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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企业生产忙 椒香飘海外

2月8日，蛇年新春首个正常上班的
周六。记者驱车前往全国知名的花椒产
地江津区先锋镇时，正好遇上江津丰源花
椒有限公司老总杨华忠，他热情地邀请记
者走进厂区参观。

分拣车间内，工人陈昌群等8名工人
正在工作台上将青花椒的细枝剪断，这些
经过精挑细选的保鲜花椒是一种优质的
调味佐料，能达到出口标准。杨华忠说，
企业的出口范围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
韩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是国
内唯一一家连续十多年将保鲜花椒、干花
椒等花椒系列产品销售出口的企业，打响
了江津先锋花椒的海外影响力。

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花椒生产企业，
车间内还有国内先进的全自动加工生产
线及检测设备，具备较强的深加工能力。
杨华忠说，像牛羊杂火锅料等系列产品，
在国内多个省市市场上“叫好又叫座”。
丰源花椒产品展厅内，陈列着保鲜花椒、
干花椒、花椒油、藤椒油、花椒芳香油、花
椒精油、花椒粉、花椒酱等系列产品，工作
人员吴玉林展示了部分用于出口的花椒，

“我们有主播，通过直播向海内外的顾客
推荐优质的花椒产品。”

在企业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出口花椒
因为附加值高，对花椒种植、管护等前端
环节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丰源花椒
拥有500亩智能标准化绿色出口花椒基
地，目前在花椒种植、加工、流通一体化的
供应链建设方面尝到了甜头，该企业通过
了美国“FDA”认证，体现公司产品从田
间地头到生产线上都拿到了“高分成绩”。

“江津很多地方的土壤都富含硒，所
以富硒花椒也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在前
往出口花椒种植基地鹤山坪保坪村的路
上，副镇长罗元国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

况，去年全镇的花椒产量达到8万多吨，
在全区各镇街中位居前列，目前先锋花椒
正全力转型升级优化品质。不久前，齐鲁
工业大学教授刘新利被聘任为该镇正屹
实业有限公司的科技副总，这是江津区自
2022年7月在全市率先创新实施“科技
副总”进企业以来，首次探索为村集体公
司聘请科技副总。刘新利认为，“通过前
期调研了解到，先锋镇花椒产业基础扎

实，花椒品质上乘，发展潜力巨大，是带动
百姓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作为全国花椒第一镇，先锋花椒种植
面积12万余亩，年产值10亿元，带动椒
农2万余户增收。罗元国说，先锋镇把为
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作为根
本目的，在乡村振兴中不断融入科技要
素，把高层次专家的科研成果、管理经验
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品和村集体公司的
收益，在乡村振兴中争当“先锋”。

花椒地里忙管护 播种新希望

“春节期间，我们把花椒树上的‘尖
儿’都掐掉了，提高花椒的产量。”见到记
者时，马晓利等几个村民拿着剪子，正小
心地将树上多余的枝条剪掉，“过一段时
间气温升高了，还要施一些肥。”肖国红合
作社是镇里的出口花椒基地，镇里组织的
农技人员经常前往指导帮助。

鹤山坪地势较高，空气清新，土壤墒
情好。今年57岁的肖国红在山上种花椒
25年，最初从30亩起步，现在种植面积扩
大到150亩。他认为，江津花椒是一个非
常成熟的产业，从生产、加工、储藏、销售
等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区里出台了花
椒高质量发展一系列扶持政策，这让他信
心更足了，“通过科技专家支持，我们肯定
能生产出更多的优质花椒，提高出口量。”

在保坪村，记者注意到，一些地里还
立着“江津花椒机械化示范基地”的牌子，
通过在采摘运输环节，采用电动剪子、山
地轨道车、无人机等设备，降低生产管理
成本，提升种植效益；“创新”正在成为椒
农们的共识。不少合作社负责人说，无论
是枝条调节更新、留枝采收、带果烘烤等
技术，都在创新中不断“尝鲜”，“作为先

锋，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睡大觉。”
“椒乡”人不仅创建出口基地开拓海

外市场，还在研发、精深加工产品上下功
夫，让小小的花椒从调味品向休闲食品、
护肤品、药品延伸，不断提升附加值。近
年来，先锋镇重点推动了一批发展潜力大
的项目加快落地，江津国际花椒产业城、
近贤数字牛肉产业园等项目的布局，将为
先锋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椒籽”变“骄子”还喂出优质蛋鸡

