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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农村垃圾治理难题 酉阳把 3619 个垃圾收集点搬上导航 App

小酸菜撬动大产业

辽宁沈阳全力打造“全国酸菜之乡”

“无酸菜，不东北！ ”说起东北美食，

酸味绵柔、清脆爽滑的酸菜，往往成为

话题的中心。 寒冷的冬日里，来一碗浓

浓的酸菜汤，不仅温暖了胃，更通透了

全身。

辽宁省沈阳市是东北酸菜的主产

区，近年来，当地凭借丰富的农业资源

和酸菜产业基础，加快培育酸菜特色品

牌， 打造产值百亿级的现代化产业集

群，加速向“全国酸菜之乡”迈进。

资源优势

助力土特产腌出“幸福味”

东北酸菜，是中国东北地区极具代

表性的传统发酵食品，以其独特的风味

和悠久的制作历史而闻名。 它是东北人

冬季餐桌上的“当家菜”， 也是东北炖

菜、火锅、饺子等美食的“灵魂配料”，承

载着浓厚的地域饮食文化。

在辽宁沈阳， 每家每户自己动手腌

酸菜曾是“冬日必备”项目，随着时代的

发展， 腌酸菜走上了规模化生产道路，

吃酸菜也不再是“冬日限定”，在市场商

超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随时可以品

尝到“家的味道”。

“沈阳市四季分明、土壤肥沃、气候

适宜，产出的白菜口感顺滑爽脆，为腌

制优质酸菜奠定了坚实基础。 ”沈阳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4

年沈

阳市大白菜播种面积

19.2

万亩，大白菜

产量

103.3

万吨。 其中， 新民市和康平

县大白菜产量分列全市前两位，总产量

占全市的

70%

。

“新民市还是国家重要大白菜产地，

是全国优质大白菜主产区之一， 享有

‘大民屯白菜’国家地理标识。 ”沈阳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原材料供应充足， 成为支撑沈阳酸

菜产业发展的强大后盾，沈阳酸菜企业

规模也在不断壮大。

数据显示，目前，沈阳市正在经营的

酸菜生产企业达到

65

家， 年产总量约

有

7

亿斤，年生产总值约

20

亿元，占全

国销售份额约

60%-70%

。

依托酸菜产业的发展， 沈阳的优质

白菜有了稳定的销路，当地农民也靠着

一颗颗大白菜，尝到了“幸福的味道”。

“我们家种的白菜，一部分自己留着

腌酸菜，剩下的卖给酸菜加工企业。 ”新

民市大民屯镇农户梁文艳笑着说 ：“原

来自己卖白菜， 一亩地收入才

1000

多

元，现在卖给酸菜企业每亩地能赚

2500

元，还比以前零散卖省心多了。 ”

产业升级

让“老味道”焕发“新生机”

走进沈阳榆园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浓郁纯正的酸菜香气扑面而

来，一排排不锈钢发酵罐映入眼帘。 从

白菜的发酵、整理、清洗、包装，整个生

产过程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和标准化。

“白菜在发酵池里发酵一段时间后，

经过整理 、清洗 ，在这些不锈钢的发酵

罐里继续发酵，保证了酸菜的口感。 ”沈

阳榆园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品保经理王

芳芳说：“通过自动化的生产设备，不仅

提高了生产效率，还确保了产品的卫生

和质量。 ”

