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9日，内江首次以“中国甜食之都”形象亮相第十九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汉安糖草、黄老五、金四方果业
等30户甜食企业，带着200多个种类的展品，势必要让在场的观众甜到心坎里。

内江“甜味”悠长，隋唐时就有种植甘蔗的记载，清代时同福建、台湾并称全国三大糖业基地，民国初期糖产量占
全川70%、全国48.46%。1957年日均榨蔗达2840吨，为全国之冠，“甜城”由此载入《辞海》。上世纪90年代，受到成本、
市场、技术等多重条件限制，内江糖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6月18日，内江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正式授予“中国甜食之都”称号。一个多月前，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支持
川中丘陵地区四市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加快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
强市和区域物流枢纽。面对新的荣誉和机遇，内江如何立足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再续昔日甜城辉煌？内江蜜饯。摄影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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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城记忆
两度兴衰，从高光走向没落

“糖坊”“漏棚”“内江糖厂”是内江
老工业基地的辉煌印记；“蜜饯”“桔红”

“冬条”是无数内江游子的乡愁记忆。
6月28日，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

究室主任申福建为记者分享了他对内
江糖业历史的梳理和研究。

台湾甘蔗专家骆君骕所著的《甘蔗
学》认为，唐代贞观年间，芦蔗这一优良
甘蔗品种就随佛教从印度经拉萨、成都
传播到内江，并一直是内江独有品种。
同时传入的还有甘蔗制糖技术。相传
在唐代，内江就开始逐渐用蔗糖代替蜂
蜜来浸渍果品，制成色鲜味美的蜜饯。
到了宋代，内江更是大面积种蔗制糖。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战乱、天灾及
瘟疫，人口锐减，耕地大量荒废，甘蔗几
近绝种，内江也不例外。一直到康熙五
十五年（公元1716年），福建人曾达一
带着两个制糖匠人挑着蔗种入川，开始
种蔗制糖。此后，内江人争相种植甘
蔗，种植范围迅速扩散到沱江流域的资
中、资阳、简阳等地。

之后，内江糖业迎来了三个高光时
期，第一个是清末民初，各地糖坊、漏棚
3000多家，当时就有“三里一糖坊，五
里一漏棚”的说法。第二个是抗战时
期，内江成为全国的产糖中心和基地，
1939年，椑木酒精厂日产酒精10吨，居
全国第一。第三个是上世纪50年代，
建成了我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制设
备、自行施工、日榨甘蔗1000吨的内江
糖厂。

上世纪90年代初，内江糖业陷入
困境，逐渐失去竞争力。一是由于内江
纬度日照等自然条件先天不足，甘蔗品
质不佳产量低，缺乏竞争力；二是国家
放开了甘蔗收购价格，但没有放开糖的
价格，制糖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三
是机械化制糖原料不足，设备利用率
低；四是新品开发不够，没有跟上人们
观念的转变，蔗糖逐渐被人们抛弃。

1992年以后，内江糖业渐渐淡出
人们视线。

甜城品牌
创新赛道，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深厚的甜文化孕育了内江工业
精神、工业文明，也孕育出了内江地
方特色食品产业。

2016 年，内江市成功注册“甜城
味”商标9大类 101种，涵盖粮油、畜
禽、水产、果蔬、酒水饮料等各类食用
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如今，“甜城味”
区域公用品牌早已入选四川省公开推
介的十大品牌，有200余家企业使用

“甜城味”商标。
6月 15日，记者来到威远县镇西

镇食品工业园区，园区内的黄老五花
生酥、金四方无花果制品久负盛名，两
家企业同样面临着生产淡季、甜食遇
冷的问题，不得不在创新中寻找新的
赛道。

2008年成立的黄老五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经过不断地发展壮大，已
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品牌。每年中秋
节到次年春节，因为走亲访友的机会
多，所以是公司生产旺季，而眼下正处
于淡季。

6月15日上午，记者走进生产车间，
只有花生酥、米花酥等少量生产线在运
转。而旺季的时候，5个车间30条生产
线都是24小时满负荷生产。当晚8点，
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间，黄老五的妻子
万郁全情投入地为粉丝介绍自家的产
品，但不是花生酥，而是预制菜。原来，
2022年，万郁成立了四川花生嫂食品有
限公司，推出了黑山羊羊肉汤、鲜拌跑
山鸡等预制菜产品，受到市场好评。

