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火锅协会执行会长严龙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资料图片）

小小鹌鹑“育”出脱贫致富大产业，为

当地村民带来脱贫增收的希望。广西南宁横

县新福镇通过培植合作社，整合资源，贫困

村第一书记抱团开拓销路，7 个贫困村合力

发展鹌鹑养殖，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打造

“第一书记品牌”，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好路

子。

在新福镇独村的鹌鹑养殖大棚，工人们

来回穿梭捡拾新鲜鹌鹑蛋，并将蛋从养殖棚

运到库房，包装、发货，忙碌有序。

新福镇鹌鹑生态养殖基地位于独村村

委，占地面积 200 多亩。项目整合独村、北

联、瓦灶、潘村、白沙等 7 个村的村民合作

社，成立了广西新福福兴生态养殖合作社。

合作社整合各方资金资源，一期建成 4 个鹌

鹑养殖大棚、1 个生活大棚、1 个产品和物

资大棚。基地一期工程建成后，养殖 12 万

羽鹌鹑，日产鹌鹑鲜蛋约 1.2 吨，产品销往

南宁、广东等地，日销售收入达 1.3 万元。

“每个大棚养殖 3 万羽鹌鹑，由合作社成

员认领养殖，集中在同一地方养殖，改变了各

村单打独斗的格局，减少了场地、人工等成

本，有利于降低风险，提高效益。”独村第一书

记韦力翟介绍，基地采取“统一管理、统一养

殖，统一销售”的模式，政府为实施主体，合作

社具体对鹌鹑生态养殖基地的运作进行统一

管理。养殖公司负责种苗饲料供给、技术指

导、保障销售等。

该基地通过吸纳贫困户务工，培训养殖

技术，带动他们实现脱贫致富。“我到基地务

工后，收入增加了，家里还盖了新房，去年成

功脱贫。”来自潘村的脱贫户梁家金笑着说。

今年初受疫情影响，基地近 30 吨鹌鹑蛋滞

销。为解决销路问题，新福镇党委、政府牵头

组织 7 个贫困村第一书记抱团组成销售团

队，打响了新福镇“第一书记品牌”。

“当时，我们第一书记发挥后盾单位优

势，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售卖扶贫产品，鼓

励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消费扶贫。”韦力

翟说，经过努力开拓销售渠道，积压的鹌鹑蛋

销售一空。现在，这 7 个贫困村的第一书记仍

坚持在周边市场及线上线下进行销售，持续

拓宽销路，努力增加群众收入。

抱团发展不仅提高了扶贫产业抵抗风险

的能力，还提高了扶贫产业的效益。“以前各

村单打独斗，产业没有规模，加上运输成本

高，抗风险程度低。现在，我们几个贫困村抱

团发展、抱团销售，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也稳步增加。”新福镇潘村第

一书记农树柳说。

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基地以“第一书记

品牌”销售鹌鹑蛋 30.8 吨，增加村级集体经济

收入 5 万多元，有效减少了疫情造成的经济

损失，推动当地鹌鹑养殖持续发展壮大。

渊何任朗 陈寿欢 莫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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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川报观察消息，7 月上旬，火热的山城

重庆。四川省火锅协会旗下数十家火锅企业

组团，与重庆市沙坪坝区达成合作意向。双方

将各筹资 5000 万元，通过联合成立公司，来

统筹引领川渝两地火锅产业发展。

若把时间线拉长来看，这一定是川渝两

地火锅界的重磅事件。因为在此之前的近 20
年，川渝火锅江湖的主题还主要是———“掐

架”。

此次带队到重庆考察的四川省火锅协会

执行会长严龙，直言不讳，“重庆火锅和成都

火锅，是一对欢喜冤家。”

