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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记者 李黎

立春时节，被誉为“世界榨菜之乡”的涪
陵迎来丰收季。

2月 10日清晨，涪陵区“四大家”领导与
数百名志愿者走进江北街道邓家村3组的田
间，与村民一同挥刀砍收青菜头。

不远处，在涪陵榨菜集团江北原料厂，一
辆辆满载青菜头的货车排起了几公里的长
龙。而这种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从立春开
始，一直要持续到雨水。

据统计，2024年全区青菜头种植面积达74
万亩，总产量突破190万吨，产业总产值跃升至
155亿元。一颗小小的青菜头，何以成就百亿
大产业？答案藏在涪陵人的坚守与创新中。

百年传承：
从“盐渍小菜”到“世界名片”

涪陵榨菜的起源可追溯至 1898年。彼
时，涪陵县城郊商人邱寿安将青菜头“风干脱
水”加盐腌制，经榨压除去卤水（盐水），拌上
香料，装入陶坛，密封存放，制成风味独特的
咸菜。这一传统技艺在长江与乌江交汇的湿
润气候中代代相传，逐渐形成“涪陵榨菜”的
独特品牌。

20世纪初，涪陵榨菜通过长江航运销往
上海、武汉等通商口岸，甚至远渡重洋进入东
南亚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涪陵榨
菜产业从家庭作坊转向集体化生产。1978
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涪陵榨菜迎来了

“新的春天”，产业进入规模化阶段。1980
年，“乌江”牌榨菜问世，通过标准化生产和品
牌化运营，迅速占领国内市场。

如今，涪陵榨菜与法国酸黄瓜、德国甜酸
甘蓝并称“世界三大名腌菜”，其传统制作技
艺于 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传统工艺的认可，更
成为产业升级的文化基石。

科技赋能：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农业”

涪陵榨菜的核心原料——青菜头，对气候和
土壤极为敏感。过去，低温、病害常导致减产。

为此，重庆市渝东南农业科学院历时十
余年，培育出 20个适应不同环境的优质品
种。其中，“渝早 100”将适宜种植温度上限
提升至 17℃，使海拔 800米以上的山区也能
规模化种植。

在涪陵区，“稻菜轮作”模式让土地全年
无休：5月水稻收割后，9月播种青菜头，次年
2月丰收，亩均收益超 5000元。此外，“菜叶
还田”技术将收割后的菜叶粉碎发酵为有机
肥，替代30%的化肥使用，土地有机质含量提
升15%，青菜头亩产量从2吨增至3吨。

数字化也是涪陵榨菜产业升级的重要方
向。涪陵区打造的“榨菜产业大脑”，将全区
40家榨菜企业全部接入，810户半成品加工
户、18172户菜农注册和使用大脑。

“‘榨菜产业大脑’涵盖了榨菜全产业链
‘种、加、销、监、管、服’的大闭环，实现了政府
侧、产业侧、社会侧、企业侧数据融会贯通。”
涪陵区榨菜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大脑”运行以来，在种子申报、病虫害防治、
极端天气应对、产业主体体征指标、三大安全
监管、产业服务等方面开展实战运用，取得了
较好效果。

智造升级：
从“传统车间”到“智慧工厂”

在涪陵榨菜集团智能化车间，清洗后的
榨菜半成品送入全自动生产线。经过切分、
脱盐、脱水、拌料等18道工艺，一颗颗菜头变
身为标准化包装的乌江榨菜。

涪陵榨菜集团副总经理贺云川介绍：“智能
化改造后，生产线人工减少60%，日产能从200
吨提升至600吨，不良品率下降至0.5%以下。”

涪陵榨菜集团还加大榨菜产品研发力度，
相继开发出脆口榨菜、下饭菜、轻盐榨菜、鲜脆
榨菜丝等榨菜新品，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青菜头去筋处理是榨菜生产加工前一个
重要环节。然而，受限于缺乏机械化设备、效
率低下等因素影响，去筋处理一直是行业发
展的痛点。

为更好提升生产效率，涪陵榨菜集团耗
时5年，历经五次迭代，成功研发出了全球首
台榨菜智能剥筋设备。

“该设备融合了智能称重、AI视觉识别、
大数据学习等技术，实现了榨菜智能筛选分
级。”贺云川表示，明年该设备在新工厂投用
后，将有效提升青菜头剥筋效率和剥筋合格
率，赋能榨菜产业升级。

全球布局：
从“地方味道”到“国际餐桌”

“好看不过素打扮，好吃不过咸菜饭。”如
今，涪陵榨菜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更远销美
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 80多个国家和地
区。2024年，涪陵榨菜出口量达 2.24万吨，
创汇2.14亿元。

