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合川清平镇杨柳坝重庆兴宝兴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车间里，38岁的李兴建
将一根细小狭长的吹管与融化的玻璃球相
连，小心翼翼地将玻璃球吹制成U型壶醒
酒器。一天劳作下来，李兴建能吹制约
380只这样的醒酒器。

与此同时，另一个车间里，智能化生产
线一刻不停地运转，每天能生产近4万只
玻璃制品。

在杨柳坝这条约5公里长的狭长山间
平坝里，传统与现代的玻璃生产工艺交织，
共同支撑起一个年产日用玻璃制品60余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近67亿元的中国日用
玻璃产业基地。

传承百余年
传统技艺面临失传

清末，清平镇当地手艺人就地取材，土
法制造，将原材料加以熔化后，手工吹制产
出瓦、坛、缸等玻璃日用品，距今已有百余
年历史。

今天，在清平镇120余家玻璃生产及
配套企业中，依然有不少企业保留着传统
的手工玻璃制作技艺。

“我们公司目前需要靠人工制作的主
要是各类型的醒酒器，有80余种产品，年
产值约2000万元，约占全部产值的10%。”
兴宝兴公司生产厂长蒋义介绍，在这些产
品中，只有李兴建吹制的那种U型壶醒酒
器没有任何模具，“全重庆应该也只有他能
吹制这种U型壶醒酒器。”

一根细小狭长的吹管、一颗烧化的玻
璃球、右手持短铁棒、左手持长铁棒，李兴
建均匀吹气，“产品的大小、形状全靠自己
掌握，还要做到每件产品的大小和形状要
基本一致。”

“找一名山西师傅学了半年，自己又吹
了一年，还是不行。”经过自己勤学苦练，李
兴建终于掌握了U型壶醒酒器的吹制技
艺，“现在也没人学了，眼看着就要失传

了。”
濒临失传的技艺，还有玻璃精雕刻

花工艺。
杨柳坝，重庆洋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车间里，49岁的王勇正就着昏黄的灯光，
在一台老式精雕机前精雕细琢着一个牡丹
孔雀花瓶，“厂子里20多个人，全都是做手
工精雕刻花的，大部分都过了50岁了。”

“猫眼动态有神，猫毛根根分明，鱼尾
灵动——清平有一件采用精雕工艺制作
的‘猫盘’，曾作为代表性玻璃工艺品被赠
予到访中国的外国领导人。”洋桥公司行政
总监文娟介绍，该公司目前生产精雕、刻花
等玻璃工艺品10余种，年产值近400万元，

“我们想把这项工艺传承下去，老祖宗的手
艺不能在我们这里丢了。”

让文娟欣慰的是，20岁的覃粤对这项
手艺极为着迷，正跟着厂里的老师傅学习，

“雕一个瓶子经常要半个多月，看着自己慢
慢磨出的东西，非常有成就感。”覃粤说。

转型升级
年产玻璃制品近20亿只

如今，以杨柳坝为中心，清平镇年产玻
璃制品近20亿只。产品涵盖中、高档玻璃
器皿，包括酒具、水具、餐具、工艺品、电器
玻璃等十大系列2500多个品种，畅销全国
并出口美国及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中高端玻璃酒瓶占全国市场份
额约15%；玻璃酒杯占全国同类产品市场
份额约20%；玻璃分酒器占全国同类产品
市场份额约45%；家用电器玻璃占全国同
类产品市场份额约40%；冷热水壶、茶壶占
全国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约60%……

2014年和2022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与中国日用玻璃协会两次联合授予清平镇

“中国日用玻璃产业基地”称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

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实施产业基
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

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合川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合川区将在原有玻璃产业规模的基
础上，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加快产品升级，
扩大生产规模，推进日用玻璃产业向多元
化、链条化、清洁化转型，有序推进玻璃企
业扩能发展，提速建设百亿级日用玻璃产
业集群。

在地处清平镇的合川玻璃产业项园扩
能项目基地里，重庆市合川区金星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的新厂房已于目前投用，3条
智能化生产线每天能生产玻璃制品30余
万只。