2002 年，孔亮鳝鱼火锅第一家店亮相成

都新鸿路。紧随其后，刘一手、德庄、秦妈、苏

大姐等为龙头的重庆火锅兵团大举进入成

都，2005 年，成都火锅店七成皆挂重庆旗号。

之前红极一时的成都本土火锅热盆景等，逐

渐淡出市场。

面对重庆火锅的长驱直入，成都火锅显

然不甘心，在学习和借鉴中追赶。2007 年，成

都火锅明显复苏。吸纳重庆火锅的技术、味道

之后，成都本土兴起的蜀九香、麻辣空间等火

锅店生意非常火爆，而老码头等老牌火锅也

人气不减。这让重庆火锅的老大地位岌岌可

危。

2017 年，重庆小天鹅火锅关闭成都多家

门店。孔亮、刘一手等重庆老火锅品牌，也黯

然淡出成都市场。

而与此同时，拥有互联网基因、擅长创新

的成都本土火锅开始以全新形象在网络上兴

起。小龙坎、大龙燚、蜀大侠等成都火锅品牌

风靡一时。

各领风骚数年，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背景下，川渝火锅江湖将走向何方？两地

能不能利用各自优势，共同将火锅产业做大

做强？7 月 27 日，记者采访了四川省火锅协会

执行会长严龙、大龙燚火锅董事长柳鸷。

记者院 您认为成都火锅和重庆火锅各有

哪些优势和不足？

柳鸷院重庆火锅以牛油为主，成都火锅以

清油为主，如果说重庆火锅是霸道厚重，那么

成都火锅就是清俊脱俗，这是两地火锅在早

期最明显的区分。随着社会生活工作压力的

增大，重口味的火锅越来越被以年轻人为主

燚的消费群体所接受，以大龙 、小龙坎、蜀大

侠等为代表的四川火锅品牌，也由此开始从

清油火锅逐渐向牛油火锅融合发展，市场争

夺也愈加激烈。

重庆火锅对食材本身特别挑剔，因此在

包括锁鲜等技术研发上面起步较早，而四川

火锅在品牌管理、市场营销、文化培植等领域

则更胜一筹。

严龙院 川渝两地火锅和餐饮都有各自的

特色，两地的火锅文化也大不相同，成都火锅

更温和大方，团体模式，共同发展；重庆火锅

更霸道独特，走个体发展。

记者院 重庆火锅与成都火锅有哪些合作

的空间？

严龙院近年来，随着交通越来越发达，在

商务交流和外出读书就业等因素的带动下，

火锅也逐渐走了出去，在市场细分领域之下，

加快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产业链，这让两地企

业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2019 中国餐饮大数据白皮书》显示，去

年全国餐饮收入达到 4.7 万亿，其中，各类火

锅消费达到 1.5 万亿，而麻辣火锅占到 1 万

亿，成为餐饮消费市场的绝对主力。

这样的消费数据意味着，川渝火锅的影

响力和市场号召力在加速攀升，而要撑起这

个拥有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川渝火锅界就

需要捅破这层“窗户纸”率先拥抱，通过整合

两地资源优势，集各方之大成，共同做大做强

火锅产业。

记者院推进合作，川渝火锅界有哪些具体

的动作？

严龙院 我们已经与重庆市沙坪坝区达成合

作意向，通过联合成立公司，来统筹引领川渝两

地火锅产业发展。初步设想是，川渝两地联手合

作打造一个世界火锅新的项目，各取所长，相互

促进发展，共同将火锅作为招牌走向世界。同

时，我们还计划通过在南充、遂宁等城市站点分

别举办火锅周、火锅节等，全面推动两地火锅产

业联手发展的进程。

柳鸷院 下一步我们将和广汉市政府联手

打造火锅产业园，着力发展复合调味料等火

锅后端产品，同时与重庆火锅产业链部分环

节开展合作，共同打造代表四川研发、生产、

品控、仓储物流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全

面壮大火锅产业。

除了火锅产业的“牵手”，川渝还有一些

企业和商协会正在加速融入经济圈，应势布

局，补链共生。

应势布局
新希望700亿元投向川渝

4 月，新希望集团与四川省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计划 3 年内在川总投资达 500 亿

