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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涪陵榨菜集
团原料厂，一排排酵池整齐
排列，干练的师傅掀开密封
的沙土，将一颗颗青菜头从
盐水中打捞出来，送往各大
榨菜加工厂家。

涪陵榨菜有着“国民下
饭菜”的美誉，每年春季，工
人们将收获的新鲜青菜头
入池腌制，经过盐水反复浸
泡后成为半成品，再经切
分、拌料、脱盐脱水等工序，
最终制成榨菜成品。

在这个占地2000多平
方米的原料厂里，囤积着
6000多吨用于生产榨菜的
青菜头原料。鲜为人知的
是，这些青菜头除了产自涪
陵本地外，还有很大一部分
来自四川。

从最初的散户收购，到
通过大户带动发展订单农
业，这几年，涪陵榨菜集团
先后在四川资阳、西充、遂
宁、南充等地建立起50万
亩青菜头原料基地，发动近
20万户四川农户种植青菜
头，订单遍布川东、川南、川
东北等地。

围绕一颗小小的青菜
头，川渝两地间经历了从竞
争到携手共赢的转变。

通过建立
原料基地带动
四川农户种植
青菜头。

（受访者
供图）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从广洪高速眉山南收费站下道，沿着
岷东大道一路前行，汽车接连拐过两道
弯，便驶入坐落于眉山东坡区的“中国泡
菜城”。

一栋栋现代化厂房赫然映入眼帘，厂
区大门上，是“惠通食业”几个大字。这家以
做泡菜发家的川企，背后100%控股的企业，
却是远在400多公里外的涪陵榨菜集团。

涪陵被称为“世界榨菜之乡”，每年仅
涪陵榨菜集团的成品榨菜加工量就在 20
万吨左右，而全区榨菜加工企业共有40家。

“榨菜秋播春收，每年只有一季收成，
按照10斤青菜头出一斤榨菜的比例，涪陵
及周边区县的青菜头产量只能刚好满足
一年的原料需求。”涪陵榨菜集团原料厂
厂长杨小强说，一旦出现高温、干旱等极
端天气，青菜头减产，原料供应就跟不上。

早在七八年前，涪陵榨菜集团便决定
将青菜头原料供应向重庆市外延伸，他们
走访了四川、贵州境内多个地方，最终选
定了四川眉山。眉山是“泡菜之乡”，当地
农户自古就有种植青菜头腌制泡菜的传
统，岷江一带地势平坦，完备的农业基础
设施也为生产提供了保障。

彼时，经营每况愈下的惠通食业正在
进行资产和股权重组，涪陵榨菜集团便以
1.292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惠通食业 100%
股权，成为其全资母公司。

收购消息刚一传出，就在眉山一带炸

开了锅。有人从中看到了利好，认为川渝
携手能够进一步做大市场，但更多从事泡
菜加工的当地企业感受到了威胁，认为涪
陵榨菜是来跟他们抢原料。

这一年，涪陵榨菜集团开始在眉山一
带收购新鲜青菜头，当地泡菜企业却联合
起来，故意抬高价格，抵制涪陵榨菜进入。

“有好几次，我们都被其他经销商从
中‘截胡’，头一天刚谈好的种植户，第二
天就反悔了。”杨小强说。

面对同行竞争，涪陵榨菜集团只能不断
提高青菜头原料收购价，被迫卷入这场价格
战。当时，眉山一吨青菜头的收购价一度被
炒到了1300元，而头一年的价格才500元。

原料价格不断攀升，利润越来越薄，
杨小强所在的原料厂承受着巨大压力。
当年，涪陵榨菜集团只在四川收购了很少
一部分青菜头，新注资的惠通食业几度陷
入生产困难。

价格战下，眉山泡菜企业的日子也不
好过。许多企业承受不住高昂的原料成
本，纷纷跑来重庆收购青菜头。“当时有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把从四川收购的青
菜头拉回涪陵，沿途又不断看到挂着四川
牌照的反向来车，把一车车青菜头往四川
拉。”杨小强苦笑着说。

