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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下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渝西地区国
土空间规划，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论述、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重大
部署、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推动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紧密结合重庆实际，抓好贯
彻落实。深刻领会把握毫不放松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的重要要求，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充分调动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为基层
减负，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组织力
执行力。各级各部门要锚定经济社会发展年度目标，用足
用好国家增量政策，加强对接争取，强化改革创新，扎实抓
好第四季度工作，全力打造“西部领先、全国进位和重庆辨

识度”标志性成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园区开
发区改革攻坚成果，着力打造“亩均论英雄”改革升级版，持
续优化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推动园区开发区更好成为全
市高质量发展增长极。要突出重点做大做强园区开发区核
心产业，因地制宜精准布局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
业，打造产业集群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主要阵地。要抢
抓政策机遇强化招商引资统筹，层层放大比较优势、加快形
成后发优势，突出“一把手”招商、产业链招商，持续优化重
大项目全链条服务，推动园区开发区从拼资源向拼产业生
态、拼营商环境转变。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渝
西地区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打造支撑重庆未来高质
量发展的新空间、动力源和增长极。要深化做好“一体化”

“同城化”大文章，坚持“一盘棋”思维，推动渝西地区与中心
城区同城化发展，深化与四川毗邻地区协同发展，促进公共

服务、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协同配套，持续提升整体发展
质效，为成渝中部崛起提供有力支撑。要紧扣产业创新和
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夯实未来发展根基，提升枢纽港产业园
产业集群能级，加快集聚优化科技资源，推动产业集群化发
展、差异化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强大合力。要守牢国
土空间开发红线，强化“三区三线”刚性管控，提高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水平，突出长江、嘉陵江、涪江沿线等重点区域抓
好生态环境保护。要强化市级统筹，发挥市城市治理委员
会作用，健全规建治体制机制，全力抓好规划实施。渝西各
区要坚持“多规合一”，强化数字赋能，因地制宜推动高铁新
城、城市地标、商业街区、城市绿道、文旅设施等规划建设，
提升城市现代感、标志性和辨识度，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卢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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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

在重庆，很多人的一天是从一碗面开始。纪录片《舌尖
上的中国》，让重庆小面名动全国。

而重庆小面所用的鲜面条，大多产自云阳。
“20万云阳面工，创造出占全国70%以上鲜面市场份

额，年现金流超700亿元。”10月25日，在“扛起新使命 区
县谈落实”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云阳县委书记陈道彬说
得最多的是“面”，提及云阳面工，他的神情更是满满地尊重
和自豪。

20万面工 7万家面坊
10月23日上午10点，在云阳县高阳镇工业园区的一

家面条生产厂房里，几台设备正在有序地生产挂面。1个
高3米的透明熟化箱中，面粉里的胶原蛋白充分发酵，吸收
水分后，面筋网得以充分张开。

“这样制作的挂面，烹饪时吸水现象会减少，口感就会
更加筋道。”车间师傅老黄说，他从18岁开始到面坊打工，
现在已和面条打交道30多年了。

像老黄这样的云阳面工，如今已有20万人左右。他们
遍布于国内200多个城市。

据云阳县面业协会会长陈绍全介绍，早在汉晋时期，云

阳兴旺的盐业就引得北方盐商云集，云阳人也由此开始学
习制作售卖北方人喜好的面食制品。采用盐卤水和小麦面
制作的面食美味可口，一时风靡各地。面食制作技艺代代
相传，逐渐形成了云阳的面业文化。

改革开放初期，云阳人为了谋生活，走出了大山，也带
出了云阳制作面条的手艺。云阳面在各地站稳脚跟，开枝
散叶。

自20世纪80年代起，云阳人就背起行囊和传统面力
机走南闯北，以面条加工为生，拉开开面坊序幕。经过数十
年的努力，吃苦耐劳的云阳面工将生意越做越大，初步形成
了现在的“云阳面工”的劳务品牌。20余万云阳面工开办
的面坊达7万余家，每年创造产值上千亿元，他们遍布全国
各地，支撑起了全国70%的鲜面市场份额。

