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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榨菜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今年3月，涪陵乌江榨菜与地球的两张合影照火

出了圈——借助“瓢虫一号”卫星搭载的LED显示屏
和自拍杆，陪伴消费者 10年的榨菜经典包装出现在
万米高空，正式宣告“退役”，升级版的轻盐榨菜也以
一场太空“秀”正式亮相。

高调亮相背后，涪陵榨菜行业也面临难言的隐
忧。以龙头企业涪陵榨菜集团为例，2021年，实现营
收25.19亿元，同比增长10.82%，净利润6.94亿元，同
比下降8.49%。

更令人揪心的是，这一升一降数字背后，是涪陵
榨菜数次对其主力产品直接间接提价：仅2021年，价
格提升13.4%，销量同比降低0.6%。

榨菜作为开胃小菜，几乎成为人们下饭必备产
品。不管是远在太空，还是跨越重洋，榨菜承载了太
多华人共同的乡愁。但随着疫情反复，今年的消费
大环境依然谈不上乐观。

百年来，陨落的老字号老品牌不胜枚举，真正能
穿过百年烟云的少之又少，为何？面对健康消费新
趋势，老品牌如何负重跑出暗巷、迎来黎明？

涪陵榨菜其物虽小，产加销却贯穿整个农业产
业链条。作为地方特色产业、特色品牌，观察涪陵榨
菜的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历程颇具现实意义。

从“青疙瘩”到“金疙瘩”

涪陵榨菜是伴随着问题出生的。
重庆涪陵区以低山浅丘地形为主，属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青菜头在 9月播种，10月移栽，在涪陵地区最冷

的4℃~5℃和大雾环境下生长，形成了青菜头致密的
组织结构，口感脆嫩。

1898 年，当地青菜头大丰收，家家户户“菜满为
患”。吃不完、卖不掉，货值低、难运输，如何处理这
些青菜头，成了当时很迫切的问题。

经营腌菜业务的师傅们尝试使用腌制“大头菜”
的方法将青菜头制成腌菜，第一坛涪陵榨菜由此诞
生。次年，以“涪陵榨菜”广告于市，不到半月即销售
一空。

自此，诞生于青菜头之上的涪陵榨菜走入了人
们的视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全国青菜头种
植、榨菜加工培训班先后两次在涪陵举办，榨菜制作
工艺逐渐传到大江南北，如今涪陵一半以上的人都
在从事榨菜产业。

中国有久远的腌榨传统，想从竞争激烈的腌榨
行业脱颖而出并不容易。事实上，20世纪末，涪陵榨
菜一度几近失守百年传承，多家老厂举步维艰。

比如，成立于 1988 年的国营涪陵榨菜集团，始
终采用涪陵祖祖辈辈老工艺人的技艺，利用原始的
风脱水加工工艺及三腌三榨做地道榨菜。但到
1999 年底，涪陵榨菜集团负债 1.75 亿元，陷入资不
抵债的困局。

生产方式落后，加工方法简单，冗工冗员严重，
涪陵榨菜集团的问题，也是整个涪陵榨菜行业所面
对的难题。

不少员工没了心气，认为榨菜是一个老掉牙的
行业，应该把钱投入到互联网或者手机等新兴科技
行业中。

“公司有谁懂这些新兴的科技行业？”涪陵榨菜集
团董事长周斌全表示，公司管理层决定全力专注于榨
菜行业，“我们只会做榨菜，那我们就好好做榨菜。”

下决心容易，要转化为上下齐心干的行动，至少
还要迈过两道坎。

一道是技术坎。过去涪陵榨菜生产多是手工式
作坊、生产方式落后，20 多个工厂养了 4000 多名工
人，年产量却不到两万吨。让习惯于传统老工艺生
产经营的员工主动为之，难。

另一道是营销坎。与当时国内诸多农产品加工
行业一样，涪陵榨菜同样存在重生产轻销售、“酒好
也怕巷子深”的问题。当时大家都只知道涪陵榨菜，
却不知道该去哪儿买、该选哪一家，滥竽充数的产品
也不在少数。

