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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是市民生活中的传统美食，
重庆火锅更是声名远扬。重庆市凯
鸿食品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专业
从事火锅行业的本土企业。

位于龙市镇龙腾大道的重庆市凯
鸿 食 品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凯 鸿 公
司）是一家集火锅产业开发、火锅原
材料配送、火锅文化研究为一体的多
元化现代民营企业。公司主要生产
和加工火锅底料、餐饮调味品、毛肚、
牛肉、蹄筋、黄喉、鸭（鹅）肠等专业食
材。多年来，公司已形成以“麻辣领
袖”“夜牛神”“川渝鸿天下”“小村牧
哥”“馋留香”为代表的特色品牌产
品。3 个大类 80 余个品种的产品畅销
全国 32 个省市，全国终端销售网点已
达 1000 余家。

“公司于 2015 年搬迁到龙市镇。”
凯鸿公司董事长李清木告诉记者，新
公司共分两期建设，总投资约 2.3 亿
元。目前，一期已建成达产，设有标
准化火锅底料、调味料、食材等系列
产品生产车间以及办公楼、标准化安
全质量检测中心及产品研发实验室，
拥有大型中央冷库、全自动生产流水
线和监控平台。二期工程在建，占地
20 亩，建设生产车间 1.4 万平方米，用
于加工牛肉制品和糯玉米；建设 1 万
立方米的冻库，用于糯玉米及其他农

产品存储等。二期工程建成后，预计
年 加 工 牛 肉 1800 吨 ，冷 藏 糯 玉 米
10000 余 吨 ，可 新 增 就 业 岗 位 300 余
个，带动农民种植糯玉米 1 万亩，农
户增收 8000 万元。

火锅可烫菜品众多。其中，毛肚
以“脆嫩化渣”的口感深受消费者欢
迎，成为最具特色、最受欢迎、销量可
观的火锅主打菜品。而凯鸿公司生
产加工的毛肚占据了全国毛肚市场

的“半壁江山”。
李清木介绍说，公司针对火锅餐

饮需求，定制化研发产品。因目标群
众定位清晰，客源明确，经过多年发
展，公司已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并不
断扩大着生产经营规模。

“虽然 疫 情 给 公 司 带 来 一 定 冲
击，但也给公司带来了新的机遇。”
李清木告诉记者，一方面，公司投入
资 金 对 设 备 进 行 智 能 化 改 造 ，引 入

超低温的液氮冷冻、自动包装机、自
动 输 送 线 等 设 备 ，提 高 产 品 质 量 和
生 产 效 率 。 另 一 方 面 ，公 司 发 展 方
向由餐饮配套转变为家庭餐桌化后
厨。在解决现代快节奏生活年轻人
不 会 下 厨 、没 时 间 下 厨 等 问 题 的 同
时，将更多的美味食品、菜肴端上市
民 的 餐 桌 ，让 大 家 在 家 里 做 菜 也 能
达到餐厅的标准，吃上更好、更美味
的菜肴。

让市民吃上更好更美味的菜肴
——重庆市凯鸿食品有限公司发展小记

○记者 李文静 文/图

工人在分装毛肚

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六中全会添动力
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企业发展增活力

曾经，这里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
栖树”的荒漠沙地；

如今，这里是有着百万亩人工林
海、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三代人，59年，河北省塞罕坝林场
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用青春与奋
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
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这一精神，是塞罕坝荒漠变绿洲的
核心密码，也将激励我们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牢记使命 创造奇迹

走进地处河北最北端与内蒙古交
界的塞罕坝机械林场，置身茫茫林海，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寸草难生的一片
荒漠。

塞罕坝，意为“美丽的高岭”，曾是
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重要组成
部分，后因开围垦荒、大肆砍树，逐步退
化成荒原沙地。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改变“风沙
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国家下决
心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
阻断风沙。

