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方面，本地预制菜企业面临着这样
或那样的困难；而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正
在重庆加快布局。

4月15日，位于两江新区湖映路380
号的“舌尖英雄”门店正式开业，宣传单印
着：引领中国菜预制行业。门店的菜品价
格十分优惠，一道水煮牛肉27.3元，一道
酸菜炖排骨23.8元，每道预制菜的包装
上还印有二维码，消费者做菜前可通过
App扫码，参考教程就可秒变大厨。

“我们的食材有固定供应基地，比较
新鲜，回去加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该店
工作人员称，这是舌尖英雄在重庆的第6
家店，预计之后还会开60多家门店。

舌尖英雄的投资者是陆正耀，这是一
位推动了神州租车、神州优车与瑞幸咖啡
成功上市的商业传奇人物。今年1月在

北京开出首店以来，舌尖英雄已迅速获得
16亿元融资和超过6000家加盟意向签
约门店。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超6.8
万家预制菜相关企业。从地域分布看，山
东预制菜相关企业数量最多，近8600家，
河南有6300余家，之后分别是江苏、广
东、河北。艾媒咨询数据则显示，2021年
中国预制菜产业市场规模为3459亿元，
2026年将达10720亿元。

这个万亿级市场，正影响着农业产业
的发展。

4月18日，位于渝北区统景镇合理
村的一个原种兔养殖基地略显萧条。“唉，
上游企业不景气，连带着我们这里也缩水
了。”在现场负责生产管理的合理村老支
书李中群感叹，基地最好的光景就是前年

企业的预制菜搞得火热的时候，全年卖了
720多万元，而去年就只卖了455万元，

“销量下滑后养不起恁个多人，我们放走
了好几个员工。”

恒都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主任黄恒表示，恒都肉牛早在 2015 年
就开始做预制菜，目前发展出红烧牛
腩、酸汤肥牛、酱卤肉等几十种产品，以
供应海底捞、呷哺呷哺等连锁餐饮企业
为主，去年销售额约3亿元，反响不错，
并带动了 1000多户散户，丰都县高家
镇桂花村二组51岁的养殖户梁届就是
其中之一。

4月20日中午，记者来到梁届的养
殖圈舍，几十头牛正在棚内，梁届铲起一
把草料倒在食槽里，牛群围拢了过来。“我
也给恒都供过牛，商品牛大概是17-18

元/斤，小牛是24-25元/斤，虽然价格和
别家差不多，但是他们要的量大啊。”老梁
嘿嘿一笑，去年自己还应恒都的要求养了
40多只羊，“听说也是加工用的。”

陈天培的秀山羊蹄一年需要400多
吨，此前他的货源主要来自内蒙古锡林郭
勒，但随着销量的逐渐提高，他就近在秀
山县溶溪镇石板村发展了130多亩养殖
基地，年出栏约4000只羊，并带动了当地
106户村民发展山羊养殖。

作为市场餐桌和田间农产品的连接，
预制菜的火热将带动食品企业对农产品
的需求量，扩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大大
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有力推动农业发
展。黄恒、陈天培呼吁，政府应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激励企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打造供应链。

预制菜站上“风口”，不光企业入局，多地政
府也擂响了战鼓。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发
展预制菜产业具有现实意义。它一头连接农
产品生产源头的田间地头，一头连接着餐桌消
费，符合农产品向食品化升级、农业供给侧向
需求侧升级趋势；另一方面，它对接了人们从
吃饱到吃好、吃健康、吃营养的现实需求，具有
巨大需求与广阔市场前景。正因如此，预制菜
产业是加快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农业与工业融
合、乡村供应向城市餐饮需求融合发展的重要
抓手。

目前，重庆的预制菜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产业小、散、弱等问题，产业链分散、分离、
分裂现象较为突出，品牌、规模甚至理念都需要
迎头赶上。

如何做？
一是聚合力。政府可以通过自身力量集中

当地预制菜企业，集合各家力量，统一培养。比
如，广东将建设预制菜联合研发平台，壮大预制
菜产业集群；河北保定成立了中央厨房预制菜
产业联盟，福建省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成立预制
菜委员会。

二是找人才。不少预制菜企业表示，因为
缺专业人才，研发是大问题。鉴于此，政府可以
将预制菜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中，鼓励职业
院校和普通高校增设相关专业课程，推进预制
菜“产学研”基地建设。

三是帮吆喝。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受
访者对预制菜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这之中
包括一些干部和餐饮从业者。因此加大宣传力
度也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是宣传预制菜品类，另
一方面是宣传预制菜的品牌和营销。

四是融资金。因为小散弱，所以缺资金。
政府应支持建设一批预制菜重大投资项目，创
新金融信贷服务，切实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和成
本；也可推出一批面向预制菜产品、原材料质量
等的专项保险产品。

预制菜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一些地方虽然
领先了半个身位，但总体来说大家仍处于一个
起跑线，讨论谁能成为行业龙头还为时尚早，现
在发力仍不算晚。

练就好“厨艺”
做好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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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重庆培君香熹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天培喜忧参半。喜的是：
公司研发的预制菜在市场上收到了积极反
馈；忧的是，因为资金、技术、人员等因素，
自己在扩大生产和打响品牌上遇到了不少
难题。

预制菜虽然近两年才迎来“风口”，但
实际上沿海早已出现。搞了20多年餐
饮、自身还是厨师的陈天培，对此自然心
知肚明。2015年，他成为了这一产业的

“试水者”。
那一年，陈天培的餐厅里，秀山羊蹄

卖得风风火火，不少人慕名而来，吃了还
要打包走。“客人需要的话，我们就用塑料
盒来打包，但要远距离配送还无法做到。”