“智能化生产线的生产效率是传统手
工制作的近20倍，我们现在年产玻璃制品
能达到6万多吨，年产值可达到4.5亿元。”
金星公司综合部部长宾雪介绍，该公司为
当地500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平均月薪
超过4000元。

与金星公司毗邻，重庆远铃玻璃有限
公司乔迁至合川玻璃产业项园扩能项目基
地已两年，其在美的、苏泊尔、小熊、九阳等
一线家用电器品牌的玻璃制品市场占有率
超过70%。

“公司现在采用全机械化、智能化生产，
这样的大口径水壶每条生产线每天能生产
3万多只。”远铃公司行政部经理瞿唐波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该公司每个月约产生
3000吨生产废水，全部实现了回收利用，

“我们的窑炉也全部改造完成，有效减少了
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烟气粉尘
对环境的污染。”

清平镇人大主席李建忠介绍，清平镇
投资了2000余万元，新建或改扩建生化处
理池进行废水治理，与行业专家就大气治
理、窑炉节能等领域深度合作，对玻璃窑
炉除尘、脱硝工艺进行优化，完成炉外除
尘及氮氧化合物治理试点 16 家，确保从
达标排放到超低排放转变。

面临问题
总量不够大，缺少龙头企业
经过百余年传承与发展，如今的清

平镇玻璃产业蒸蒸日上。可不少从业者
还是从中看到了不足和问题。

“总量还不够大，也缺少龙头企业，
年产值突破两亿元的企业寥寥无几。”李
建忠介绍，虽然区、镇两级相关部门持续
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化解玻璃企业权证办理遗留问
题，降低生产要素成本等，受用地规模、
企业自身管理等局限，与其他产业集聚区
相比，玻璃产业产值规模不大、利润不高，
龙头效益还未凸显，亟待引进几家国际国
内玻璃巨头，引领行业快速发展。

在金星公司董事长、合川区玻璃行
业协会副会长庞光伟看来，清平镇玻璃
产业还存在设备工艺不够先进、行业发
展不平衡、整体水平不高等问题。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庞光伟建
议与国际国内知名的高校进行产学研合
作，在高校开设玻璃技艺专业并由企业
专业人员到高校进行交流，“我们自己正
在和西南大学、重庆移通学院等高校进
行产学研合作，培养专业的玻璃产业人
才。”

不仅如此，李建忠、庞光伟等一致认
为，应扩大玻璃产业生态圈，加强产业融
合。

“我们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应以此
为依托引进周边产业，比如红酒、鲜花、
家用电器等，进一步做强做大玻璃和相
关产业。”李建忠介绍，清平镇正在筹建
玻璃制造博物馆，全面展示玻璃制造技
艺发展历史，并将其打造为一个玻璃制
作技艺、玻璃产品的展示展销平台，进一
步擦亮“中国日用玻璃产业基地”这块招
牌。

（据《重庆日报》）

年产日用玻璃制品60余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近67亿元——

合川藏着一个中国日用玻璃产业基地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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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位于肖家镇新学村的重庆荣豪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肉牛养殖基地看到，占地约150亩的现代化养殖圈舍里养殖了
500多头肉牛。该公司采用了“养殖业——沼气——有机肥——
高效种植业——养殖业”的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图为工作人员正
在给肉牛投喂牧草。

记者 张敏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利 通
讯员 贺友平 夏姜）日前，
从重庆市公路事务中心传来
喜讯，经层层审查和择优评
选，区公路事务中心大石道
班 被 授 予“ 最 美 渝 路 人 团
队”称号。

据了解，“最美渝路人”评
选活动于2022年首次开展，由
重庆市公路事务中心发起，包
括“最美渝路人奖”和“最美渝
路人团队奖”，旨在挖掘全市
公路行业先进典型，通过发挥
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弘扬全市

公路行业职工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的精神，提升公路职工荣
誉感和自豪感，增强凝聚力，
激发公路队伍创新活力，展现
公路行业发展成果和新时代
公路人“牢记责任、使命担当”
风采。