在荒凉了近半个世纪的塞罕坝植
树 造 林 谈 何 容 易 ？ 最 低 气 温 零 下
43.3℃，年平均温度零下 1.3℃，高寒高
海拔地区造林经验几乎为零……林场
第一批建设者赵振宇回忆说：“当时到
处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卷着沙粒雪粒
遮天盖日，打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听党召唤，不辱使命。尽管条件艰苦，却未挡住一群年轻人
勇于担当的步伐。1962年，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127名大中专
毕业生奔赴塞罕坝，与当地林场242名干部职工一起，组成一支平
均年龄不足24岁的创业队伍，开始了战天斗地的拓荒之路。

“那时，我们喝的是雪水、雨水、沟塘子里的水，吃的是黑莜面
窝头、土豆和咸菜。”当年跟5个女同学一起毅然奔赴坝上的陈彦
娴，如今已是满头银发，忆起当年的艰苦磨难却未曾有过后悔，

“每每看到自己亲手栽下的树苗长成大树，幸福感就难以言说。”
因缺乏在高寒地区造林的经验，1962年、1963年塞罕坝造林

成活率不到8%，一次又一次造林失败，动摇了人们的信心。
“山上能自然生长落叶松，我就不信机械造林不活！”时任林

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王尚海下了狠心，带领职工在距离林场办公区
不远的马蹄坑开展了一场“马蹄坑大会战”。连续多日吃住在山
上，艰苦付出终换来回报：这次“会战”共栽植落叶松516亩，成活
率达90%以上。王尚海激动地跪在山坡上，泪流满面。

忠于使命的精神贯穿王尚海的一生。1989年去世后，家人遵
从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塞罕坝。伴他长眠的落叶松林如今叫

“尚海纪念林”，成为百万亩林海的起源地。
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说：“为首都阻沙源、为京

津涵水源就是塞罕坝人的崇高理想，种树就是他们坚如磐石的
使命。”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感人事
迹作出重要指示，为塞罕坝精神作出定义：牢记使命、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

艰苦创业 接续奋斗

在党的召唤下，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年轻建设者们，不断
进行绿色接力，“塞罕坝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传。

在塞罕坝有句老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防火瞭望员刘军和王娟就是这样一对夫妻。住在林场深处

的“望海楼”，他们白天每15分钟要通报一次林区火情，重点时期
夜间每1小时通报一次。常年与寂寞为伍，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一待就是23年。

“选择林业，就是选择奉献。”1973 年到坝上的第二代创业
者邓宝珠说，两个儿子如今都在林场，从事林场护林员和施工
员工作。

1980 年出生的于士涛是保定人，2005 年大学毕业后，一头
扎进塞罕坝。当年，在北京工作的妻子拗不过他，放弃高薪，
跟他一起扎根这里。“我们将紧握前辈们的接力棒继续奋力前
行。”他说。

在塞罕坝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是能耐，
能够还祖宗账、留子孙粮才是本事！

新一代塞罕坝人没有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选择
奉献青春，接续奋斗。

多年不断拓荒造林，林场所辖范围内能种树的地块越来越
少，2017年以来，塞罕坝人将土壤贫瘠、岩石裸露、蒸发快速的石
质阳坡作为攻坚造林重点，向山高坡陡的“硬骨头”宣战。

这些地方土壤只有几厘米厚，相当于“在青石板上种树”。坡
陡、石硬、路不通，机械无法作业，就用骡子驮或人背。靠着塞罕
坝人的拼劲和韧劲，2017年以来，塞罕坝在石质山坡上攻坚造林
10.1万亩，造林成活率达到98%。

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陈智卿深有感触地说：“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如今，我们这任领导班子已
经是林场的第13任班子，守住、守好这片林子，让它绿得更有质
量，是我们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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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川城区第一次有了自来水的
那一天算起，至今已有 90 年的历史。
90 年来，合川自来水从最初的日供应
9000 挑、满足大约 500 户左右用户用
水，发展至今日均供水 11 万立方米、
满足 24 万余户居民用水，作为供水企
业的合川自来水公司，不仅自身发展
壮大、越做越强，而且还用自己清澈
的爱，为合川这座城市提供源源不断
的用水服务。90 年发展壮大，90 年饮
水思源，世世代代的合川人应永远记
住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倡导“服务社
会，便利人群，发展产业，富强国家”
的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
动家卢作孚！

