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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李晓婷 万志云

空气中的青草味越来越浓，汽车慢慢地向
上攀爬，最终停在一处海拔1100米的高山平坝
上，从平坝走下去就到了一家肉牛养殖场。

这里是黔江区邻鄂镇高坪村，其特色产业
是黄牛养殖。为何费这么大劲儿在高山上养
牛？“我们养的是黄牛，生活在海拔1000米以上
的黄牛肉质紧实、美味鲜香。牛怕热、怕风，温
度又不能太冷，这个地方养牛刚刚好。”牛场负
责人、重庆牧岭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孙
章文说，在黔江，像这样的高山上还“藏”着上万
头牛，养牛场外可种牧草，不仅实现牛饲料就
地生产，还让荒地产生了经济价值。

黔江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素有“渝鄂咽喉”
之称。这里有在高山上养牛的传统，但以往散
户养殖居多，产业不成规模，抵御风险能力弱。

孙章文说，近年来行情比较稳定，行情好
时一头肉牛可以赚 5000元。经过近两年发
展，孙章文的养牛场存栏肉牛达1000多头。

2022年以来，黔江区大力发展肉牛产业，
着力打造“高山黄牛”品牌，发展牛产业链。

行走在黔江山地之间，养牛场里“哞”声
四起，牧草基地里车来车往，记者感受到当地
发展牛产业的热乎劲儿。“吃的是含硒的鲜青
草，喝的是含锶的山泉水，一抬眼看的是绿树
白云，肉牛品质怎么会不好？”邻鄂镇党委书记
孙建华说，按照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方向转
型升级，黔江黄牛在珠三角等地打开了市场。

为进一步提升肉牛品牌价值和品质，黔
江加大科技培训力度，推广良种肉牛人工授
精技术，推进能繁母牛扩群增量。“黔江黄牛
属于川南黄牛的一种，是本土优良种质资源，
适应性强但生长较慢，为此黔江引进北方优
质种源，与黔江黄牛杂交配种，大大提升了品
质和效率。”黔江区委常委陈林说。

在黔江，新华乡推行“集体经济+农户”
的肉牛“寄养”发展模式，助力脱贫户增收；金
洞乡充分利用土地空间，将光伏发电与肉牛
产业有机结合，实现“一顶两用”，降低投入成
本……“牛不只是牛，更带动了整个产业链。”
孙建华介绍，如今邻鄂镇存栏肉牛超 6000
头，在建项目 5个，全部投产后可拉动运输、
种草、有机肥生产等产业发展，形成一个价值
3亿元的产业集群。

在邻鄂镇松林村，欢罗农业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刘明朗正忙着把一车车草料运至各大牛
场。“1万头牛一年需要6000万元的饲料。”刘明
朗说，牛产业发展起来，合作社将700多亩荒地
流转起来改种甜高粱、青贮玉米等饲料，越来越
多村民加入牧草种植队伍，到了牧草收割季，刘
明朗的牧草基地最多雇佣60多人工作。牛产业
推动更多“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以前，收
粮后产生的一堆堆秸秆基本被烧掉，不仅浪费
资源，还产生污染。现在秸秆也成了牛饲料，牛
粪又还田养粮，化肥用量减少率达45%左右，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100%。”孙章文说。

据统计，2023年，黔江区出栏 3.14万头

牛、同比增长 14.2%；同时实现脱贫户增收
5000万元，户均纯收入达2万元以上。

下游产业也在受益。近年来，黔江不断
强化牛肉制品深加工，提升“黔江牛肉脯”“黔
江牛肉干”特色品牌的知名度，“蓬江”牌牛肉
脯获“重庆名牌产品”称号。临近春节，记者

在重庆市蓬江食品有限公司的牛肉脯加工车
间看到，烤制、分拣、包装，一片繁忙景象。

黔江区农业农村委主任郭兴春表示，黔江
正以品牌提升为突破口，以强化牛的二、三产
业链为着力点，做大做强牛产业深加工，着力
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实现三产高度融合发展。