近年来， 沈阳市的酸菜生产企业通

过科技赋能，在保留“老味道”的同时，

从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发展成为现

代化、智能化、规模化生产，不但提高了

生产效率， 还通过精准的参数控制，确

保酸菜的品质和口感。

为了推进酸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沈阳市政府部门聚焦酸菜产业集群建

设，积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与科研机

构、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提高产

品科技含量和生产效率，酸菜产业集聚

效果加速显现。

据了解，

2023

年， 工信部等十一部委确

定“沈阳新民酸菜制品”为重点培育的

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集群。 对此，新民市

围绕“一中心五基地”（酸菜食品科技研

发孵化中心、白菜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品

种选育基地、白菜种植基地、酸菜腌制

基地、酸菜加工基地和酸菜食品生产基

地）总体布局 ，扎实推进新民酸菜制品

产业集群发展。

目前， 由沈阳时丰酸菜产业园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的新民酸菜产业集群项

目———东北酸菜腌制研发中心一期工程

已建成使用，具有

10

万级

GMP

智能化

酸菜加工车间投入运营，实现了酸菜自

动称重 、分装规模化生产，并通过巴氏

杀菌技术，实现了防腐剂“零添加”。“我

们现在共有

6

条生产线， 均运行良好，

日产酸菜能力达到

10

万斤。 ”沈阳时丰

酸菜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策说。

在与科研院所合作方面 ，

2024

年，

新民市与沈阳农业大学合作，建设了白

菜种质选育基地及新品种繁育基地，开

展了

24

个白菜品种的科学研究与试验

示范，将从中选取出口感最佳 、营养含

量最优、 最适合腌制酸菜的白菜品种，

从源头实现酸菜品质和价值的提升。

品牌打造

推动地方美食千里飘香

近年来， 东北旅游热度逐渐攀升，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沈阳。 对此，沈阳

市在推动酸菜产业升级的同时，借势而

为，完善酸菜品牌建设和推广 ，让更多

人品尝到地方特色美食。

夜幕降临， 在沈阳市沈河区的一家

东北菜馆内，来自四川的游客赵之涛品

尝着热气腾腾的酸菜炖排骨，他说：“这

是我第一次吃北方的酸菜， 口感真不

错，配上排骨，真香。 ”

酸菜肉卷、脆皮尖椒酿酸菜、酸菜拌

蚬子……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口味，除

了传统的“炒”与“炖”，沈阳市不少店家

改良烹饪方式， 推出酸菜的花样吃法。

越来越多的游客被酸菜的独特风味所

吸引 ， 不少人选择在电商平台下单购

买，将这份美味带回家。

同时， 沈阳的酸菜企业积极拓展海

外市场。 黑龙江翠花集团新民农产品有

限公司经理吴耀波说 ：“借助跨境电商

平台 ，公司已将酸菜卖到了日本 、澳大

利亚 、美国 ；外企可借助海外电商直接

订货，随时通过视频查看酸菜的生产进

度，让他们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

为了进一步提升沈阳酸菜的品牌影

响力 ，沈阳市积极搭建平台 ，推动酸菜

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1

月

21

日，酸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新民市举

办。 大会汇聚了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学

者和企业家，共同探讨酸菜产业的发展

路径和未来趋势。

据了解，今年，沈阳市农业部门还将

组织召开沈阳酸菜大会、

2025

年沈阳食

品产业发展大会等多场活动，开展酸菜

产品专项推介和产业招商，讲好沈阳酸

菜故事 ，吸引更多人来沈阳推动产业

发展。

沈阳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沈阳市将通过打造“酸菜之乡”，形

成从种植、腌制、加工、储运到销售的完

整产业链条， 不仅提升白菜的附加值，

还通过联农带农机制提高农民收入，促

进共同富裕，成为乡村实现全面振兴的

生动实践。

未来，沈阳市将依托新民市“一中心

五基地”总体布局，在原料基地、产业集

聚、 质量安全、 品牌营销和产业融合

5

个方面精准发力，全力打造“沈阳酸菜”

“新民酸菜”区域公用双品牌，建设北方

酸菜核心产区和行业品牌企业集聚地，

让沈阳市成为名副其实的“酸菜之乡”。

（刘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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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麻