一颗青菜头的革故鼎新，看似不复杂，实则要妥
善解决好产能平稳过渡、农民增收势头不减、公司发
展不断壮大等诸多问题。怎么办？该从哪里入手？
企业该如何顺应形势转型发展？

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常年和青菜头、腌菜缸打
交道的各大企业，开始组织技术骨干分期分批到国
内外考察，回来后，这些人的观念大为转变。

这之后，涪陵榨菜迅速与德国一家公司合作，探
索建设了第一条生产线，这让生产效率迅速提升，单
独一家工厂的产能就达1万吨。2001年，涪陵榨菜厂
扭亏为盈，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

2004 年，涪陵榨菜拿下新闻联播黄金时段的广
告，并力邀当红明星为产品代言。彼时，涪陵榨菜集
团营业额还不高，这让其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幸运的是，广告播出后效果非常好，涪陵乌江榨
菜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销量也节节攀升。“这笔
钱，花得值！”背负压力的周斌全终于如释重负。

如今，涪陵乌江榨菜已家喻户晓，还带动了整个
涪陵榨菜行业销量快速增长，使涪陵榨菜成为行业
当之无愧的领头羊。相关数据显示，涪陵榨菜占据
全国榨菜行业市场份额超40%。

菜农合作社企业三方共赢

榨菜风味之优，关键在于原料青菜头以及制作
工艺，两者缺一不可。

工艺还好说，能延续百年的企业都自有一套看
家本事，原材料供应则是各大榨菜企业的生命线。
事实上，几乎没有哪个加工行业如榨菜一样，对原材
料的诉求旺盛又严苛。

先来看一组数据：涪陵蔬菜播种面积约 118 万
亩，其中60%~62%为青菜头，占据了全国青菜头种植
面积的近半数，可以说涪陵是国内规模最大、最集中
的青菜头产区，是一座青菜头堆起来的城市。

据涪陵区榨菜产业发展中心统计，目前涪陵全
区共有41家榨菜生产企业，年成品榨菜产销50万吨
以上。按照一包 80 克计算，相当于每年有超过 62.5
亿包榨菜走出涪陵、销往世界各地。

有研究机构发现，酱腌菜行业特别注重对于上
游原材料的控制，先发型企业完成布局后形成了原
料采购的高壁垒。因此，先发型企业占据我国酱腌
菜行业主导地位。

可以说，对菜农的保护就是对企业的保护，更是
对整个产业链的保护。菜农好了企业才能好，菜农
和企业利益若出现背离，明显不利于涪陵榨菜产业
的发展。

庞大的原材料需求，将涪陵榨菜和农户紧紧捆
绑在一起。菜农和榨菜企业，犹如水和舟，成了涪陵
区必须要处理好的一道题目。

为了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涪陵区想出了一个“秘
诀”：推动“龙头企业+榨菜股份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订单模式，建立“一个保护价、两份保证金、一条利
益链”机制。

这颗“定心丸”来之不易。以往种植青菜头的农
户往往把握不准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青菜头卖早
了，后面价格起来，会损失一笔收入。因此有些农户
会囤积青菜头，但是青菜头“捂过头”的话，不但品质
会降低，价格也没有保障。这种状态令榨菜生产企
业和农户都“很受伤”。

简单说，就是农户加入了村里组建的榨菜股份
合作社，菜农按每吨 30 元向合作社缴纳履约保证
金。雨水前收的青菜头，合作社以每吨800元的保护
价收购。同时，合作社与榨菜集团也签订协议，按每
吨 30元向公司缴纳履约保证金，为企业提供榨菜生
产原料粗加工，企业收购价不低于1815元/吨。