□ 巴南日报记者 罗莎

“参加技能培训，让我学到了技术，找工作也有了底
气！”日前，家住巴南区花溪街道龙汇路的农村转移就业
劳动者杨建平说起自己的求职路诚挚说道。

去年 7月，杨建平报名参加了巴南区“巴渝厨匠”特
色劳务品牌火锅调味职业技能培训班。通过为期7天的

“理论+实操”培训，他认真学习了重庆火锅调味全部课程
以及火锅食品安全相关知识，并通过火锅食品安全管理
员考试以及火锅调味专项技能鉴定，获得相应证书。如
今，他已经在一家火锅店找到工作，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像杨建平一样，通过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长的受益
群众在巴南区还有不少。

去年，巴南区主要采取集中培训、订单培训方式开展
技能培训，积极组织农村转移劳动力（含脱贫人员）参加
全媒体运营师、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中式面点师、中式
烹调师、重庆火锅调味等专业的免费培训。据统计，全年
培训农村转移劳动力 1051人（其中脱贫人口 438人），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按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向参加
培训的脱贫人员发放交通食宿补贴共计24.67万元。

梁平

垃圾焚烧发电及厨余垃圾
处理项目建成投用
□ 梁平日报记者 向泓羽 郑君兴

近日，市级重点项目——梁平区垃圾焚烧发电及厨
余垃圾处理项目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建成
投用，将助力梁平区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处理目标，为绿色发展蓄势赋能。

该项目位于梁平区复平镇永和村，由重庆海创能源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运营，项目总投资约 3.41亿
元，建设规模为日处理 400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 100
吨厨余垃圾处理系统 1套，配套建设垃圾接收、贮存、输
送系统以及飞灰稳定化处理系统、渗滤液处理站、烟气
处理系统等公用、辅助、储运、环保设施，预计年处理原
生垃圾约 13.33万吨、厨余垃圾约 3.33万吨，年发电量约
6211.85万度。

走进厂区内，记者看到一辆辆满载生活垃圾的专用
运输车正源源不断进入厂区，没有想象中的脏乱景象，阳
光下，红黄相间的墙面十分干净。上午是垃圾进场的高
峰期，垃圾车从城区各个垃圾转运站汇集于此，依次过磅
称重，通过卸料平台将垃圾堆放在指定场所。

“垃圾车就是从这个专用通道进入卸料平台，每天有
差不多50辆车进出，厂区内几乎所有环节都是24小时运
转，保证城区垃圾箱能及时清空。”项目主管毛国兵告诉
记者。

跟随毛国兵，记者来到位于3楼的总控室，通过室内
的大屏幕可以实时监测各环节设备运行状态，确保垃圾
处理高质高效。

“其实，垃圾处理是一项系统工作，垃圾焚烧只是其
中的一部分，最终是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毛
国兵说。

□ 万州时报记者 李泽鸿 王晨旭

食品加工是万州五大重点产业之一。在肉制品加工
领域，万州区依托现有企业，积极延链补链，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

落户万州经开区的重庆市农产品集团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肉类罐头生产的企业。去年以来，
企业产销势头良好，加班加点赶订单，全年完成产值 1.2
亿元。这段时间，在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两条自动化生产
线正开足马力，忙着生产一批午餐肉罐头产品。面对每
年增长近30%的市场订单，企业实施了产线升级改造，已
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新增智能化设备100余台套。

2023年，企业成功获评市级数字化车间和重庆市高
新技术企业，万州经开区也给予企业专项扶持奖励。新
年伊始，企业就接到了超过 1000吨的市场订单，力争全
年产销量在去年5000吨的基础上增加到6000吨以上，产
值达到1.5亿元。

