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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梁报记者 汪洋 濮加红

今年以来，铜梁区紧紧围绕全市打造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立足产业定
位，持续强化电摩产业集群化精准招商，加快
推进新能源电动车产业补链强链，进一步提
升产业本地配套率，着力打造新能源电动车
产业园。

位于铜梁高新区的重庆添姿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是爱玛电动车的涂装配套企
业。该企业于今年 1月落户铜梁，投入 2000
万元，在高新区租下 9100 平方米的厂房。
今年 4月企业快速投入生产，每年可为爱玛

提供 100万件涂装产品。记者在企业生产
车间看到，涂装后的各种电摩配件，通过冷
却检验包装，不出园区就直接供应给爱玛在
铜梁的工厂。

“我们落户铜梁是因为爱玛在铜梁建
厂。我们在江苏就是爱玛的核心供应商，所
以在爱玛公司积极引导下，在铜梁政府的关
心下，我们来到了铜梁。”重庆添姿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福兰表示。

据了解，像添姿新能源这样的电摩配套
企业，铜梁区第三季度新引进4家。目前，铜
梁区以爱玛科技为龙头的新能源电动车产业
链企业达25家。与此同时，爱玛西南制造基

地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记者在施工现
场看到，600余名工人、30余台大型机械正在
同步作业。目前，基地的 8栋倒班楼已拔地
而起，装配车间、食堂、测试中心、锂电池库也
进入基础开挖施工阶段，为基地明年如期建
成投用打下坚实基础。

“项目于7月份开工，力争年底前全部完
成倒班楼主体结构。目前，食堂和测试中心
的旋挖工作已完成 50%，争取年后为大家创
造良好的施工条件。”爱玛西南制造基地项目
倒班楼项目经理张焰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通过集群化精准招
商，铜梁区新能源电动车项目扎堆聚集，产品

覆盖智能座舱、传动系统、制动系统等 16大
类，本地配套率进一步提升，集群发展优势更
加明显。当前，铜梁区正加快形成年产 300
万辆两轮电动摩托车和20万辆电动三轮车、
四轮车产能，电摩产业集群效应和区域品牌
影响力不断增强。

“接下来，铜梁区将持续强化渝西地区
一体化招商，着力推进打造以爱玛科技为龙
头的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园，狠抓集群化精准
招商，推动新能源电动车补品种、提品质、树
品牌、拓市场，助力全市打造高端摩托车产
业集群。”铜梁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局长王长
锋说。

俗话说：“一锅容四海，五味煮八鲜。”重
庆火锅享誉世界，而锅里的“八鲜”长期以来
依靠自然而然形成的食材产业链供给。重庆
合川区正是看到了自身这个“熟视无睹”的产
业优势，2022年 9月启动建设重庆火锅食材
产业园，构建火锅食材全产业链，深化多业态
融合发展，仅一年多就成就了“重庆火锅食在
全国、味在合川”的佳话。

因地制宜“老产业”焕发新生机

重庆火锅包容性强，从底料、调料到各类
水发制品、肉制品，食材丰富多样。在这习以
为常的一道道食材背后，蕴含着一条条产业
链，将餐桌、工厂与田间地头紧密相连。

合川区瞅准这一庞大产业链的前景，率
先吹响发展火锅食材产业集群的“冲锋号”。

“一园三组团”的产业园揭牌成立以来，合川
着力建设火锅食材产业综合服务体系，提出
力争到2027年实现火锅食材加工产值240亿
元、全产业链产值600亿元的目标。

事实上，合川发力火锅食材产业并非“无
中生有”。合川区副区长周懿介绍，位于三江
交汇处的合川，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大区，粮
食、生猪、水产产量连年位居全市第一，农业
产业基础较为雄厚，火锅食材产业由来已久。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少合川人在外从
事毛肚批发生意，他们从肩挑身背到开厂办
企，逐渐带动家乡产业聚集。经过多年发展，

合川已有火锅食材加工企业上百家，“牧哥”
“梅香园”“德佳”等企业成为行业“隐形冠军”。

产业集聚 强链补链营造优环境

龙头企业势头好，但全产业链却一度面
临多而散、品牌弱、创新少、三产联动不足等
难题。为破解这种局面，将“久藏深闺”的产
业做大做强，打造火锅食材产业园与产业集
群的思路应运而生。

一年多以来，当地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
射带动作用，聚散为强，初步培育形成从火锅
原材料种植养殖到食材加工、集散交易、产品
研发、检验检测、消费体验为一体的产业链条。

重庆火锅食材产业园工作专班相关负责
人李彦骛介绍，2023年 1月至 10月，合川火
锅食材全产业链产值 286.89亿元，同比增长
25％。目前，当地聚集原料种植养殖企业
1550余家，火锅食材加工企业340余家，成为
全国重要的火锅食材加工生产基地。