菜农有钱赚，安心种植青菜头，企业保底价收
购，踏实搞好营销，合作社当好中间人，三方坐上
一条船。涪陵区榨菜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伟介
绍，仅在 2019 年，涪陵区新组建榨菜股份专业合作
社 197 个。

30吨3.9万元，这是况敬芬一家去年种植青菜头
的纯收益。与往年相比，涪陵区邓家村8组村民况敬
芬种植青菜头的心更稳了。依靠青菜头种植，涪陵
区有成千上万个况敬芬实现了稳定脱贫。

历经百余年的发展，青菜头种植已经遍布涪陵
23个乡、镇、街道，种植面积达 72.9万亩，产量 160万
吨。按照 800 元/吨的最低保护价来算，青菜头种植
能够为当地60余万菜农带来近13亿元的收入。

企业的付出也收到了回报。
“不欠钱，有保障”，良好的信誉让合作社更愿意

选择与涪陵榨菜集团、辣妹子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合
作，企业源头供应从量上得到了保证。

主产区涪陵的青菜头种植面积基本饱和，为了
避免陷入与其他产区的“价格战”，合作社主动将目
标放在质量提升上。

邓家村一共有 4500 亩耕地，适合种植青菜头的
3000亩，一亩不落，全都种上了青菜头。村里的群胜
农榨菜股份合作社负责人吴玉胜前两年试着去周边
其他产区种了 200亩青菜头，却被青菜头的质量“劝
退”了。

“大公司更看重青菜头的质量，我去的那些地方
早晚温差大，日照强，青菜头容易空心。”留给吴玉胜
的路只有一条——把单产和品质搞上去。

2021年，1600元/吨左右的青菜头价格让菜农喜
笑颜开，却给加工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为行业利
润率的下滑埋下了伏笔。

敲开“走红”市场的大门

“好多人问我，你在太空最想吃什么？我说，我
在上面最想吃榨菜。”

有这种想法的不仅是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航天
城的一项调查问卷中，“榨菜”被航天员们投上了“最
受欢迎的菜”榜首。

一位消费者的无意感慨或许能做出一部分解
释：“我吃了这么多年的涪陵榨菜，味道还是一样香，
一样脆嫩。”

回过头看，对包括涪陵榨菜在内的地方特色酱
腌菜而言，走向全国并不容易，成为“国民下饭菜”更
是难上加难。

从地域来看，各地消费者口味偏好差异很大，整
个酱腌菜行业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具有较强的
排他性。

从行业来看，既要面对四川泡菜、东北酸菜等同
类产品的正面竞争，还要应付老干妈、香菇酱等层出
不穷新产品的围追堵截，涪陵榨菜前行的路并不好
走。

更可怕的是，消费者的餐桌空间是有限的，方寸
之间很难容下多个品类共存共生，这是一场残酷的
零和游戏。

面对庞大的消费市场，传统榨菜产业要做大，就
必须勇于改变。从尝鲜到常销，让产品口味普适化、
消费人群宽泛化、消费时机日常化，这是产品由“小”
带“大”的关键。

为人津津乐道的榨菜传统工艺，既是涪陵榨菜
的标签，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难言其用的包袱。

“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听起来虽然够有味道，但面对
市场时则将低效率的弊病暴露无遗。

智能化转型升级，成为涪陵榨菜企业的必由之
路。现如今，95%以上的榨菜加工生产实现自动化，
对比起传统的榨菜制作工艺，大大降低了时间和人
力成本，为榨菜行业向着高质量方向发展赢得了更
广阔的空间。

机器是冰冷的，而榨菜是有温度的，这温度就来
自于人。辣妹子集团总经理万绍碧表示，尽管很多
工序由传统的人工操作变为机械作业，但标准化的
生产线与精准化的用料控制，确保涪陵榨菜百年传
承的“鲜香脆嫩”品质毫不走味。

地方特产行销全国，必须改掉原生态中一切不
适宜快捷消费的地方，丢掉沉重的榨菜坛子成为必
然。长期来，青菜头保鲜时间短、生鲜运输损耗和
成本都比较高，加工企业更倾向于向产地聚集，原
料方面的天然优势使得涪陵榨菜产业的“雪球”越
滚越大。