“邻居”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游勇也在忙着推新品，他打开
手机里的新产品包装设计图片，对记
者说：“今年我们准备推出无花果阿胶
燕窝银耳羹、无花果山楂条、无花果原
浆液。”

当天，这家以无花果种植加工起家
的企业却在忙着加工柠檬冻干。“只加
工无花果，企业吃不饱。”原来，无花果
季节性太强，储存量也有限，没有新鲜

无花果可以生产的季节，企业不能满负
荷生产，自然影响发展。所以，这几年
金四方还发展了柠檬、桑葚、红薯等果
蔬加工。

甜城机遇
区位优势，剑指五百亿元产业集群

悠久的糖业历史、丰富的制糖经
验、适宜的气候条件以及四通八达的区
位优势，为内江这座城市再续甜城辉煌
带来了无限可能。

2022年，内江市“甜味+”规上工业
企业有75户，实现工业总产值155.9亿
元。产业涵盖谷物磨制、屠宰及肉类加
工、果蔬和坚果加工、糖果巧克力及蜜
饯制造、酒类制造、精制茶、饲料加工、
玻璃制品制造等14大类、22小类。

2022年底召开的内江市委八届五
次全会提出，要深挖甜城文化，打造“中
国甜食之都”。自此，内江开始正式“起
笔”，全面续写这篇以“甜”为主题的宏大

“文章”。
为做好要素保障，当地相继出台了

《内江市工业倍增计划行动方案》《内江
市发展“甜味+”食品产业实施方案
（2023—2030年）》和《关于加强要素保
障促进工业强市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
件，系统谋划产业发展和服务保障工
作。推行“一县一园”和“一园一主业”
发展模式，占地约12平方公里的6个食
品专业园区快速发展。

今年5月，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

支持川中丘陵地区四市打造产业发展
新高地加快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意
见》，不仅提到了“支持内江打造中国甜
食之都”，还提到了“支持罐头饮料、休
闲食品等产业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利
好的新信号，催人奋进！

紧接着，6月25日，内江市委八届
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
委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助推
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决定》。围绕“加
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工业强市”的目
标，内江确定了发展“页岩气+”“钒
钛+”“甜味+”“装备+”以及电子信息和
生物医药六大产业的实施路径。

剑指 500 亿元的产业集群，“甜
味+”将着力构建以“甜品”“甜饮”“甜
果”“甜菜”为主题的食品产业体系，推
动食品产业标准化、深度化、规模化发
展，打响“中国甜食之都”品牌。

甜城突围
“甜”是基因，“+”什么是关键

机遇与挑战并存，放眼全国，相比
“中国糖都”广西崇左市和我国“第一甜
县”湛江市遂溪县，内江的甘蔗种植面
积和蔗糖产量还有一定差距。而且内
江现有的食品加工企业并不多，甜食产
业的带动性和黏合度也并不高。如何
突围？“甜味+”什么才是关键。

“甜”是基因，“+”是骨血。内江市
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强调，发展“甜味+”
产业是发展以甜味食品为支撑，以特
色农产品加工为重点，以配套产业为
补充的食品加工业。一是加出特色，
打造特色鲜明、富含内江元素的“甜城
味”工业美食体系。二是加强融合，着
力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三是加
入配套，不仅要发展传统食品产业，同时
要培育发展玻陶、包材等配套产业，延伸
产业链。

种蔗、制糖是一、二产业融合发展
的典型模式，那如何与第三产业深度融
合呢？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张红扬教授建议，要做好“甜味”农业文
化遗产新文章，创新探索“中国甜食之
都”富民惠农增收新路径。例如，面向
全国举办常规性的“甜味”农业文化遗
产大会和“甜味+”产业丰收庆典，打造

“甜味”农业文化遗产地优质品牌，制定
出台保护发展支持政策，讲好“甜味”农
业文化遗产故事。

从内江糖业历史中，申福建也得到
了一些启发。他认为，发展甜味食品产
业要适应时代要求，结合市场需求，加
强对内江甜食的技术革新，打破人们对
甜食的抗拒心理，生产推出符合大众需
求、老少皆宜、健康美味的甜味食品。
接着就是要选好引爆点，通过线上线下
宣传，提高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让世
界爱上“内江甜”。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甜在内
江”。“内江甜”，不仅仅是一种味道，更
是一种感觉、一种记忆、一种享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从“全国之冠”到“再续辉煌”

内江还能有多“甜”？

▲
6月18日，“中国甜
食之都”共建启动
仪式暨内江地方特
色食品产业发展推
进会在内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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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五花生酥生产
车间。 摄影 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