“在西南地区，每 3片毛肚就有 1片产自
合川。”重庆莎公主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巧
带领记者走进毛肚加工车间，只见生产线马
力全开，一片片毛肚经过真空包装、传送运输，
不到一天，就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餐桌上。

“产业园揭牌后，我们更加看好产业前
景，目前正计划投资4亿元建设新厂区，将更
多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何巧说。

合川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

点，4条铁路穿境而过，7条高速连接交会。
李彦骛介绍，便捷的交通网络和日益完善的
全产业链服务体系，为当地企业“材料买全
球、产品卖全球”提供了保障。

得益于日渐完善的综合服务保障，越来
越多的企业像“莎公主”一样扎根合川。今年
以来，合川把培育企业集群作为推动火锅食
材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引进重点项目 46
个、总投资67亿元。

创新发展 科技赋能产业更“飘香”

“创新能力是核心竞争力，对于火锅食材
产业也不例外。”周懿表示，政府每年财政投
入专项资金 1000万元，推动企业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并联合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培育火
锅食材专利产品和标准体系。目前，已累计
创建市级研发平台11个、智能工厂2家、数字
化车间44个，取得火锅食材产业专利278件，
发布团体标准12件。

踏入重庆梅香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厂
区，阵阵香气扑面而来。专为餐饮企业定制
底料的“梅香园”专注于舌尖上的“科技”，其
生产工艺已历经四代更迭，目前可实现自动
化生产。在中央控制室，只需将配方信息输
入系统，设备就会自动配料、投料、加工生产。

“我们还成立了食材研究院，用科学数据
解密‘味道’，根据呈香呈味的基础原理及口
腔与大脑神经元反应来研制产品。”总经理梁

琳介绍，公司累计研发1万多款配方，产品被
超过10万家餐厅选用。

距梅香园不远的重庆牧歌食品有限公司是
国内火锅牛油头部企业，产品约占据全国三成
市场份额。总经理周科宇说，公司不断加强科
技赋能，培育多项生产设备专利，正加紧建设的
新一代智能化生产线投产后，产能又将翻番。

“强二促一又带三”，合川火锅食材产业
发展促进当地农业“接二连三”。合川区农业
农村委副主任彭广东表示，根据调研，火锅食
材加工产值每增加 100亿元，预计将增加税
收约 3亿元，带动就业约 1万人，增加农业产
值约30亿元。

重庆德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罐头加工
能力居全国第二、西南第一，各式产品畅销海
内外，每年生猪屠宰量达到60至80万头。仅
在该公司的带动下，合川就新增蔬菜种植基
地3000余亩、种植养殖户5000余户。

在涪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滨江南岸，古
风古韵的火锅风情街竣工在即，不远处的“重
庆火锅博物馆”也在忙碌建设中。在连接三
产上，合川正加强火锅文化研究和文旅品牌
建设，鼓励企业开发旅游商品和文创产品，不
断丰富当地特有的火锅文化基因。

据新华每日电讯

麻辣锅里有乾坤
合川依托传统优势培育火锅食材产业观察

铜梁：强化集群化精准招商 打造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园

□ 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见习记者 李雨恒

12月 6日，我市首个非遗食品产业园在綦江挂牌。
获此殊荣的重庆（綦江）食品产业园，已有超过一半的投
产企业正在利用传统工艺与现代化设备生产属于非遗项
目的食品。

近年来綦江区全面推进非遗项目实现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通过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成为全市首个建
成街镇级保护名录的区县，已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项、市
级非遗 13项、区级非遗 105项、街镇级非遗 138项，并成
功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7项，创建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4个、传承教育示范基地6个、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1个，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线索
700余条。

“民以食为天”，餐饮食品是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全市唯一的专业食品工业园区——重庆（綦江）食品
园区，已有 26家建成投产。其中包括凌汤圆、金角老四
川牛肉干等企业，在传承传统工艺同时，采用现代化设备
进行加工，所产食品畅销海内外市场。

目前，綦江已将推动非遗食品产业发展写入綦江文
旅发展“十四五”规划。未来，该区将多渠道推动非遗活
化利用，以建设全市首个非遗食品产业园为契机，致力于
推动东溪腐乳、綦江萝卜干、金角老四川牛肉干等非遗手
工产品产业化发展，不断推动非遗食品在綦江发展壮大，
构建“艺术、曲艺、食品”非遗文创产业链；结合旅游区、民
宿和文旅消费集聚区，加快发展非遗体验项目、文化展
演，力争到2025年该区非遗产业综合收入达100亿元。

我市首个非遗食品产业园在綦江挂牌

12月4日，璧山高新区，品正食品的苏打水生产线正
在高速运转。今年以来，璧山区大力推进制造业能级提
升，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优化存量，加快推动装
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传统优势产业迈向中高端，培育了一
大批品牌价值高、拥有核心专利的优势企业，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璧山报记者 曾清龙 摄

璧山

产业立区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