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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壹刀

社会是一所非常锻炼人的学校，只
有敢于不断突破自己才能成才成器。巴
南区餐饮住宿业商会会长刘功雨经常用
这句话来激励自己和鼓舞他人。

在巴南，谈及刘功雨，人们第一
句话都会说“做餐饮业的大厨师”。
事实上，刘功雨不仅在餐饮界有名，
在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特色农业方面
同样有名。

一心一意学习烹饪技术

刘功雨出生在江津一个农民家庭，
排行第三，当地人叫他“黄三”。从小生
活在农村的他，每当看到劳作的父母就
想替他们做点事，以此减轻父母的劳累。

1995年，只有15岁的刘功雨毅然

决定外出打工。由于年纪小，建筑工地
都拒绝了他打工的要求。

“那时，我一心想到的就是打工挣
钱。”刘功雨回忆当时的想法时认为还是
要多读书才能适应社会。

从小喜欢炒菜的刘功雨转念一想，
不如学厨师掌握一门手艺。

在表哥的介绍下，刘功雨来到当时
巴南的一家酒楼——金川酒家当学徒。

“在当学徒的几年里，我深深地
体会到做任何事都不容易，都要认真
去学、去钻研。”刘功雨说，学徒期间
亲眼见到了餐饮业的快速增长，同时
也看到餐饮业对农副产品的巨大需
求。从那时起，刘功雨就暗自下定决
心，将来也要让农民种植养殖的产品
有好的销路。

经过8年在深圳、北京等地的烹饪学
习和实践，刘功雨功成名就。2008年参
加全国青年名厨烹饪大赛并荣获金奖。

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基地

2006年，刘功雨担任山东行政总厨
食品有限公司厨务顾问，他推出的辣鲜
露、青芥辣等招牌产品很受顾客欢迎，成

为打开全国市场的“撒手锏”。
2009年，刚刚三十而立的刘功雨事

业有成，月收入有2万多元。面对如此
高薪，刘功雨并没有满足，而是在思考如
何回到家乡，助力农业发展。

“当年学习烹饪技术的初衷就是
让农民也能吃上香喷喷的饭菜，为农
副产品找到销路。”刘功雨谈起回重庆
发展餐饮产业，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
确的。

回到重庆后，刘功雨先后在渝中、璧
山、巴南等地的多家酒店和酒楼任总厨，
把自己学到的厨技毫无保留地传给同
行，也带出了一大批弟子。

然而，只做厨师并不能直接解决农
副产品供给问题。经过认真思考和调
查，刘功雨决定发展蔬菜种植产业。

2013年10月，刘功雨在江津区珞
璜镇同福村建立了比盛农业蔬菜基地。
从此，迈入了发展特色农业、助力乡村发
展的新赛道。

架起助推乡村发展之桥

3月25日，巴南区餐饮住宿业商会
助力“农家乐提质升级活动”在巴南区圣

灯山镇举行。
已担任巴南区餐饮住宿业商会会长

的刘功雨带领多名会员，对圣灯山五洲
园片区10多家农家乐业主、厨师、大堂
经理进行业务培训。培训采取以理论教
学、互动教学、现场教学的方式，从工匠
技能、食品安全、专业服务、品牌营销四
大板块做了深入讲解和沟通交流，对当
地农家乐现阶段存在的难点、痛点提出
了解决的办法和思路。

类似这样的培训，近年来刘功雨举
办了20多场次，提高了农家乐管理服务
水平，塑造了乡村旅游品牌形象。

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近年来，刘功
雨积极参加巴南区统战系统组织的“同
心·新阶荟”系列活动，与巴南餐饮分站
经理人一道深入南彭镇、石龙镇等多个
镇村，围绕特色农业种植、水产养殖、农
副产品销售等开展服务指导。

而今，刘功雨不仅是一名厨师，还当
选为中国饭店协会西南地域菜专委会副
主席、重庆市餐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等
社会职务，现任民盟巴南区科技文化支
部小组召集人。他表示，作为一名新农
人，用技术服务“三农”是初心更是使命
和责任。