2016年初夏，随着当年青菜头采收结
束，这场涪陵榨菜与眉山泡菜间的原料价
格战，最终以两败俱伤的结果宣告结束。

“我们及时转变了策略，既然不能走
散户收购这条老路，那就发展订单农业。”
杨小强回忆，当时集团公司召开了多次会
议，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要在四川建立自
己的青菜头原料基地，由公司向种植户免
费提供青菜头种子，再以保底价回收，这
样农户不愁销路，公司也不愁原料。

然而，要在四川建立大规模的原料基
地，首先得解决青菜头运输难题。

因为青菜头采收期只有个把月，砍收
后要在三天内入池发酵，否则就会变老、
发干，加工的榨菜就大打折扣。

四川资阳成为“天选之地”，因为资阳
距离眉山仅 100多公里，青菜头砍收后当
天就能运送到惠通食业贮存、加工，且当
地有几家榨菜厂，拥有规模种植青菜头的
产业基础。

说干就干。2017年，杨小强开始在资
阳推广榨菜原材料订单生产的经营模式，
他和同事跋山涉水，走遍了当地十几个村
庄。尽管大家决心很大，但实际推动起来
困难重重。村民们担心青菜头大面积种
植后会导致公司压价，谁都不敢做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
老年人思想保守，杨小强便从年轻人

着手，想培养一批农村产业经纪人，在公
司与种植户间发挥桥梁作用。

资阳市雁江区中和镇的李成俊算是
第一批培养起来的经纪人之一。30岁出
头的他和老婆离婚后，浑浑噩噩过了好几
年，村里老一辈都叫他“耍娃”。但杨小强
与他接触几次后，觉得小伙子脑袋瓜子灵
活，只是没有找到方向，便有意动员他成
为产业经纪人，为涪陵榨菜集团发展一批
订单农户。

第一年，李成俊带着涪陵培育的青菜
头，挨家挨户上门推广，竟没有一个农户
愿意种植。“说白了，大家还是不信任，甚
至有人担心我是骗子。”李成俊说，这一
年，他只收了 1000多吨青菜头，大部分还
是本地老品种，成菜率低。

尽管如此，涪陵榨菜集团还是按照
800元/吨的市场价全部收购，李成俊也如
期将收购款打给了每一户村民，一分钱也
没拖欠。

渐渐地，李成俊的口碑越来越好，许
多村民都愿意跟他合作，一些大户还带头
种起了涪陵榨菜集团提供的新品种。和
老品种相比，新品种青菜头砍筋少、产量
高，市场收购价也更高些。村民们觉得有

“赚头”，纷纷扩大种植规模。短短几年时
间，中和镇与涪陵榨菜集团签订协议的青
菜头面积就达3万多亩。

复制这个模式，涪陵榨菜集团又在资
阳其他地方建起了好几个青菜头原料基
地，并逐渐发展到遂宁等周边地区，培养
了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
人，推动一个个青菜头原料基地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不少村庄还自发建立榨菜
股份合作社，当地农户以单季土地经营权
入股分红，再加上合作社盈利的二次分
红、产业务工等劳务收入，入股社员户均
增收6000元以上。

◀ 7 月 24
日，涪陵榨菜
集团，榨菜产
品正在装箱。

重庆日报
记者 李雨恒
摄

加工线前移
原料基地遍布川东、川南、川东北

一场价格战
打得两败俱伤

培养产业经纪人
在川原料基地“从无到有”

▶8 月 21 日，工
作人员在控制中心远
程监控榨菜智能化生
产车间生产情况。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这几年，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大背景下，涪陵榨菜集团进一步将榨菜加
工向前端延伸，鼓励位置较偏远的原料基
地建立酵池、初加工生产线，释放更大带动
效应。

初秋时节，南充市南部县太霞乡洪湖
村，广袤的田野一望无垠，村民们忙着翻地、
除草，为赶在白露前播种青菜头做准备。

洪湖村距离南部县城 120多公里，村
民收入以传统农业和外出务工为主，曾是
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如今，村里发展起榨
菜产业，村民们不仅种植青菜头，还从事榨
菜腌制、加工，摇身一变成为让人羡慕的

