面自身来看，随着市场需求
的诱惑和行业需求的倒逼，已经有一批

“吃螃蟹”的新生力量尝试通过品牌化运
营、工业化生产等方式，进军小面行业；另
外，小面的规模化、工业化发展还蕴含着

“接二连三”的产业带动功效，将成为助推
乡村振兴的一大生力军。

今年以来，围绕“小面产业的高品质
发展”这一话题，大渡口区政府相关部门
与市经信委、市生产力发展中心、市小面
协会、代表企业等展开密集深入的交流对
接。为更好筹备，今年初，大渡口区领导
带领区招商投资促进局等部门千里取经，
前往广西、四川等地考察借鉴，最终做出
决定：率先打造重庆小面产业集群。

面对千头万绪的重庆小面产业，大渡
口区将选择从哪里入局破题？

“消费品产业的做大做强，归根结底
就两点：产得好、卖得好。”大渡口区经信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瞄准重庆小面快消品
市场板块，通过“工业化生产+互联网营
销”的方式加速培育龙头产品和品牌，是
大渡口区实现小面产业“弯道超车”的破
题之举。

工业化生产，解决的是“产得好”的问
题。

“包装及仓储在渝北、面条生产在南
川、佐料生产又在九龙坡，上游供应链条
的分散，必然增加产品成本。”金牌干溜创
立于2015年左右，是重庆最早的一批预
包装重庆小面生产厂商之一，去年营业额

在3000万元左右。其创始人李俊熹期待
通过入驻小面产业园，发挥产业链条的

“聚集效应”，进一步做大增量、优化产品、
控制成本。

“工业化的核心价值在于规模化、标
准化，用工业化思维做小面，是重庆小面
走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大
渡口区打造小面产业园的核心使命之
一。”在大渡口区招商投资局相关负责人
看来，推动重庆小面工业化生产企业的加
速聚集，完善产业链条，培育龙头标杆，是
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互联网营销，解决的是“卖得好”的问题。
今年3月，在我市举办的“品重庆小

面、促消费兴农”主题活动中，入驻大渡口
区的重庆小面预包装食品加工企业“辣来

主义”首次亮相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天猫
平台直播间，10分钟不到便售出6万单。
截至本月，该品牌通过天猫平台实现了超
1500万元的销售额。

目前，大渡口区已与天猫平台在重庆
小面产业化发展方面达成了合作共识，充
分发挥天猫平台在电商新零售等方面的
诸多优势，共同擦亮重庆小面这张区域美
食品牌。

此外，已向新型实体企业转型的京东
集团，也将深度参与到重庆小面产业化建
设中来。据透露，京东集团在充分发挥京
东商城品质优势同时，将通过京东物流全
球供应链赋能，在推进乡村振兴小面原材
料上行的同时，将重庆小面“新鲜”送达全
球消费者手中。

谋定而后动。经过全区上下、社会各界
的努力推动，今年8月，大渡口区正式争取
到了“重庆市小面产业园”这块金字招牌。

该区将产业园设在建桥工业园C区，
总体规划200亩工业用地，预计2023年
全面竣工，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100
亿元。同时，该区还在建桥工业园C区育
成中心规划3000平方米商务楼宇，作为
重庆小面电商产业园先期使用。

8月18日，大渡口区举办了重庆市小
面产业园建设启动仪式暨重庆小面产业
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吸引“金牌
干溜”“辣来主义”“井谷园”等12家重庆
小面产业链条现场入驻。

据介绍，下一步，大渡口区将重点聚焦
“六个一”推动小面产业园的建设，即成立
一个工作专班、建立一套管理体系、打造一

批特色园区、引育一批龙头企业、孵化一批
特色电商平台、塑造一个区域品牌。

具体来看，在工作专班方面，当前大
渡口区政府已联合市经信委，成立了重庆
市小面产业园工作领导小组，由市经济信
息委分管主任和大渡口区政府分管副区
长任双组长，定期组织研究和协调解决行
业发展重大问题；

在管理体系方面，该区正在委托专业
机构制定重庆小面（快消品）产品标准和
重庆小面生产工艺规范，建立形成重庆小
面特色标准体系；

在特色园区方面，该区将着力支持大
渡口区建设集食品加工、电子商务、快递
物流、文化旅游等于一体的重庆小面产业
示范园，同时配套建设重庆小面产业综合
服务中心、研发中心、电商中心、快递物流

中心、文化旅游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完
善相关配套服务；

在龙头企业方面，该区将统筹招商资
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重庆小
面产业头部企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稳
步、快速实现产业集聚；

在电商平台方面，该区已与阿里、京
东、快手等互联网企业达成合作共识，将
联合打造重庆小面电商平台，做好电商经
济和消费工业融合发展；

在区域品牌方面，大渡口区正在与相
关单位对接，加快推进“重庆小面”区域公
用品牌、地理标志、非物质文遗产等申报
注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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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重庆小面产业发展壮
大，大渡口区制定了重庆小面产
业专项奖扶政策。包括物业政
策、专项政策等方面，覆盖小面产
业全链条。

在物业政策方面，减免工业
厂房、电商产业园物业租金；对购
置工业厂房或商务楼宇的企业，
根据企业购买面积的大小按比例
进行奖励。

在专项政策方面，主要针对
固定投资、电商拓市、品牌建设等
方面给予支持和奖励。

其中，在固定投资上，对固定
资产投资额达到要求的重庆小面
企业，按厂房投资、设备投资的一
定比例给予奖励；

在电商拓市上，对在区实际
纳税的电商销售额达到要求的重
庆小面企业，对其产生的品牌设
计、宣传推广、坑位费、流量费等
成本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对重
庆小面生产及商贸企业按发货量
给予物流补贴；

在品牌建设上，对获得中国
驰名商标、出口产品认证以及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资质的企
业进行奖励和补贴。

大渡口区还与中国农业银行
重庆分行、重庆三峡银行等金融
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鼓励
金融机构出台支持小面产业发展
的融资政策。

“重庆小面·重庆造”重庆小面产业招商合作签约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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