“吃水莫忘供水人，饮水莫忘卢
作孚。”据《合川县志》《合川自来水公
司志》记载，1929 年 1 月，由卢作孚先
生发起创办的民生公司电灯部，开始
采用由电动机配置抽水机和输水管
道进行发电的锅炉用水。1930 年夏，
卢作孚先生从上海购买自来水设备
回合川，增设自来水厂，用民生公司
电灯部所发的电带动电动抽水机，从
嘉陵江抽水制作自来水，试行向当时
的合川县城居民供应自来水。经过
两年的试运行，水厂于 1932 年 2 月正
式向县城居民供应自来水，让合川开
启用上自来水的现代生活。1932 年 6
月 1 日，民生公司合川电灯部正式更
名 为 民 生 公 司 合 川 电 灯 自 来 水 厂 。

几经发展演变，1992 年，合川自来水
厂更名为合川自来水公司。

合川 自 来 水 公 司 党 总 支 书 记 、
执行董事、总经理张雁介绍说，1932
年 合 川 电 灯 自 来 水 厂 投 产 之 初 ，管
道 尚 未 铺 设 到 居 民 家 庭 ，而 是 在 城
内设立北门口、大南街、梓桥街、黑
龙池及民生公司电灯部 5 个水站，居
民 在 水 站 挑 水 需 先 购 买 水 牌 ，然 后

凭水牌在水站挑水。尽管费用比较
低，但不少居民为了节约，还是到江
边 去 挑 水 。 因 此 ，最 初 使 用 自 来 水
的 用 户 每 天 只 有 500 户 左 右 。 由 于
自 来 水 使 用 方 便 ，再 加 上 卢 作 孚 先
生 及 民 生 公 司 倡 导 新 的 生 活 方 式 ，
始终保持实惠的“平民价”，合川人
逐 步 接 受 使 用 自 来 水 ，自 来 水 管 道
陆 续 向 居 民 家 庭 和 部 分 单 位 铺 设 ，

自 来 水 用 户 也 越 来 越 多 。 如 今 ，合
川 城 区 已 达 到 24 万 余 户 自 来 水 用
户 ，同 时 还 修 建 了 合 川 第 二 自 来 水
厂、南城高位调节水池，目前正在建
设 合 川 城 区 饮 用 水 第 二 水 源 水 厂 ，
自来水也从最初抽江水到高位调节
水池简单处理后经 5 个水站集中供
水 ，发 展 到 今 天 通 过 专 业 设 施 设 备
深 度 制 水 和 总 长 600 余 公 里 管 道 向
用户终端供水，同时还必须满足 106
项水质检测指标。

“在重庆辖区内，合川是当时第
一个吃上自来水的县城，比重庆主城
吃上自来水还要早一个月。”张雁告
诉记者，重庆主城用上自来水是 1932
年 3 月，而合川用上自来水是 1932 年
2 月，由此可见卢作孚先生及当时的
民生公司非常注重现代科技实践应
用，注重改善服务民生，而且具有长
远的科学思想和发展眼光。作为后
继者，合川自来水公司将赓续“服务
社会，便利人群，发展产业，富强国
家”理念，秉承“让政府放心、市民满
意”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在继续做大
做优做强企业的同时，继续承担和诠
释国企社会责任，一如既往地满足广
大居民及企业的用水需求，为生活在
合 川 这 座 城 市 的 居 民 提 供 干 净 、环
保、清澈的自来水，继续服务好民生，
服务合川经济社会发展，为加快建设
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

吃水莫忘供水人
——合川自来水事业发展小记

○记者 周云 文/图

民生公司电灯部旧址，也是合川最初的自来水厂旧址。

编者按：卢作孚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民族实业家的标杆和楷模，是企业家的品牌、合川的名片。为继承弘扬卢作孚
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在卢作孚创办合川电灯自来水厂90周年之际，本报特推出“追寻作孚足迹·传承家国情怀”系列报道，以史实
为线索、以传承为主题、以精神为指引，聚焦卢作孚的民生情怀和家国情怀，梳理宣传卢作孚先生在合川创办实业的历程和贡献，传承和弘扬卢作孚精神，激励社
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企业家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