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碗重慶小麵，從碼頭工人的
簡易吃食，到如今的城市美食名
片，承載了巴渝文化，見證着歲月
變遷。參加 「范長江行動」 重慶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近日踏入大渡口小
麵產業園，在撲面而來的濃郁醇厚
的小麵香氣中，學子探訪了小麵美
食文化，了解地方特色美食如何在
政策扶持、科技驅動與文化挖掘的
合力下，在快節
奏的生活中征服
年輕人的味蕾，
成 長 為 拉 動 經
濟、傳播文化的
重要力量。

大公報實習記者 錢宇希、陳雯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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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產業園，學子們首先品
嘗了重慶小麵—味道麻辣鮮
香，麵條入口爽滑彈牙，骨湯醇
厚濃郁，引人回味。

速食加工 「國民小吃」轉型
重慶小麵，這碗承載山城文

化與味蕾記憶的傳統美食，正以
驚人的速度崛起為重慶經濟新引
擎。來自重慶味之海食品有限公
司負責人謝志堅介紹稱，當前重
慶市小麵門店已超8.4萬家，
2023年產業鏈產值突破400億元
人民幣，預計2030年將達1200
億元人民幣，躋身千億級產業集
群。政策與市場的雙輪驅動，讓
這碗 「國民小吃」 煥發新生，展
現品牌化、規模化、標準化、數
字化的現代轉型。

為了讓市民在快節奏的工作
生活中，亦能隨時享受到這份來
自重慶的美味， 「速食小麵」 應
運而生。學子在現場看到速食的
重慶小麵，包括獨立包裝的麵
條、醬料包和配菜， 「重慶小麵
不僅是美食，更是城市文化的鮮
活載體。」 重慶井谷元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主任張陶明在接受採訪
時向香港學子們介紹， 「我們與
江南大學、西南大學聯合研發，
盡可能還原小麵的口味，保質期
延長至6個月以上。我們希望將
小麵打造成重慶的 『美食伴手
禮』 ，讓遊客把山城味道帶回
家。」

學子們沿着參觀通道走進生
產車間，透過玻璃幕牆，能看到
工人們身着無菌服，在全封閉生
產線旁嚴謹操作，標準化流程有
序運轉，讓傳統技藝在現代科技
中煥發新生。車間中央的中控屏
實時顯示着溫度、濕度等數據，
全流程實現標準化管控。 「傳統

小麵講究 『三鹼水二和麵』 ，現
在我們用數控設備精準調控酸鹼
度，既保留手工口感，又能批量
生產。」 技術人員指着監控屏介
紹。

科技助力 小麵走向世界
當談及年輕群體與小麵產

業的關聯，張陶明表示：
「 『老闆，來碗小麵』 ，這句

重慶口頭禪流傳數十年，早已
融入市民生活。如今，越來越
多年輕人不僅愛吃小麵，更關
注產業發展。過去受限於技
術，小麵難以保存和運輸，現
在我們突破行業瓶頸，將保質
期延長，為年輕創業者和從業
者打開了新機遇。」

當前，重慶的速食小麵不僅
銷往全國，更開始試水海外。速
食小麵的興起不僅是產業升級的
體現，更反映了現代生活的需
要。有學子在參觀時認為，速食
食品對忙碌的打工族和年輕人意
義重大——下班或放學後筋疲力
盡時，一碗速食小麵可以提供快
速的便利與溫暖慰藉。 「科技讓
重慶小麵、螺螄粉等地道美食跨
越地域限制，走進千家萬戶，不
僅促進文化交流，還讓身處異鄉
的人隨時品嘗到家鄉的味道。這
種味蕾上的連接，早已超越了美
食本身，承載更深的情感與意
義。」

在大渡口小麵產業園，傳統
與現代的交融不僅延續這份舌尖
上的鄉情，更讓巴渝文化隨着一
碗碗小麵走向世界，成為傳遞中
國味道的生動載體。正如張陶明
接受採訪所說： 「每一碗小麵都
是重慶的文化使者，我們希望用
創新守護傳統，讓世界愛上重慶
味。」

重慶小麵飄香 港學子探尋產業鏈
從街頭小吃到城市美食名片

重慶小麵源自
清代，是重慶特色
美食之一，近年來

尤其受到內地年輕人市場歡
迎。重慶小麵屬於湯麵，口味
鮮、香、麻、辣、鹹，狹義的
小麵僅指以葱蒜醬醋辣椒調味
的素麵，但重慶本地人將加入
牛肉雜醬、排骨等澆頭的麵條
也稱作小麵，如：牛肉、肥
腸、豌豆雜醬麵等。

重慶小麵過去曾被叫做切

麵，也被稱為 「槓子麵」 ，它
是根據中國手工麵條三大傳統
技法 「壓」 「拉」 「切」 中研
究出的 「壓麵」 和 「切麵」 綜
合而成的特色麵。

小麵主料為新鮮小麥粉麵
條，主要食材和調味品包括雞
精，醬油，油辣子，花椒麵，
肉食，青菜，豌豆，油酥花生
米，煎蛋，葱花，香菜（芫
荽），蔬菜，豬油，蘿蔔丁，
榨菜，芽菜，芝麻醬，葱等。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劉秋樺、劉鑫
瑩、黎鴻業重慶報道：6月17日，2025 「范
長江行動」 重慶行的香港傳媒學子一行人來
到重慶璧山體驗乘坐雲巴，感受山城立體交
通的科技魅力。列車沿15.4公里的高架軌道
輕盈穿梭，膠輪無聲滑過青山綠水間，車廂
內智能屏即時顯示站點與周邊文旅資訊。面
對全球首條無人駕駛雲巴系統，學子們紛紛
舉起相機記錄軌道與城市共生的奇觀，讚嘆
空中巴士既破解山地城市出行的難題，又以
低碳理念重塑綠色交通範式。