近年来，涪陵区以打造榨菜国家外贸转
型升级基地、全球泡（榨）菜出口基地为抓手，
持续发力海外市场。目前，涪陵拥有榨菜生
产企业40家，其中出口榨菜企业14家。

为突破国际市场的技术壁垒，涪陵区推
动 5家榨菜出口企业通过美国FDA认证，并
建成全国首个榨菜智慧出口平台，实现报关、
退税“一键通”。

面对海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作为涪陵最
大的榨菜企业，涪陵榨菜集团不仅对产品口
味进行改良，还不断加大在海外的宣传力度。

“去年我们不仅与日本电视台合作，将品
牌植入综艺节目、嘉宾互动等环节，此前还登
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投放了巨幅的‘涪陵榨
菜’广告。”贺云川说，通过形式多样的营销模

式，涪陵榨菜让产品自己“开口说话”，展示了
古法技艺与现代食品加工的融合，迅速打开
海外市场，赢得消费者青睐。

乡村振兴：
从“订单农业”到“农旅融合”

如今，每到收获季，一辆辆满载青菜头的
货车从田间地头驶出，农户却丝毫都不担心
青菜头挣不到钱。而这得益于涪陵区创新建
立“一个保护价、两份保证金、一条利益链”榨
菜利益联结机制。

据了解，涪陵区实行“保护价+随行就市”
价格调节，推行“就高不就低”原则，引导农户与
合作社签订保护价收购协议，有效避免“菜贱
伤农”现象，农户向合作社、合作社向企业交纳
履约保证金，确保青菜头种植和收购的稳定。

“以前种菜看天吃饭，现在有技术指导、
保底收购，一年能挣近10万元！”江北街道邓
家村的种植大户周流贤感慨地说。

此外，涪陵区依托榨菜产业打造农旅融
合项目，打造现代农业科普教育基地、观光体
验示范园等特色项目，建成榨菜主题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位于涪陵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的
江北街道二渡村，种植青菜头 3000余亩，将
榨菜文化与田园风光相融合，发展“榨菜+乡
村旅游”“榨菜+科普研学”等业态，带动村集
体经济收入200万元以上。

从田间到餐桌，从传统工艺到智能制造，
涪陵榨菜的蜕变印证了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可
行路径。一颗小小的青菜头，不仅成就了百
亿产业，更成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在乌
江畔的沃土上，涪陵正以科技为笔、产业为
墨，续写“小特产撬动大经济”的新篇章。

2月11日，铜梁区，重庆市鹿享家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线，工作人员正在赶制
出口订单。

该企业主要从事智能门锁、智能电
表和智能水表等智能家居安防产品的研
发及生产销售，是首家落户铜梁的小米
生态链企业，也是首批腾讯AI加速器企
业。目前，企业三期规划稳步推进，建成
后年产能将达1500万台，成为全国最大
的智能门锁产业基地。该企业今年订单
量预计增长 60%，国外订单增长 200%，
年产值约10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去年 12月，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云阳县
“中国·云阳面食美食地标城市”称号。说起
云阳面，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截至目
前，有超过20万云阳人“挑”起了全国70%以
上的鲜面市场，实现年产值逾 700亿元。面
业也成为该县从业人数最多、产值最高、影响
力最大的支柱产业之一。

“这几天，我们正忙着给产品更换真空包
装，这样一来不仅包装效率更高，也会使保质
期相应延长，为接下来进军‘预制鲜面’新赛
道奠定基础。”2月 10日，过完春节假期复工
还没几天，云阳县连年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杨永红又开始忙碌起来。

杨永红是一个典型的云阳“面二代”，自
17岁跟随父亲学习做面以来，与面条打交道
已有 30个年头。2013年，杨永红成立公司，

从家庭作坊向企业规模化转型。如今，其位
于云阳县工业园区人和组团的厂区，每年产
出数十个品类的挂面上万吨，实现年产值
5000万元。

配粉、和面、熟发、压制、烘干、切断、包
装……杨永红一边介绍智能化生产线上的
各道工序，一边告诉记者厂里生产的挂面何
以兼具口感筋道、风味香醇的特点。从选料
配粉来看，这家企业分别从河北、山东、河南、
陕西等地选用优质小麦，再加以调配，使产品
达到理想的风味和口感。比如，河南面粉偏
柔，差一些筋道，他们就加入山东、河北的面
粉予以中和，从而保证面条的水准。再如，从
工艺流程上看，不同于一般挂面企业的 60℃
烘干工艺，他们选用了温度更低的 30℃烘干
工艺，既让挂面不过于干燥，也一定程度保留
了麦香味。“选用温度更高的烘干工艺只需要
两三个小时，我们的烘干工艺则需要五六个