这让他找到了新的商机，“为什么不能将
菜品变成商品呢？”

说干就干，陈天培先是买来真空包装
机、包装盒等，小试牛刀反响不错后，他潜
心研究起了预制菜。2017年9月，第一批
预制菜羊蹄面世，但按照陈天培的说法，色
香味形等都达不到标准，只好打倒重来。

“工业化生产和餐厅的做法完全不一
样，从开始褪毛到成品需要24道工序，这
样我们就需要重新开设生产线和技术力
量。”陈天培解释说。投入大、牵扯精力
多、产业链延长面临的问题也多，陈天培
常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尽管进入预制
菜产业已有7个年头，但时至今日他还没
有开起一家线下店。因为缺少必要的形

象展示，预制菜羊蹄销售迟迟没有取得大
的突破，截至目前销售额仅占公司总销售
额的10%。眼看着“后起之秀”越来越
多，陈天培心中常常提醒自己：“千万别起
个大早，赶个晚集。”

与陈天培相比，位于梁平区的重庆渝
每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入这个行业
要晚得多，但公司董事长文俊杰却拒绝承
认自己是“后起之秀”，“我们只是‘后起’而
已，还远没到‘秀’的程度。”他打趣道。

2013年，文俊杰回到梁平老家，做起
了豆干、肉制品、蔬菜等休闲食品的加工。

“刚开始做的人不多，刨去成本后还
有些利润，但越到后面市场竞争越激烈。”
文俊杰说，为了抓住市场，公司只好研制

新产品来“自我救赎”。“我们要求每个月
都有新产品推出，虽然有一定效果，但付
出了高昂的成本。”他拿出一组数据进行
佐证：2020年刨除成本后公司只有百分
之几的利润；2021年，勉强维持收支平
衡；今年一季度，收不抵支。

要想生存，转型刻不容缓。
去年12月，文俊杰嗅到了预制菜的商

机，投入1000多万元资金，用于购买设备、
改进工艺、招兵买马聘请大厨，研发烧白、蒸
菜、烧菜等系列预制菜，踏上了转型之路。

“预制菜对于我们食品企业来说，是
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机遇。”文俊杰既期
待又忐忑，“抓住了就会在千军万马中脱
颖而出，抓不住可就难说了……”

企业的零星试水固然值得鼓励，但眼
下面对这一新兴的蓝海，更需要有一个统
筹全局的力量。

“政策不是万能，没有政策又万万不
能。”说起困难，陈天培脱口而出。

他的理由充分：首先，疫情造成物流
成本上升，一罐2000克的罐装羊蹄需要
10元，出货量大后这是不得不面对的高

昂成本问题；其次，公司进入壮大期，对
技术和营销人才的需求更胜以往；最后，
生产线投入了约800万元，每年研发和
营销投入一两百万元，沉重的资金压力，
也要求助于政策。“我们希望县里能将羊
蹄作为地标菜，给予一些支持。”他提出
请求。

多家企业都认为应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实际情况如何呢？记者采访发现，尽
管我市持续加大对预制菜的关注，但目前
还没有多部门、大规模、精准化的专门针
对预制菜产业的推进政策出台。

而沿海省市近期动作频频。
广东已将预制菜上升为省级重点发

展产业，提出五年内培育一批在全国乃
至全球有影响力的预制菜龙头企业和单

项冠军企业。山东潍坊等地提出了打造
300亿级预制菜产业新集群计划。今年
2月22日，山东成立了全国首个省级预
制菜联合体——山东预制菜产业联盟。
此外，四川、福建等地也有具体的措施出
台。

而在我市，目前仅有梁平一地传出建
设预制菜产业园区的消息。

已有企业试水，但各有各的问题

政策不是万能，没有政策又万万不能

记者手记>>>

万亿级产业，带动农业生产的引擎

预制菜站上风口预制菜站上风口
““美食之都美食之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颜安

4月16日，中国预制菜产业联盟在
北京正式成立。

这个“国字号”的行业组织，由农业
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农业农村部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中国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共同指导，上海、广东、山东、山
西、江苏、安徽、河南等七个省级农业部
门，以及保定、大同、福州、潍坊、眉山等
五个预制菜产业发展重点区域政府作为
支持单位出现。这些省市，似乎构成了
预制菜产业的第一梯队。

预制菜是指经过洗、切、搭配、加
工完成的菜品，随后采取冷冻或真空
等一系列方式进行包装保存，消费者

购买后只需通过简单烹调或直接开封
即可食用。与“宅家”防疫、餐饮零售
化等新形势高度适应的预制菜，在近一
两年成了“当红炸子鸡”，企业、资本甚
至政府纷纷下场。重庆作为“美食之
都”，餐饮种类极其丰富，大城市带大农
村的市情又能提供广阔的消费市场和
丰富的食材，发展预制菜产业具有比较
优势。

记者在我市各地走访了解到，截至
目前虽出现了梁平张鸭子、恒都肉牛、万
州烤鱼、荣昌卤鹅、秀山土鸡汤等预制菜
产品，但总体上预制菜产业才刚起步。
政策层面虽有信号释放，但暂无多部门、
大规模、精准化的针对预制菜产业的推
进政策出台。

4月12日，梁平区奇爽食品有限公司，工人
在生产线上忙碌。该公司把黄豆、柚子等初级
农产品做成工业化产品，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在电商平台上，琳琅满目的预制
菜深受消费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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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通过简单烹调即可食用的预制菜，让消费者也
能变大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