靈活高效 票價親民
在行駛的雲巴列車上，兩位年過六

旬的農民乘客向香港學子分享了他們的
乘車體驗。 「方便得很！沒得地鐵也不
怕了。我們還經常坐它去換乘1號線，
省時省力。」 其中一位市民笑着說。他
們親切地用重慶話稱呼雲巴為 「豬兒
蟲」 ，話語間滿是熟稔。對於這趟穿行
於城市上空的無人駕駛列車，他們絲毫
沒有擔憂： 「穩當得很，坐起安全，車
廂頭也安逸。」 「豬兒蟲」 正以其靈活
高效銜接當地軌道交通。它無聲駛過城

市脈絡，不僅成為璧山區居民出行的新選
擇，更將科技的溫度穩穩傳遞進老百姓的日
常軌跡裏。

港生在採訪雲巴運營管理專員謝琴周的
過程中，進一步了解了這一 「科技網紅」 的
運營實踐方式。 「雲巴的建設初衷，源於對
城市交通擁堵和環保需求的回應。」 謝琴周
表示，雲巴以新能源技術為核心，旨在減少
道路資源佔用，推動綠色出行。其定位為
「小運量軌道交通」 ，每公里建設成本約1.2

億元人民幣，僅為地鐵的約1/10，卻能高效
覆蓋人口密集區域。線路規劃緊扣市民需
求，15個高架站點串聯起璧山核心區，並與
高鐵、地鐵無縫銜接，讓市民一站式暢行城
市。

雲巴的 「科技感」 離不開其核心技術
支撐。謝琴周表示，車輛搭載全自動無人
駕駛系統，由控制中心即時調控，實現零
駕駛員操作。夜間集中維護與即時報警機
制，則讓運維成本可控。 「相比傳統交

通，雲巴的等候時間更短，熒幕提示
精準，準點率備受好評。」 乘客普遍
反饋雲巴方便、有趣，科技元素與舒
適性兼具，票價親民且能銜接其他交
通方式，讓出行更靈活。

自2021年運營以來，雲巴日均客流
量最高可達1萬多人次，秀湖公園站因
毗鄰風景優美的公園，成為全縣第二大
客流站。 「這裏適合全家出遊，尤其是
中老年群體，（他們）周末常帶孩子來
玩。」 市民李女士分享道。謝琴周透
露，雲巴串聯軌道交通、高鐵和璧銅線
後，客流穩步增長，未來將繼續優化服
務，探索文旅融合場景。

話你知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黃彥彰、鄧
伊鴻重慶報道：6月17日，香港傳媒學子
來到重慶市規劃展覽館和重慶工業博物
館，透過參觀對重慶市的歷史與工業發
展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探尋這座山城
如何一步步成為現在這座未來之城。

學子們參觀的第一站重慶市規劃展覽
館，位於長江與嘉陵江交匯的城市風景
眼，以「山水之城．美麗之地」為主題，通
過現代科技與歷史人文交融的展陳方式，
全景式呈現重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在 「專項規劃」 展廳，一個個精密巧
妙的模型、一塊塊翔實豐富的展板映入眼
簾，學子們坐上展廳內的座椅，展覽依託
聲光投影技術和三維立體建模，讓學子體
驗了李子壩站 「輕軌穿樓」 這一科幻神奇
的全過程。而 「全息影院」 中營造出的生

動鮮活的全景空間，通過 「六面屏」 包圍
式仿真環境，展現重慶發展中的無數重大
歷史瞬間，帶來立體的視聽影像和交互感
受。來自西南政法大學的鄧伊鴻說道：
「規劃館如同坐落在兩江四岸的 『會客
廳』 ，能夠讓更多像我這樣的 『原住民』
和像香港學子這樣的 『背包客』 了解重
慶、讀懂重慶、熱愛重慶。」

下午，傳媒學子們踏入重慶工業博物
館，這座在曾經的重慶鋼鐵廠廠區上建造
而成的博物館收藏着許多有近百年歷史的
生產設施設備。其中作為鎮館之寶的是一
部於1905年由英國謝菲爾德公司生產的
8000馬力蒸汽機，據今已有百年歷史。
這座巨型的機器從清末時期便投入使用，
一直到建國後依然奮戰在生產第一線，為
我國的建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它用身上

的鏽跡向學子們展示着他所作出的貢獻。
除了從一座座雄偉的機器窺得工業的

發展歷史之外，傳媒學子們還在博物館採
訪了一位當初在重鋼廠區工作的女工，更
加直觀、生動地了解那段崢嶸歲月。

這位山城女工姓楊，操着一口地道的
重慶話，已經69歲的她身體依然硬朗。她
笑着告訴學子們，她的父輩，甚至父輩的
父輩都在這個廠區工作。她22歲時便在廠
區工作，每日工作八小時，每周休息一
天，而作為廠區內煤爐工的父親每工作一
段時間便要休息30分鐘，從而避免身體長
期在高溫環境下工作而造成致命的危險。
「我們過去的日子啊，真的不容易哎！」
採訪末尾她這樣說道，嘴上卻掛着笑容，
對過往的生活感到驕傲，亦對當下的生活
感到幸福。

規劃館：兩江四岸的「會客廳」

重慶小麵

乘坐雲巴 感受山城立體交通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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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們參觀重慶規劃館。
大公報實習記者吳政鉉攝

▲學子了解重慶規劃發展。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學子參觀小麵產業園。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學子現場試吃重
慶小麵。

大公報實習記者
黎鴻業攝

▶重慶小麵是承載
山城文化與味蕾記
憶的傳統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