小时，但味道会更好。”杨永红说。
在这家企业的展厅，记者看到，这里既有

传统的原味面和鸡蛋面，也有新研发的荷叶
面、西红柿面、羊肚菌面……数十种口味的挂
面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杨永红介绍，面
向不同地域、年龄、需求、喜好的消费群体开
发出更具针对性的产品，是企业多年来的成
功秘诀之一，“对目标客群定位够精准，开发
的产品才能适销对路。”

近年来，为提升产品竞争力，杨永红一方
面联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研发了魔芋面、全
麦面、葛根面、胡萝卜面等新品；一方面投入
上千万元更新迭代设备，让整个挂面制作流
程实现 95%机械化和自动化，在提高产量产
值的同时，还常年带动本地50余人就业。

2024年，云阳县提出“一把面牵起千亿
产业链”目标，让杨永红嗅到其中的机遇。他
透露，围绕“中国鲜面看云阳”目标，企业正投

入资金添置设备，准备进军“预制鲜面”赛道，
通过改进工艺、优化流程，研发低脂、高蛋白、
无麸质的健康面条和新型面条。这种面条虽
不及挂面保质期长，但能最大程度保留云阳
鲜面的风味，也打破了传统鲜面现制现卖的
地域限制。

迈入发展“快车道”的面业是云阳加快打
造绿色工业集聚区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云阳紧扣“223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着力实施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三品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三化发展。接下来，该县还将坚
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深入实施链群、
质量、科技三大赋能工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持续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企
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力争到2027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突破 1000亿元，制造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20%。

□ 万州时报记者 谭明涛

近日，记者走进万州区白羊镇重庆耀顺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只见车间内一片繁忙景
象。工人们正熟练地将一颗颗金黄饱满的柠
檬分拣、装盒，准备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各
地。车间外，物流车辆络绎不绝，满载着柠檬
的货车驶向远方，空气中弥漫着柠檬的清香。

“今天已经发了 1000多单，订单还在不
断增加。”该公司销售部工作人员一边整理订
单，一边向记者介绍。办公桌上，一叠叠订单
整齐排列，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地的
订单源源不断。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分
类、分装、称重、打包，忙得不可开交。

据了解，白羊镇是全国三大柠檬基地之一，
素有“重庆柠檬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当地政

府因地制宜，采取“集体公司+企业+农户”的模
式，大力发展柠檬产业，将其打造为全镇的特色
支柱产业。然而，随着柠檬产量的逐年增加，传
统的销售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如何更快、更好
地销售柠檬成为摆在果农面前的一道难题。

“以前柠檬成熟了，只能等着果商来收，
价格也不稳定，有时候卖不出去，只能眼睁睁
看着柠檬烂在地里。”果农杨克兵回忆起过去
的困境，感慨万千。如今，随着电商平台的兴
起，白羊镇的柠檬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销路
大开，果农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耀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公司每年销售的柠檬达300万公斤，其中

80%通过电商平台销售。高峰时期，一天的
发货量超过 8000单，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
远销东南亚等地。在拼多多平台上，公司的
柠檬销量稳居全国第一，“万州柠檬”已成为
广受欢迎的知名品牌。

“做农业不仅要种得好，更要卖得好。”该
负责人表示，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公司不断探
索新的销售模式，形成了“线上+线下”双结
合的销售体系，为柠檬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柠檬“触电”的成功，不仅让企业受益，也
让果农们尝到了甜头。杨克兵笑着说：“现在
有了电商，柠檬不愁卖，每到丰收季节，全家
人都忙得团团转，虽然辛苦，但看到手里的

‘真金白银’，心里特别踏实。”
据介绍，白羊镇柠檬产业的蓬勃发展，离

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近年来，白羊
镇政府专门成立了柠檬产业发展办公室，主
抓柠檬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引导农户
从“单家独户”走向“抱团发展”。通过搭乘网
络销售快车，白羊镇的小柠檬跃上“云端”，香
飘全国，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如今，白羊镇的柠檬不仅在国内市场占
据一席之地，还远销海外，成为当地乡村振兴
的一张亮丽名片。未来，随着电商平台的进
一步拓展，白羊镇的柠檬产业必将迎来更加
广阔的发展前景。

云阳：要以“一把面”牵起千亿产业链

万州：柠檬搭上电商快车 香飘全国助农增收

□ 渝中报记者 刘侃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公布2024年学前教育普及普
惠县（市、区）名单的通知》，通过县级自评、市级初核、省级
评估、国家认定的程序，认定301个县（市、区）为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县。其中，渝中区榜上有名，系全市唯一。

学前教育既是一个人终身学习的开端，又是孩子成
长路上最为关键的“引路人”。近年来，为破解普惠资源
供给不足、优质资源分布不均、民办园师资队伍专业化建
设等难题，渝中区坚持提质增效、改革求变、惠民有感导
向，构建“五高五化”工作体系，全力打造学前教育优质普
惠发展区域范例，成功创建全国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
障机制实验区，让更多孩子享有普惠学前教育，在“家门
口”就能好上园、上好园。