元。

紧随其后的 5 月，新希望集团与重庆市

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 3 年内将在渝

新增投资 200亿元以上。

新希望集团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川渝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正是紧随中

央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部署。

从合作的领域看，新希望在川渝布局的

重点领域在现代农业、医疗健康、数字经济、

生态环保、文旅融合等方面一致。

以新希望在重庆铜梁投资建设的大型现

代化饲料厂为例，可以一窥其布局意图。新希

望方面表示，由于毗邻四川，该项目可以服务

新希望在四川安岳的养猪场，属于辐射川渝

供应的新建产能。

牵线搭桥
利用川渝优势发展产业集群

投资 3 亿元打造的状元堂中医药综合基

地落子彭州，投资 4.2 亿元在重庆市潼南区建

设星级酒店，投资 2000 余万元在重庆开设中

医馆……四川省重庆商会会长、四川星瑞健

康产业集团董事长吕状文正带动会员和在川

渝商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据统计，近三年来，渝商在川年平均投资

510 亿元，返乡投资总计达 380 亿元。

川渝企业如何利用产业链形成补链和共

生？今年一季度，阿坝铝厂、眉山市博眉启明

星铝业公司以及广元市启明星铝业公司保持

满负荷生产，铝产量实现同比增长。这份漂亮

的“成绩单”与重庆民营企业龙头之一———博

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密切相关。博赛矿业

在获得这 3 家川企年产 45 万吨的电解铝产

能后，不仅解决了原来一半以上的氧化铝销

售问题，还顺利打通铝业全产业链，顺利进入

终端市场。

“随着川渝合作持续升温，这样的案例举

不胜举。川渝同源同根，特别是在产业融合方

面，一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四川省重庆商

会秘书长高玄波说。

除了铝业，川渝两地还拥有大规模、高质

量的汽车整车厂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油

气盐化工、智能制造、食品饮料、生物医药等

产业群。

如何利用川渝两地优势发展产业集群？

高玄波说，四川省重庆商会将依托川渝两地

工业产业基础、资源禀赋优势，加强与川渝两

地政府、商会的的良性互动、实施战略合作，

与两地商会定期开展互动交流，并互推优质

会员企业，把相关技术资源整合起来，形成新

领域的深度合作，提升产业政策在两地的通

用性。

众筹一个亿 川渝火锅联手打造世界级品牌

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海洋发展和渔业

局立足滨州海洋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重点

对“水盐气电”为特色的海洋循环经济模式和

以“虾贝虫藻”为特色的渔业经济模式进行培

养。

全力“压榨”海洋价值
将资源科学“变现”

为培育“水盐气电”海洋循环经济模式，

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从水、盐、气、电四个方

向入手，促相关产业发展，打造现代海洋千亿

级产业集群。

重点发展海水淡化产业。以鲁北碧水源

10 万吨/日海水淡化项目为突破口，充分利用

沿海鲁北、大唐、魏桥等 6 座大型热电厂冷却

海水余热资源，进一步完善“养殖-冷却-淡
化-提溴-制盐”为主体的海水梯次综合利用

产业链，推动沿海工业园区布局建设海水淡

化工程，突破沿海企业发展用水难、制水贵的

瓶颈制约。

重点提升盐化工业。以鲁北集团、汇泰集

团等海洋盐化龙头企业为代表，充分利用沿

海 300 万吨海洋原盐资源，整合优势科技力

量，推进苦卤高值化利用，延长盐-碱-电-铝
及高端盐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推动盐化工