“榨菜村”。
洪湖村的改变，得从三年前说起。
那一年，洪湖村村民雷丰营专门来到

300多公里之外的涪陵榨菜集团，想学习
榨菜种植加工技术。

40出头的他因一次意外失去了左手，
以前一直在外创业，返乡后想干一番事业。
可看着漫山的荒土、荒田，他又犯了难，“没
有人力，没有基础，这样的条件能干啥？”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南充一些地
方在种植青菜头供应给涪陵榨菜集团，一
亩地能挣 1万多元，便也有了订单种植青
菜头的想法。

不过，他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洪湖村
地理位置偏僻，种植规模产量上来后，青菜
头很难及时送到涪陵腌制、加工，唯一的办
法是在村里修建窖池，将青菜头提前腌制
贮存起来。

在赴涪陵榨菜集团考察学习后，2021
年秋，雷丰营组建了洪湖村青菜头专业合
作社，种植了 50多亩青菜头，配套修建了
30口窖池。第二年初，春青菜头进入收砍
季，雷丰营组织 30多位周边农户帮忙，收
砍、装箩、上车……他单手开着小三轮驰骋
在生产便道上，将一车车青菜头运送到新
修的窖池中，再撒上盐腌制。

50多亩地共收获了 100多吨青菜头。
采收结束时，雷丰营特意宰杀了两头大肥
猪，准备了刨猪汤宴，招待忙碌了大半个月
的乡亲们。

然而，青菜头刚入池不到一周，窖池就
出现漏水，雷丰营急得几天没睡好觉：“我
的窖池是砖砌的，入池的青菜头太多，池壁
被压出了一条条裂痕，怎么也堵不住。”

无奈之下，他只能把窖池里的青菜头
全部挖出来，连夜组织车辆运送到涪陵榨

菜集团，这才挽回了部分损失。
2022年夏季，雷丰营顶着酷暑，又一次

前往涪陵拜师取经，解决池子漏水的难题。
涪陵榨菜集团为他重新设计了窖池规

格，保证窖池容量在青菜头产量的1.5倍以
上。在专家组的指导下，雷丰营还对窖池
的砖墙壁面进行了水泥浇筑，增加池子的
密封性。

雷丰营告诉记者，现在他一口窖池能
腌制 150吨青菜头，不仅不用担心青菜头
的贮存，腌制后的青菜头收购价还是新鲜
菜头的一倍多。

见到效益，村民的种植意愿被调动起
来，申请加入合作社的越来越多。不到两
年时间，洪湖村就有1000多户村民发展起
青菜头种植，全村年产青菜头超 3000吨。
随着规模的扩大，雷丰营继续打开思路，引
入榨菜初加工生产线，将青菜头加工成半
成品榨菜后再卖给涪陵榨菜集团，进一步
延长了产业链。去年，洪湖村榨菜产业产
值超过 500万元，为村集体带来 30万元的
收入。

据了解，涪陵榨菜集团这几年在四川
省带动发展的榨菜原料基地就有约 50万
亩，遍布川东、川南、川东北等地。“以前四
川省的青菜头种植面积很少，不到现在的
1/4，当地许多酱腌菜企业也面临原料紧缺
的难题。”杨小强说，涪陵榨菜集团进入后，
带去了好品种和技术，使四川青菜头的产
量和品质得到大幅提升，不少当地酱腌菜
企业也从中受益。

譬如，位于眉山的吉香居食品就炮制
涪陵榨菜的做法，采取“订单农业”模式，与
当地种植户签订青菜头收购协议，以销定
产保障泡菜加工的原料供应。短短几年时
间，企业市占率迅速飙升，短短几年时间，
企业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业内公布的
中国2024酱菜/腌菜十大品牌排行榜中，吉
香居跻身前三。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
走实，大家愈发意识到，涪陵榨菜集团和四
川泡菜企业之间，不是对手关系，而是合作
伙伴。”杨小强说，接下来，他们还将聚焦榨
菜全产业链条打造，在科技创新、人才交
流、上下游协同等方面与四川加大合作，协
助中国榨菜泡菜ZPC计划、“川渝共建中国
酱腌菜科技创新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等项
目建设，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示
范项目。

通过技术改进之后，实现了榨菜智能化加工。（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