大石道班隶属于区公路
事务中心大石公路所，现有正
式职工18人，市场化养护劳务
人员40人，主要负责太和、大
石、渭沱等镇街辖区内 130 余
公里国省县道的清扫保洁、应
急处突等养护工作。

大石道班喜获全市
“最美渝路人团队”称号

本报讯（记者 袁询）4 月
11 日，江苏省宿迁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长效办分管
负责人，各县（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文明办主任，市各功能
区分管负责人，组宣部（社会
事业局）负责人，宿豫区、宿城
区、宿迁经开区部分城市街道
分管负责人等50人，来合实地
参观、考察和交流。

当天，考察组一行人在区
委宣传部、区商务委、区城投
（集团）公司、区市场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陪同下，先后去到梨
园路、文峰街和希尔安农贸市
场等地。考察组边走边看，听
取市场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对
市场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
商铺经营、垃圾分类等方面情
况进行实地考察，详细了解了
市场的规划建设、营运管理模
式等方面的内容，并结合文明
城区验收农贸市场测评标准
逐一对照，进一步加深了对我
区农贸市场管理运行情况的
了解。

据悉，我区农贸市场整治
提升工作在全市市场体系建
设工作中走在前列，2019 年 8
月，成功创建重庆市公益性农
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示范区，
2020 年11 月成功创建重庆市
农产品供应链示范区。希尔
安、花滩农贸市场被评为重庆
市首批农贸市场食品安全规
范化建设市场。别凡溪、梨园
路等一批改造后的标准化市
场已接待川渝地区 40 多个区
县考察团前来考察学习，被新
华网、人民网等多家媒体及

《公民报》头版报道。
近年来，我区文明城区建

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针对
规划落实问题、建设管理历史
遗留、地段未移交、职权交叉、
管理内容界限模糊、责任“真
空地带”、城市管理权责不对
等问题，收集文明城区建设重
难点问题清单，协调相关单位
解决问题15个，开展文明城区
建设实地督查80余次，下发督
查通报23期，督促相关单位整
改落实，并组织拍摄“文明城
区巡礼”短视频，充分展现我
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成果；持
续深化“礼让斑马线·文明靠
右行”和“文明我点赞”志愿服
务活动，将620余名环卫工人、
辅警、社区网格员等纳入文明
劝导队伍，同时组织 100 余名
文明交通志愿者在早晚出行
高峰期在书院路、中什字、中
南路等城区 15 个重要交通路
口常态化开展文明劝导，劝导
随意横穿马路、斑马线上骑行
等不文明交通行为。文明城
区复审迎检期间，文明劝导员
专兼职人员近 2000 人。同时
还开展“幸福合川·邀您同拍”
随手拍活动，收到市民群众摄
影作品近千幅，评选优秀作品
60 个，在线上线下同步展示；
深化“吃得文明”践行“光盘行
动”，开展文明餐桌食品安全
示 范 街 示 范 单 位 等 创 建 工
作。经过多年发展，我区文明
点位建设工作成绩显著，重庆
电视台、《重庆日报》、华龙网、
上游新闻等市级媒体均对此
进行了详细报道。

江苏省宿迁市考察组
来合参观交流

“同德福”作为合川最早的桃片品
牌之一，创立至今已有 120 年历史。作
为第四代传人的民营企业家余晓华，如
今已经将祖业发扬光大，成为了合川桃
片行业的一块金字招牌。日前，记者采
访了重庆市合川区同德福桃片有限公
司负责人余晓华。

1898 年，合川人余洪春和内江人蒋
盛文在合川城区柏树街 49 号创办“同德
福”京果铺，生产蜜饯、糖果。2001 年，
余晓华继承祖业，恢复“同德福”桃片厂
（2011 年更名为重庆市合川区同德福桃
片有限公司），他不但做到了传承，还不
断创新。先后研发出香酥、豆香、无糖
型桃片风味。在生产实践中，他还不断
创新探索，成功研制出桃片润粉装置、