产业转型升级。

超前布局海洋油气化工业。依托京博、鲁

北、鑫岳等龙头企业，聚焦聚氨酯、高性能纤

维、纳米化工材料、无机功能材料等重点产品

领域，进一步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积极推

动渤中 19-6 特大凝析油气田油气资源落地，

超前谋划海洋油气化工产业布局，引领产业

发展；实施总投资 500 亿元的 8 个海洋化工

重大项目，建设环渤海绿色油气化工基地。

着力打造环渤海电能源供应基地。科学

开发滩涂太阳能、海洋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

通汇 30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为重点，加快推

进总投资 17 亿元的 3 个风电场开发项目、总

投资 27 亿元的 2 个渔光一体化项目，构建较

为稳定的海洋蓝色能源供应体系。

“五手”齐抓
挥动特色渔业经济重拳

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不断壮大“虾贝虫

藻”特色渔业经济模式，全力打造国家级优质

水产品基地。

以标准化养殖基地建设为抓手，强力塑

造滨州对虾“繁育推”一体化发展体系。全市

对虾放养面积 80 余万亩，年产量约 11 万吨，

约占全省 2/3，上半年完成新建工厂化养殖车

间 4.2 万 m2、改造标准化池塘 5 万亩、推广对

虾“135”、分级养殖等养殖新技术 12 万亩，繁

育优质对虾苗种 320 亿尾，种苗自主选育持

续领跑全省。

以海洋牧场建设为抓手，着力提升贝类

增养殖水平。在对近海 14 万亩滩涂贝类进行

封滩护养的基础上，连续 4 年开展海洋生态

牧场建设，累计完成 2 座海洋牧场多功能平

台、海洋牧场“四个一”建设，投放牡蛎礁 1 万

亩，吊养牡蛎 3 万亩，充分利用了近海海域上

中下立体空间，实现了近海养殖的历史性突

破，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以卤虫加工贸易为抓手，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经过近 40 年的探索发展，滨

州市的卤虫卵提纯、加工和贮存等技术水平

世界领先，目前全市虫卵年加工量 3000 吨、

产值约 12 亿元，约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0%；

其中以友发公司、汇泰集团、通源水产等公司

为主将卤虫卵加工贸易产业延伸到新疆、泰

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

成为渔业援疆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力量。

以渔业重大工程项目为抓手，培育海洋

渔业转型升级新动能。沾化区冯家镇入选

2020 年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获中央财政奖

补资金 1000 万元、北海经济开发区海洋渔业

生态产业园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3 亿

元；市、县联动申报储备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

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全国沿海渔港建设工程、

现代渔业园区等 6 类 22 个项目。

以落实“品牌之策”为抓手，打造滨州渔

业品牌新名片。推动渤海水产完成“脊岭岛”

盐田虾绿色食品、地理标志产品、国际 ASC 认

证，顺利进入日本市场，今年 4 月份通过俄罗

斯注册准入，成功挺进欧洲市场，这将“脊岭

岛”盐田虾品牌逐步推向高端，提升滨州对虾

的国际影响力；邀请中国渔业协会到滨州实

地考察滨州对虾养殖情况，推进“中国生态盐

田虾之乡”建设。“滨州文蛤”“滨州金蚝”顺利

通过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 渊滨日冤

7 月 29 日，“洛水山肴”洛阳旗舰店

正式开业运营，标志着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

在农产品营销、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方面迈出

了新的步伐。

“洛水山肴”顾名思义，山地所产，洛

水滋养，精挑细选，上桌成肴。“洛水山

肴”是区域公用品牌，由洛宁县与浙江大学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合作开创。该品牌以

洛宁的农业环境、农作条件、农人特色、农

产特征、农耕文化等方面的独特性为基础，

形成品牌主形象、辅助形象、衍生形象等体

系。

洛宁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农产品特色优

势明显，近年来，洛宁县顺应绿色发展全新

理念，依托土地、生态等资源优势，围绕建

设全省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的发展定位，大

力实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

战略，以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为抓手，增强了农产品市

场竞争力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洛水山肴”推出的特色农产品有 30
多种，包括水果类、杂粮类、肉蛋类、野生