近年来，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深入推进，垃圾治理成为各地关注的焦

点。 然而，由于农村地域广阔 、管理分

散，垃圾收集点位的科学布局和高效管

理一直是难题。 近日，重庆市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住建委依托高德地图小

程序 ， 创新推出“垃圾收集点位一张

图”， 将全县

39

个乡镇街道的

3619

个

垃圾收集点从“地上”搬至“图上”，用数

字化手段为农村垃圾治理提供新思路。

困局

垃圾治理“盲调盲改”，效率低下

过去，酉阳的垃圾治理工作面临诸多

挑战。 由于缺乏系统化的管理工具，垃圾

收集点位的布局和调整往往依赖经验判

断，甚至存在“盲调盲改”的现象。

该县住建委相关负责人坦言 ：“以

前， 垃圾点位的调整没有科学依据，常

常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 比如，有

的点位设置不合理， 村民投放不便；有

的点位布局过于密集，造成收运车辆重

复绕行。 ”

此外， 垃圾收运环节也存在诸多问

题。 收运司机对垃圾点位的分布情况掌

握不足， 常常需要绕远路或重复行驶，

不仅增加了运输成本，还降低了工作效

率。 村民也反映，由于不清楚最近的垃

圾收集点位置，常常需要走很远才能投

放垃圾，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垃圾治理的效果，

也制约农村人居环境的整体提升。如何科

学布局垃圾收集点位、 优化收运路线、提

升管理效率，成为酉阳亟待解决的难题。

破题

数字化赋能，科学管理“一张图”

为解决这些问题， 酉阳县住建委积

极探索数字化手段，依托高德地图小程

序，打造“垃圾收集点位一张图”。 这张

图将全县

3619

个垃圾收集点全部标注

在电子地图上， 实现垃圾点位的可视

化、动态化管理。

据该县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

“垃圾收集点位一张图” 不仅直观呈现

垃圾收集点位的分布情况，还具备多项

实用功能。 乡镇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小程

序实时掌握辖区垃圾点位的布局，动态

优化增减点位，避免过去“盲调盲改”的

粗放管理模式。 在垃圾收运环节，系统

中的“顺路规划 ”功能为收运司机提供

智能路线参考。 司机只需输入起点和终

点，系统就能根据实时路况和垃圾点位

的分布情况， 规划出最优的收运路线，

这一功能大大减少了重复绕行，降低了

运输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此外， 针对村民投放不便的问题，

该县住建委在“垃圾收集点位一张图”

中嵌入二维码，村民只需扫码进入小程

序，就能立即查看离自己最近的垃圾收

集点位，并获取详细的导航路线。 这一

功能不仅方便了村民，也提高了垃圾投

放的准确率。

在管理层面， 该县主管部门通过平

台可以快速定位问题点位。 一旦发现某

个垃圾收集点存在满溢、破损或污染等

问题，主管部门可直接对接属地乡镇进

行限时整改，形成“发现———交办———处

理”的闭环机制，这一机制有效提升垃

圾治理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成效

收运车辆跑得更“明白”，效率更高

自“垃圾收集点位一张图” 上线以

来， 酉阳的垃圾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 乡镇管理人员普遍反映，系统的可

视化功能让他们对垃圾点位的布局一

目了然，调整点位时更加科学合理。 收

运司机也表示 ，“智能路线规划功能让

他们跑得更明白，活儿更省力了”。 村民

则对扫码查找点位功能赞不绝口，纷纷

表示乱扔垃圾的情况明显减少。

据统计， 系统上线后， 垃圾收运车

辆的行驶里程平均减少

15%

，运输成本

降低

10%

。 垃圾投放的准确率也大幅提

升，村民的满意度显著提高。

展望未来，酉阳县住建委计划进一步

拓展系统功能，预计

5

月份上线“再生资

源回收站点地图”和“厨余垃圾收集点地

图”，通过技术手段将管理逻辑从“末端处

置”转向“源头管控”，为全县探索人居环

境治理提供更加务实的路径。

“垃圾收集点位一张图” 不仅是酉

阳垃圾治理的一次创新实践，也为其他

地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在数字化赋能

下 ，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正朝着更加科

学、高效、便民的方向迈进。

从“盲调盲改 ”到“科学管理 ”，从

“效率低下”到“精准高效”，酉阳“垃圾

收集点位一张图 ”的实践 ，展现了数字

化手段在农村垃圾治理中的巨大潜力。

未来，随着功能的不断拓展，这张“图 ”

将为城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王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