从坛装到袋装，变化的不止是包装，更多的是如
何面对消费者的心态。醒目的标识，低廉的价格和
开袋即食的便捷，使得餐桌上的榨菜变成了多场景、
多频次的消费选择。一次“变身”，敲开了涪陵榨菜

“走红”市场的大门。
对于食品而言，好吃是最重要的前提因素，但

风行各地的特产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仅仅是川
渝地区的“高度数”麻辣，很多消费者恐怕就很难
接受。

“区域特色与榨菜复合化的有机融合，将推动
产品在原有品种和风味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创
新，开拓新品，以适应和引导消费者新的口味需
求。”福来咨询董事长娄向鹏表示，特产口味普适化
也开创了很多细分品类，产生了一些产品领域的领
头羊企业。

从特产榨菜到原味榨菜，放弃墨守成规后，涪陵
榨菜找到了行销全国的产业入口。小小的榨菜，在
改变中成长为百亿元的大产业，也孕育出榨菜行业
唯一的一家上市公司。

有学者根据涪陵榨菜在全国各地区销售份额变
化能够分析出这几年人口的流动趋势，小榨菜也一
度成为具有经济学意义的风向标，为这个看似不起
眼的舌尖美味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也从侧面体现
涪陵榨菜与国民生活融入之深。

但是，起点高并不意味着发展之路就会一帆风
顺。近年来，关于涪陵榨菜的争论也不间断出现，
而且，随着人们越来越推崇低盐低糖的健康生活方
式，涪陵榨菜发展之路愈发充满挑战。

多元化布局夯稳品牌价值

随着我国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绝大多数农
产品处于稳定供给状态，部分农产品甚至处于结构
性过剩，不少农产品大打价格战，甚至出现“劣胜优
汰”的趋低营销。

事实上，品类强、品牌弱一直是国内农产品行业
的发展痛点。很多农产品领域，区域公用品牌做得
震天响，消费者在市场购买时依然不知道选择谁。

与此同时，农产品本身在外观上区分度不高，知
名品牌时常被违规使用，损害品牌公信力的情况时
常出现，原产地农户的利益无形中就受到损伤。

两大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少强有力的市场主体
带动和引领产业发展。

花大力气打造的品牌，却被冒用者摘了桃子，区
域公用品牌成了公共汽车，谁都可以坐，谁都不负
责，显然有悖于品牌发展初衷。

与众多农产品区域公共用品牌一样，涪陵榨菜
陷入同样的困惑。

为了摆脱区域公用品牌“公地悲剧”，重庆市选
择做大做强涪陵榨菜集团、辣妹子集团等大型企业
担当大任，把小企业和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产业
和品类振兴起来，带动农民共同致富。

“涪陵榨菜这个区域公用品牌的成功，源于政
府很早就组建了国有控股市场经营主体，并通过体
制、机制创新，持续激活企业并做强做大。”娄向鹏
表示，联合体企业要对区域公用品牌起到承载和弘
扬的作用。

当一个产业与一座城融为一体，往往就要承载
产业转型升级、观光旅游、文化传承等历史重任。

涪陵区看到了榨菜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前
景，一直以来致力于推动榨菜体验与旅游观光的特
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助力特色旅游品牌建设。

榨菜嘉年华活动，涪陵榨菜美食品鉴会……吃、
游、购、娱等多方面开发，让涪陵榨菜文化的传播变
得更简单。而涪陵榨菜特色旅游的发展，也使得涪
陵榨菜产业从加工、新鲜销售的双向发展变成了加
工、新鲜销售以及旅游三路并举的局面。

鲜花着锦之下，首先登陆 A 股的涪陵榨菜同样
面临成长的烦恼。

为何2021年度公司增收不增利？涪陵榨菜方面
表示，主要是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公司品牌费
用的增加。