“接下来，我们要追加 3000万元投资，继续扩大产
能，争取市场订单，力争到2026年产量达到1万吨，产值
2.5亿元，成为三峡库区最大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公司董
事长田东山对实现未来目标信心满满。

当前，万州在支持现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积极打通
产业链条，引进培育生猪养殖屠宰及肉类深加工全产业链
企业，保障市场供给，推动肉制品加工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万州

培育壮大肉制品加工产业

巴南

培训新技能 拓宽就业路
去年培训农村转移劳动力1051人

近段时间，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里候鸟蹁跹，好一幅
灵动的生态画卷。近年来，开州区持续推进汉丰湖国家
湿地公园里鸟类生境工程建设，在岸边筑塘、环湖栽树、
湖中堆岛……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候鸟落户于此。 开州日报记者 崔家清 摄

开州

改善鸟类生境 筑牢候鸟家园

江津青花椒加工。（江津区委宣传部供图）

城乡融合 聚“椒”江津

江津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花椒集散地和交易中心
□ 华龙网记者 岳芷亦 见习记者 戴子妍

作为著名的“中国花椒之乡”，也是中国
唯一种植青花椒的“中国花椒之乡”，江津因
其天然富硒土壤和独特温光资源等地理条
件，所产青花椒麻香味浓，具有“成熟期早、色
泽青绿、芳香怡人、麻味适中、开口率高”等特
点而闻名世界。

1月18日，“城乡融合 聚‘椒’江津”——
江津区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暨江津国际花椒
产业城发展战略发布会在江津区先锋镇绣庄
村江津国际花椒产业城举行，来自五湖四海的

“花椒”行界专家、花椒商客、高校等各界人士齐
聚江津，以花椒产业发展、品牌建设、战略合作
等为题，共话共商谋发展，共建共创谱新篇。

小花椒种出大产业
“江津花椒”品牌价值达64亿元

每年5月，江津53万亩花椒正式进入采摘
期，在江津区各大花椒基地，只见漫山遍野的
花椒树郁郁葱葱，椒农挎着篮子、手持剪刀穿
梭在花椒基地里忙着采摘花椒，然后装筐放入
搬运车，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夏日丰收图景。

在江津乡村大地上，几乎家家户户都种
花椒，一棵小小花椒树，造福了一方老百姓。

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江津区是著名
的“中国花椒之乡”，也是中国唯一种植青花
椒的“中国花椒之乡”。由于地理气候等条件
优越，所产青花椒麻香味浓，以“成熟期早、色
泽青绿、芳香怡人、麻味适中、开口率高”等特
点而闻名世界。目前，江津区已成为全国花
椒综合管理技术、种植效益、单位产量最高的

“中国花椒之乡”。近年来，江津始终把花椒
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来抓，发展至今，花椒
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2023年，江津
区花椒产品出口额超1000万元，产品海外市
场供不应求，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
大等国对江津花椒的需求量不断增大。

数据显示，目前，江津区花椒种植面积占
全重庆市花椒种植面积的 40%，产量占 60%
以上，约占全国青花椒种植面积的 5%，产量
占 14%。4个重庆市农产品（花椒）出口示范
基地、建成3个区级花椒出口示范基地和7个

镇级花椒出口示范基地。江津花椒品牌价值
经中国品牌研究中心评估达到64.04亿元。

以花椒产业城为主体
打造全国花椒集散中心

随着江津花椒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到访商家逐年增多，现有市场场地限制、开放
管理、周边配套不完善等问题逐渐显现，影响
了客商对江津花椒的印象。

为推动产业聚集，提升江津花椒品牌形
象，满足广大椒农、客商及花椒从业者的交易
需求，2024年江津花椒交易季，江津区花椒
综合交易市场将正式迁入江津国际花椒产业
城产地交易市场。