山茶等。

洛宁县农投公司董事长刘新延表示，下

一步将通过培育、宣传、营销等策略，不断

扩大“洛水山肴”系列农产品的对外知名

度，把“洛水山肴”打造成为全国知名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真正实现“品牌带农、品

牌强农、品牌惠农”的目标。

渊黄红立 贺书云冤

当下，夜间经济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发

力点，提升夜间消费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

到滕王阁旅游区游览、赏 《滕王宴乐》 精彩

表演、乘观光游轮夜游赣江、在秋水广场观

看一场喷泉表演，精彩的夜游景点让人眼花

缭乱、心旷神怡。

精彩演出 点亮夜生活

到具有浓郁历史文化气息的滕王阁景区

游览，成为许多南昌市民夜游的首选。7 月

29 日晚，滕王阁景区内，不少市民站着观

看灯光秀和古装表演，人群中不时发出喝彩

声。“平时晚上我都会出来散散步，早就听

说这个演出很精彩，今天过来看看，确实没

让我失望，灯光很绚丽，很震撼！”市民陈

女士说道。

《滕王宴乐》夜游项目以滕王阁及“一

江两岸”夜秀灯光为底色，以滕王画蝶、王

勃诗序和临川四梦为文化背景，通过器乐、

舞蹈、戏曲、情景剧、楚调唐音等艺术形

式，倾心打造了一台实景化、沉浸式和体验

型的文化旅游力作， 为广大游客再现和营

造了“大唐不夜城”的盛世繁荣场景。

4 月 24 日起，滕王阁夜游项目恢复开

放，为响应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滕王阁旅

游区坚持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严格实行游

客量管控，目前，夜游游客日均入园量控制

在 300 至 400 人。

游船夜游 赏赣江美景

在碧波荡漾的赣江之滨，乘坐“滕王阁

号”游轮，从滕王阁神风亭码头出发途经南

昌大桥、朝阳大桥、八一大桥，沿途可将南

昌风景尽收眼底。赣江两岸灯火通明、流光

溢彩，各种颜色的彩灯和赣江两岸建筑物，

共同构成了一幅动态画卷。

这样的美景与南昌市“一江两岸”建筑

外立面景观亮化提升改造工程 （南延、北

延） 项目是分不开，该项目是江西南昌旅游

集团高品质、高标准、高质量、高要求打造

的一项民生工程，对提升南昌城市形象具有

重要意义。该项目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城市景

观照明项目上，实现了国内最大规模的声光

互动场景，国内首创多维度江上夜游体验。

据了解，“一江两岸”景观亮化总长

28 公里，北延区为八一大桥至英雄大桥两

岸；南延区为南昌大桥至生米大桥两岸。共

囊括 618 栋建筑，其中，100 米以上的高楼

203栋，200米以上的高楼 12 栋，参与声光

秀表演建筑 362 栋。

2019 年 4 月，南昌市出台了 《进一步

促进夜间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明确用

三年时间打造一座“不夜城”。依托赣江两

岸灯光秀、秋水广场音乐喷泉、 《滕王宴

乐》等特色打造“夜游赣江”品牌。在秋水

广场和绿地缤纷城区域，打造市级地标性夜

间消费街区，同时进一步完善赣江两岸的商

业配套服务，拓展夜间旅游内容，扩大夜间

旅游消费规模。

渊肖周冤

打造渔业品牌新名片
将“滨州特色”海洋和渔业发展进行到底

资源整合抱团发展 打造“第一书记品牌”鹌鹑养殖产业

横县新福镇鹌鹑生态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

在收集鹌鹑蛋。 黄汝德 摄

川渝两地火锅行业座谈会

顺应绿色发展全新理念
打造“洛水山肴”公用品牌

彰显南昌特色
演绎“夜游赣江”品牌

川渝合作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