“2021年年初青菜头收购价格猛涨、原料价格畸
高，年中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引起包装、辅材等价格大
幅上涨，消费品行业在生产端承压。”涪陵榨菜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榨菜行业的老大，涪陵榨菜集团旗下“乌
江”品牌在市场和行业内早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为
何仍然重金进行品牌营销？

“传统品牌老化对新生代消费群体粘性减
弱。”涪陵榨菜集团于年报中直言。随着年轻消费
群体的成长，涪陵榨菜对于品牌如何年轻化开始
感到焦虑。

随着越来越多的选手入场，腌榨行业赛道也愈
发拥挤。竞争的白热化必然导致企业竞争方式和
手段的多样性，如何在同质化的红海竞争中，找到
突破口？

事实上，涪陵榨菜已经开始了多元化布局，不断
开辟新战场。

据悉，涪陵榨菜已成立专业团队进行餐饮渠道
开发，主要方向是三星级以上酒店及大型连锁餐饮
集团，并且已与老娘舅、真功夫、乡村基等连锁餐饮
企业达成合作。

当然，疫情影响下，餐饮连锁巨头们日子也不好
过，对榨菜总体需求或也有限。

根据榨菜消费群体特征，涪陵榨菜选择精耕做
透下沉渠道，加强县级市场覆盖。涪陵榨菜集团有
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乌江榨菜要进一步拓展广大
的县、乡等空白点。

除拓渠道外，在品类上，涪陵榨菜的各大生产厂
家也在做着尝试，发力泡菜、萝卜等产品，跨界休闲
果蔬产业，推出预制菜，打造低盐、轻盐产品等等。

消费趋势的改变将整个酱腌菜行业都置于前所
未有的挑战中。低端、不健康……想要去掉这样的
标签，在新消费趋势的大浪中撑过去、活下来，对酱
腌菜行业并非易事。

“细数下来，真正称得上榨菜新品的还是屈指可
数。”涪陵榨菜集团研究所所长刘德君说，以前只是
对产品包装或榨菜形态作“物理创新”，产品本身的

“化学创新”还在原地打转转。
陈伟也有同样感受。作为土生土长的涪陵人，

他看着涪陵榨菜一步步发展壮大，从注重品质到注
重口味、注重包装、注重文化。但他认为产品的开发
与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比如针对老人、妇
女、儿童等细分市场的新品开发。

为了迎合消费趋势的变化，涪陵榨菜集团近期
推出了乌江轻盐榨菜，以调味剂减盐30%的比例响应
国家轻盐的号召，开启轻盐榨菜系列的全新赛道。

“从吃饱、到吃好、再倒吃健康，食品不再仅
限于满足温饱需求，更重要的是要美味健康，可
以满足人们身体各项机能发展的需要。”面对消
费者对品质的高度关注，涪陵榨菜集团对新产品
信心满满。

但挑剔的质疑依然存在。有专家认为，减盐30%
仍不能符合人们的轻盐健康标准，榨菜甚至酱腌菜
行业本身可能就与低盐背道而驰，减盐反而会影响
口感。

面对增收不增利，轻盐产品的继续研发推广又
困难重重，涪陵榨菜想要逆势而行取得长远发展，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过也有好消息。今年青菜头价格较平稳，
总体控制在 800 元/吨左右，成本较去年有较大幅
度下降。

寻找新增量，涪陵榨菜显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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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青菜头的革故鼎新，看似不复
杂，实则要妥善解决好产能平稳过渡、
农民增收势头不减、公司发展不断壮大
等诸多问题。涪陵榨菜其物虽小，观察
其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历程颇具现实
意义。

消费者在超市货架上挑选榨菜。 资料图在重庆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智能化
生产设备在生产涪陵榨菜产品。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收获时节，在重庆市涪陵区马武镇一家榨菜企业的晾晒场上，工人将晾晒好的青菜头装筐。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