据了解，江津区花椒综合交易市场位于
江津区先锋镇杨家店，是全国最大的青花椒
交易市场，每年的六月是九叶青花椒丰收的
季节，随着花椒陆续成熟，每天都会有椒农将
自家的花椒运到此处售卖，来自河南、陕西、
甘肃、云南、四川、云南、重庆的经销商都会云
集于此采购，日均成交量近千斤干椒，交易额
日破千万元。

“江津区花椒综合交易市场从1992年开
始，先后历经 4次搬迁。”据江津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成熟的产业基础、优越的区位条件，
特别是江津花椒产业形成的良好发展态势，
成为江津花椒“吸金”的法宝。

江津区现有的花椒综合交易市场位于先
锋镇杨家店，年交易额 20多亿元，占地仅 12
亩，环境较差且容量不足，每年集中经营时间
仅1个月左右，基础条件差，食宿、停车等相关
配套设施不完善，完全不适应花椒产业发展的
需求，为了解决市场容量不足、配套不齐的问
题，重庆江津国际花椒产业城项目应运而生。

该项目由全国知名商协会联袂打造，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泸永江融合发展
示范区的重要项目，也是全面推进千亿级消
费品工业示范区的重要项目，还是重庆市重
点发展项目、江津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占地
约300亩，规划建筑面积约23.5万平方米，总
投资约10亿元，集展示交易、冷链物流、贸易
加工、检验检疫、中央厨房、会务会展、配套服
务功能于一体，以“线下一座城、线上一朵云”

为核心理念构建全国花椒调味品及火锅食材
综合商贸平台、大数据电商平台、调味品集散
中心。一期建成的产地交易市场总面积约
6000平方米，有167个交易经营摊位、可停靠
小车532台、大车33台，市场功能区域设置合
理、配套设施齐全。

布局花椒全产业链
打造百亿级优势产业集群

江津花椒名气大，来往的客商逐步增多，
也带动了全国其他地区花椒产业的发展，但
是随着全国花椒的投产，花椒价格逐年波动，
江津花椒面临新挑战。

为了更好地立足全国花椒市场，江津花
椒产业围绕种植、加工、市场、品牌、科技等环
节，不断完善花椒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三体系”，推动产加销、科工贸“一体
化”，农文旅“三融合”，打造江津花椒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

2023年，江津区人民政府确定花椒为江
津区农业“一主两辅”优势特色产业体系的
主导产业，江津区委、区政府联合印发了《关于
推动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了花
椒产业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思路和措施，通

过大力稳定种植面积、稳步提高单位产量、着
力提升花椒品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等方式、
全面增加综合效益、切实促进椒农增收。

同时，江津区从花椒产业发展出发，强化
科技、品牌、市场三大支撑。实现全区花椒产
业实现品种专用化、种植绿色化、产品多元
化、市场专业化、管理数字化，建成立足西南、
辐射全国的花椒产业技术输出高地、花椒交
易流通高地，成为中国花椒产业第一强区。

除用作调味品，江津花椒还能应用在医
药、工业、保健等领域，现已开发了保鲜花椒、
微囊花椒粉、鲜花椒油、花椒籽油、花椒精、花
椒芳香精油、花椒麻精、花椒调味液、花椒香
水、花椒祛痘乳、花椒洗脚液等四大类型 20
多个品种的产品，极大提高了花椒附加值。

下一步，江津区将紧扣全区“一主两辅”
的主导产业，围绕“产业要发展、企业要增效、
农民要增收”的目标，推动花椒品种改良、产
品结构优化及副产物综合利用和花椒贸易流
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
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1月 16日，两江新区龙盛新城的赣
锋新型锂电池科技产业园，机器手臂正
在电池PACK生产线忙碌。

据悉，该项目固定投资超过50亿元，
将于今年逐步投产，达产后6年内年产值
约220亿元，有望成为国内最大的固态电
池生产基地，推动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高高的山上万头牛
——黔江牛产业走笔

在黔江区邻鄂镇高坪村肉牛养殖场，重庆牧岭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驾驶撒料车
给肉牛投料。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大型固态电池生产基地

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