彭水：中草药特色产业
促农增收

刘功雨：用行动践行服务“三农”初心

本报讯（通讯员 杨银萍 谭丽
记者 何军林）近日，在潼南区人民政
府申报的“中国生态柠檬之都”生态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的评审会上，潼南区
通过了由全国生态食材评定中心组织
的专家组评定。

据了解，专家组实地考察了潼南
区柠檬种植基地和龙头企业，在评审
会上听取了潼南区相关领导对柠檬生
态产业、历史传承、经济结构、科技赋
能、品牌建设、文化传播以及柠檬产业
的中远期规划等方面的介绍。

潼南区是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是中国柠檬核心产区。近年来，
潼南区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造柠檬产
业的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积极推
动生态柠檬产业价值成果转换，将生
态资源合理高效变现，把柠檬产业的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依托这
一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柠檬产业，目
前全区柠檬种植面积达到 32万亩，
2023年产鲜果35万吨，产值20亿元，
年综合产值超60亿元，实现了从种苗
培育、标准化种植到精深加工、市场
营销的全产业链覆盖，带动10余万户
农户持续增收，把小柠檬做成了“大
产业”，拓宽了果农“致富路”。

为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巩固加
强科技研发，建成重庆市首个高标准
现代化柠檬种苗繁育中心。实施“潼

南柠檬”品牌培育行动，建设柠檬产业
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柠檬工程
技术中心、柠檬科技小院、单杨院士创
新团队潼南食品工作室等科研平台。

潼南区农业农村委主任胡广建表
示，将借助“中国生态柠檬之都”生态区
域公用品牌的评定对接各方资源，积极
推动潼南生态品牌的高质量发展。潼
南区政府产业发展规划已经明确力争
到2025年，潼南柠檬标准化种植技术
实现全覆盖，深加工能力达到40万吨，
柠檬综合产值超过120亿元。同时，潼
南区还将加快建设柠檬出口备案基地
和海外仓等基础设施，积极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潼南柠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近年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润溪乡依托当地良好的生态
环境，大力实施特色中草药振兴
工程，积极推进中药材全产业链
建设。当地通过引进中药材龙头
企业，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模式，大力发展特色中草药
布福娜种植。经过近 8 年的建
设，润溪乡已经建成1800亩的布
福娜中药材产业基地，带动周边
农民实现致富增收。

图为彭水县润溪乡布福娜中
药材产业基地。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潼南通过“中国生态柠檬之都”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评定

小柠檬做成“大产业”拓宽果农“致富路”

本报讯 日前，缙云狮峰论坛第
204期·嘉陵融创——2024碳中和技术
（生物质产业与纳米技术领域）创新创业
大赛决赛在西南大学（重庆）产业技术研
究院举办。

本次大赛由重庆大学人才创新创业
服务港、北碚区科协等单位联合主办。
经过初赛筛选，共有10个项目入围决
赛，涵盖生物质产业和纳米技术领域。
其中，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可漂浮
生物质纳米杀螺剂”项目尤为引人注
目。该项目针对被称为“水稻杀手”的福
寿螺问题，提出了绿色环保的解决方
案。主创人员介绍，传统杀螺农药易造
成漂移和残留，而新研发的杀螺剂采用
生物质纳米材料制备，有效成分稳定性
好，具有水陆两用杀螺效果。目前，该技
术已在川渝地区应用。

此外，决赛项目还包括降碳多功能石
墨烯混凝土项目、新型二氧化碳捕集处理
技术项目、生物基果蔬采后保鲜材料的开
发及应用项目和阻热“芯”材项目等。

此次大赛作为产研院成果对接和项
目展示的重要平台，旨在发掘并推广纳
米前沿技术与生物质产业领域有助于推
进碳中和行动的创新技术和具有潜力的
创业企业与团队。同时，遴选一批优质
项目入驻环西南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进
行孵化转化，推动优秀成果尽早落地。

（北碚区科协供稿）

北碚区举办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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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重庆渝中业成花园支行银行支行开户许可证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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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张越,母亲：王青)张佳念，2023年03月18日出生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证件编号:X500006750,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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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慧博合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务
专用章（编号5003827051714）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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