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
“勤劳的云阳人靠着吃苦耐劳创出了自己的品牌，我们

要想方设法把它呵护好，做大做强。”2003年，云阳县政府
专门创建了返乡园，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吸引在外创
业成功的面工回乡反哺。由此，云阳面从一份份小事业，逐
步走向一条条成熟的产业链。

2014年，该县政府牵线，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云阳面生
产、销售企业组织起来，成立面业协会，推动产业的设备更
新、技术换代、品牌推新，以高标准引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017年，云阳县开设面工特色职业培训，全面推行标
准化制作面条的课程，面工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与实操
培训后，会在从业知识、素质、实操能力等方面接受考核，
并按成绩评定为初、中、高三个专业层级。

2022年，“云阳鲜面”团体标准发布实施。该标准对
“云阳鲜面”的质量要求、工艺流程、生产环境、检验规则、标
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等都做了规定。

有了标准，有了规模，加上食品原料交易以及调料包等
配料加工，云阳面业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打造“云阳早面”IP
云阳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推动面业的发展？云阳县委书

记陈道彬表示，云阳人加工面条、做面食有历史、有传承，有
人勤春早、不辞辛劳的动人故事。云阳将以创建中国·云阳

“面食美食地标城市”为牵引，全力开展“面食带美食”行动。
做响“云阳面”“董老肆包面”等地标美食品牌，每年打造云阳
面食标准店100个以上，形成“云阳早面”百亿IP品牌。

在构建产业发展体系上，云阳将围绕“面食带美食”产
业需求链、价值链、产业链、传播链“四个一”顶层设计，系统
化编制云阳面食产业发展方案，通过做优面食原料基地、做
强“云阳小面”市级特色产业建设基地、办好中国（云阳）面
食文化节，推动“面食+农业”“面食+工业”“面食+商旅”融
合发展，实现全产业链千亿价值。

在销售网络体系的构建上，云阳依托全国7万余家面
坊、面店销售门店，加快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国内国
外齐头并进的销售网络，拓展云阳美食、农特产品销售
区，在淘宝等各大电商平台开设“云阳面食”店铺，加大产
品出口美国、欧洲等市场准入认证，加快出口备案基地建
设，提升云阳农产品质量和安全、促进国际贸易拓展、增
强市场竞争力。

在服务保障体系构建上，云阳将从组织、金融、人才等
层面着力，为面食产业发展当好“面食服务员”。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全国70%鲜面是20万云阳面工做的

据新华社电 25日5时许，一列装载汽车电子零配件
等货物的“东盟快班”缓缓驶出重庆团结村中心站，预计最
快2周后抵达波兰马拉舍维奇。

这是从重庆正式发出的首趟“东盟快班”，标志着西
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两大贸易通道在这里实现“无
缝衔接”。

这趟“东盟快班”15日自越南河内发车，抵达重庆重新编
组后发往欧洲。快班全程预计25天左右，比以往亚欧跨境运
输缩短5至10天。下一步，“东盟快班”将实现常态化开行。

此前，东盟与欧洲之间的货运往来以海运为主。近年
来，国际供应链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海运在效率、价格等方

面遇到挑战，铁路运输优势逐渐凸显。
“以前东盟货物以铁路形式运往欧洲，涉及两段运输、

两个运营平台，手续比较复杂，运输时间也更长。”美联物流
集团总裁何道国说。

“东盟快班”由重庆物流集团所属渝新欧（重庆）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和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共同运营，流程
更少、时效更快。渝新欧（重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太平说，“东盟快班”采取全程“一单制”，货物运输一次
委托、一次付费、一箱到底，享受两家公司的全程服务，并实
现快速通关。

2011年3月，我国第一列中欧班列“渝新欧”从重庆始

发，标志着中国向西直达欧洲的陆路国际贸易大通道全线贯
通。2017年9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前身——渝黔桂新“南
向通道”班列在重庆首发，标志着中国西部省区市与东盟国
家合作打造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正式开通。这两条贸易
通道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丁瑶说，“东盟快班”将西
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两大通道有效连接起来，充分发
挥了重庆联通“一带”和“一路”的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作用，
将进一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文化
交流，提升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重庆发出首列“东盟快班”

云阳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