多层糕体液压墩糕装置、桃片卧式快速
擦粉机，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质
量也得到显著提升。

余晓华说，现在“同德福”已有 6 个
系列单品，可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和喜
好，企业发展良好，在消费者中间也颇
具口碑，不仅在淘宝、抖音上有多个网
店，加盟店更是有 50 余家。他希望能扩
大现有的经营规模，创办一家桃片博物
馆或桃片传习所，再现桃片制作工艺，
让广大市民参与其中，体验和了解桃片
文化。他表示，卢作孚精神凝结了勇于
创新、追求卓越的优秀品质，是民营企
业家学习的楷模，他一定会传承和发扬
好卢作孚精神，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展现新作为。

传承好卢作孚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
——访重庆市合川区同德福桃片有限公司负责人余晓华

○记者 袁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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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 作 孚 精 神 是 大 胆 创 新 、实 干
兴邦、勇于探索、追求卓越、奋斗不息
的精神，作为一名经营者，将以卢作
孚精神为指引，重视创新驱动发展，
在技术研发、工艺创新、人才培养、综
合 管 理 水 平 等 方 面 继 续 提 升 。”4 月
12 日，重庆梅香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 产 中 心 总 监 郑 传 波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时说。

重 庆 梅 香 园 实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作为聚慧食品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0 月，位于
合川工业园区核心区域。公司主要从
事复合调味品的生产和经营，旗下产
品主要涉及火锅底料等产品，覆盖餐
饮、商用、零售三大领域，服务餐饮门
店 10 万余家，是一家以客户为中心，
通过餐饮标准化技术研究和规模化生
产，依托数据化、智能化管理，为现代

连锁餐饮企业提供各种复合调味料产
品 以 及 解 决 方 案 。 产 品 销 往 多 个 省
市，分别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建立
产品应用中心，贴身为客户提供服务。

该公司自建立以来始终将卢作孚
精神贯穿到生产经营中，坚持产品创
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着眼于中国
味道，运用现代食品科学、生物技术，
率先在业内开发模块化生产系统，对
中国味道进行解构，并成立聚慧重庆
工业设计研究院和聚慧味来研究院，
积极推进产业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
化，夯实并提升研发技术竞争力。目
前已获得发明专利 11 项，软件著作权
2 个，版权 7 个，参与制定 9 个餐饮服
务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团
体标准，并主持制定 6 个企业标准及
国家授予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郑传波表示，作为复合调味品生
产企业，将继续以卢作孚先生精神为
指引，推陈出新，不断探索、超越，将
用更多精力研发、创造更加稳定的口
味、更加高效的生产模式，真正践行
让餐饮更简单的品牌理念。秉持“智

造”中国味道的使命，沉淀行业经验，
以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助力调

味品行业发展，为合川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以卢作孚精神为指引“智造”中国味道
——访重庆梅香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中心总监郑传波

○记者 甘晓伟 文/图

工作中的郑传波

本报讯（记者 张敏）4月 12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委宣传部、巴彦淖尔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
游委主办，巴彦淖尔市美术馆、
区美术馆、区文化馆承办的“天
赋河套”内蒙古巴彦淖尔美术作
品展在区美术馆开幕。

在当天的开幕式上，巴彦
淖尔市美术馆与区美术馆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以两
地美术馆合作为契机，全面加
强两地文化旅游交流。

本次美术作品展期截至

到 5 月 3 日结束，特邀老海等
多位优秀艺术家参加，共展出
美术作品 100 余幅，涵盖了中
国画、油画、水彩和版画等多
个画种，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巴
彦淖尔市美术工作者长期深
入生活、扎根基层，写生、创作
的艺术实践成果。其展出的
美术作品艺术语言鲜明、地域
特色明显、作品技艺精湛。反
映了巴彦淖尔市的风土人情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良成果。

区政府副区长袁晓钦参
加开幕式并观展。

“天赋河套”内蒙古巴彦淖尔
美术作品展在合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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