鲜为人知的是，市民天天吃的鸡蛋中
还有与花椒有关的元素，它就是含油量极
高的椒籽。在先锋镇重庆吉蛋多生态农
业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个个热乎的鸡
蛋正通过传送带被运送到包装检验车间，
自动打包，去年这里产蛋量达 1527.63
吨，每年能向江津及周边地区提供青年蛋
鸡28万羽，年产值1600万元。

马晓利是这里为数不多的工人，因为
公司养殖场配备有喂料系统、自动清粪系
统、自动集蛋系统、自动通风降温等系统，
通过引入智能化、自动化养殖设备和管理
系统，提高了养殖业的科技含量和劳动生
产率，“更多的事情交给机器做，我们的工
作主要是查看机器运行情况，同时做好环
境卫生管理。”

在自动投料塔前，记者了解到，饲料中
包含着椒籽和菌种，看来鸡也喜欢吃“麻”，
在企业的蛋产品中，益生菌蛋是特色之一，
此外，还有桑叶蛋和普通蛋。看来，围绕花
椒，先锋人正在做足产业延伸大文章，在希
望的田野上，找到乡村振兴的“金钥匙”，为
重庆火锅添香，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添彩。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伊文 陈军
摄影报道

普通高校资助范围及标准

■本专科生阶段
【国家奖学金】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

制本专科生，每生每年8000元。
【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资助品学兼

优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每
生每年5000元。

【国家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
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生，不含退役士
兵学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300
元，一等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4500元，二
等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3300元，三等国
家助学金每生每年2500元。全日制在校
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国家助
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300元。

■研究生阶段
【国家奖学金】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

制研究生，硕士生每生每年20000元，博
士生每生每年30000元。

【学业奖学金】奖励纳入全国研究生
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市财政按照硕
士研究生每生每年8000元、博士研究生
每生每年10000元的标准以及在校学生
数硕士研究生40%、博士研究生70%比
例给予支持。

【国家助学金】资助全日制研究生的
基本生活支出。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6000元，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13000元。

■服兵役学生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军

士、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高等学校学生实
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
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
费减免的标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
超过12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
过16000元。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
偿或减免。

■基层就业
对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到重庆市原

扶贫重点工作区县基层事业单位就业在
岗在编满三年的重庆籍或重庆市属高校

应届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6000元。

中等职业学校资助范围及标准

【国家奖学金】奖励在重庆市就读，学
习成绩、技能表现等方面特别优秀的中等
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每生每年6000
元。

【免学费】对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全
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
校生免除学费（含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其
他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国家助学金】资助重庆市中等职业学
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
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在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原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
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平均资助标准每
生每年2000元，具体标准由各区县结合实
际在1000~3000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
2~3档，其中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
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0元。

【免住宿费】对在重庆市中等职业学

校就读的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收住宿费，资助标
准：每生每年500元，资助年限为2.5年。

【免教科书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免
教科书费在脱贫过渡期内按原政策执行，
若有调整以调整后的标准执行。

普通高中资助范围及标准

【免学费】对在重庆市普通高中学校
就读的具有正式学籍的原建档立卡等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家庭经济
困难残疾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
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及
社会散居孤儿）免除学费。

【国家助学金】资助在重庆市普通高中
学校就读的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生中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
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具体标准由各区县
结合实际在1000~3000元范围内确定，可
以分为2~3档，其中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0元。

【免教科书费】普通高中学生免教科
书费在脱贫过渡期内按原政策执行，若有
调整以调整后的标准执行。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秦健

基层就业可获学费补偿 2025年重庆学生资助政策来了
新学期即将到来，不

同学段学生有哪些资助政
策？2月7日，市教委公布
了《重庆市学生资助资金
管理办法》，明确普通高
校、中职学校、普通高中的
资助范围及标准。

看重庆花椒
力全开麻麻

如何征服全球味蕾
有人说，重庆火锅的真谛，是因为一粒粒优质的花椒激

活了食客的味蕾；曾有人遍尝各地火锅，最终觉得在重庆吃
到的火锅麻辣味儿最地道，“更麻而且麻得很爽”是他们共
同的感受。如何让世界各地的火锅爱好者“吃嘛嘛香”？也
许，在“椒乡”的产地，藏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出口试验基地

工作人员展示出口花椒

员工给蛋鸡喂椒籽

员工仔细剪细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