具体而言，渝中区充分发挥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区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两个创建”领导小组职能，确保
学前教育布局规划、经费投入、编制保障、人才引进、资源
配置“五个优先”；坚持党建引领聚合力，设立独立党支部
26个、联合党支部4个，无党员的幼儿园均配备2名党建
指导员，培育实施党建项目 30个，示范带动办园质量整
体提升；持续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力度，足额保障公办园生
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各项投入均保持全市前列。

在提高供给水平方面，渝中区近三年新建、改扩建公
办园9所，新增公办学位2890个，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全
市领先；通过迁建、扩建、转制等方式充实普惠学位，指导
18所小区配套园建成普惠园；引导16所民办园转为普惠
园，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提升至92.38%。同时，组建3个
教育集团、8个片区发展共同体，促进民办园办园质量持
续提高。

如何有效提升区域学前教育整体水平？“硬件”“软
件”两手抓是关键。渝中区通过场地租赁、共建共享、关
停分流等方式，“一园一策”改善办园条件，完善功能配
置；推进“一园一品”建设，打造形成创造教育、情智教育
等办园品牌；推进“名师名园长培养工程”，实施幼儿教师
规范化培训三年行动，建成市级名师工作室2个，区级及
以上名优骨干教师占比达11%。

下一步，渝中区将持续深化“名园+”“集团+”“共同
体+”发展，示范带动办园品质整体跃升，办好每一所“老
百姓家门口的幼儿园”；利用区域数字教育云平台，加快
建设幼儿户外活动监测、膳食营养健康等数字化场景，探
索数字化赋能科学保教的新应用；聚焦资源布局优化、办
园条件改善、保教质量提升等关键环节，积极开展先行先
试，打造形成更具影响力的学前教育发展区域范本，为学
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贡献更多“渝中经验”。

2月8日，记者在渝万高铁忠县段汝溪河双线特大桥
现场看到，桥梁桩基、承台、墩台施工全部完成，连续梁施
工进入尾声，桥梁建设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汝溪河双线特大桥位于忠县涂井乡沙河村、长溪村，
全长588.648米。上部结构简支梁采用梁场统一预制架
设，连续梁采用挂篮悬臂浇筑施工，计划工期730天。

春节假期刚过，中铁十八局渝万高铁站前2标项目
经理部周密组织、科学调度，全力推动汝溪河双线特大桥
工程建设。截至目前，桥梁设计的 149 根桩基、16 个承
台、16个墩台身已全部完成。连续梁65个节段256米，已
完成51个节段210.5米。 忠州日报记者 赵军 摄

从“盐渍小菜”到“世界名片”

小小青菜头何以成就百亿大产业？ 全市唯一

渝中区被教育部认定为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

渝万高铁忠县段汝溪河双线特大桥

施工进入冲刺阶段

铜梁

抢抓开门红 □ 垫江报记者 兰沫渃

“你看，修得多漂亮！这给我们又打造建了一个休闲
娱乐场所，真安逸！”近日，家住垫江县城中心广场附近的
老人张进明，说起楼下刚投用的长者乐园，很是开心。

沿着中心广场片区长者乐园漫步，映入眼帘的是独具
造型的长廊，顶部装饰着火红的花朵、灯笼等，十分漂亮。
设施设备也相当齐全，健身器材、石桌凳、休闲座椅、儿童娱
乐设备等一应俱全，可充分满足老人们户外休闲娱乐需求。

记者接连走访垫江县城多个长者乐园发现，每处都
热闹非凡，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市民们围坐一起，喝
茶、下棋、聊天、遛娃……充分享受惬意生活。

据了解，近年来，垫江县按照“人流密度集中、区域位
置便捷”的原则，围绕桂溪河纽带，在西门桥、中心广场、
桂紫园、牡丹湖、体育文化公园、牡丹城、月阳桥、铁索桥、
澄溪滨河路广场等人流聚集地，规划建设了长者乐园。

建设中，根据各点位特点，因地制宜设置户外休闲廊
厅、休闲座椅、健身器材、爱心助餐点等，给广大老年群体
提供优质的休闲环境，满足他们的社交娱乐需求。同时，
积极探索拓展功能圈，在中心广场等乐园活动区配套打
造儿童游乐空间，更好满足公共活动场地中“一老一小”
代际交融活动需求。

据了解，目前，全县已建成9个片区型“一廊九园”长
者乐园，共安装相关设施设备316套。下一步，垫江县将
持续探索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新模式，聚焦老年群
体多样需求，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服务质
量，为老年群体提供多层次、高品质、专业化的养老服务，
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垫江

9个片区型长者乐园
让老年群体老有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