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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划，下一步，南川区将重点
按照“分类打造、分时推进、逐步见效”
的思路，打造特色富硒农产品供应基
地，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其中，拟将重点圈定白沙—大观区
块、石墙—楠竹山区块、神童区块、南平
区块、山王坪区块、大有区块、德隆—合
溪区块、兴隆—南城街道区块8块富硒
程度高且利于开发、区位优势明显区
域，集中力量、整合资源，着力发展“南
川米”、“南川古树茶”等富硒农产品生
产基地，建成“富硒农产品核心区”。

另外，圈定城区、三泉—东城街道区
块、水江—中桥区块、金山—头渡区块、
庆元—古花区块、合溪区块、木凉—河图
—鸣玉区块、峰岩—骑龙区块、太平—乾
丰区块9块选择开发利用的富（足）硒土
地，建成“富硒农产品发展辐射区”。

关于“富硒”的产业化探索，仅仅是
南川依托“三富”资源优势，践行“产业
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的一个开端。

当前，南川区正在加快推动“三富”
优势与特色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做靓
健康旅游品牌、做强健康旅居产品、做
优健康养老产业、做大健康绿色食品”
为目标和路径，着力打造全国知名的四

季康养胜地，突出森林康养、文旅康养、
运动康养、中医康养“四大业态”，塑造
养生、养心、养老“三养品牌”。

目前，以八大康养旅游综合体为代
表的康养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良瑜
国际养生谷、兴茂乐村国际康养度假
区、黎香湖旅游度假康养特色小镇等康
养度假物业备受各方游客的青睐。

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正是南川提出
建设“大健康产业聚集区”的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南川还将按照“提质增
效中医药制造业、提速壮大中药材种植
业、提级扩容中医药商贸流通、提升产
学研协同创新能力”的目标和路径，打
造国家重要中医药产业基地；按照“推
动医疗卫生服务扩容提质、优化医疗资
源配置、培育壮大特色医疗专科、发展
健康管理服务产业”的目标和路径，打
造渝南黔北区域医疗中心。

预计到2025年，南川区将把大健
康产业打造成为全区重要支柱产业，构
建完善“两地一心”大健康产业格局，建
成全市大健康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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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硒福地 康养南川8月16日，中国地

质学会公布了全国首

批天然富硒土地名录，

涵盖全国各省市绿色

富硒土地、无公害富硒

土地、一般富硒土地三

大类共30个地块。南

川区兴隆镇金花村地

块入列其中，并成为我

市唯一入选的绿色富

硒土地。

而这为南川唱响

“富硒”品牌、打造康养

胜地、建设大健康产业

集聚区又增添了一个

重量级砝码。

近年来，南川区立

足于区位条件优越、生

态环境优良、文旅资源

优厚的“三优”禀赋，以

及土壤富硒、水源富

锶、空气富氧的“三富”

资源，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积极探索产

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的发展路径，努力打造

全国知名四季康养胜

地，加快建设全市大健

康产业集聚区。

硒，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营养组织
确认的人体必需营养元素，具有抗氧化衰
老、提高人体免疫力、防癌等功能。中国
营养学会报告显示，硒的成人推荐摄入量
为每日50~250微克，而我国超过三分之
二地区居民的硒摄入量低于最低推荐值。

近年来，南川区政府联合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共同组织实施了全区 1:5万土
地质量地质调查，发现南川全区富硒、足
硒土壤面积占 98.85%，土壤硒平均含量
0.46毫克/公斤，超过国家富硒土壤标准。

其中，富硒土壤面积1353平方千米，
平均含量 0.753 毫克/公斤，占全区总面
积的 52%，主要分布于南川区中部及金
佛山以南地区；足硒土壤面积1219平方
千米，平均含量0.275毫克/公斤，占全区
总面积的 46.85%，主要分布于南川区北
部地区。

调查发现，南川区富硒土壤面积及
土壤硒含量位居重庆市首位，在全国也
具有独特优势，同时南川区富硒土地的
成土母质主要由下三叠统、二叠系、志留
系、奥陶系、寒武系含硒岩层风化，土壤
硒元素来源稳定，有利于长期开发利用。

除了“富硒”之外，南川还拥有“富
氧”“富锶”两大自然资源禀赋。

在“富氧”方面，南川坐拥金佛山这
座天然空调和森林氧吧，成为众多市民
清尘洗肺的优选之地。金佛山最高海拔
2238 米，最大海拔高差达 1911 米，森林
覆盖率超过95%，立体气候明显，年平均
气温 16.6℃，良好的生态使空气中每立
方厘米负氧离子浓度高达2万个。

此外，近年来，南川区还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严守自然生态红线，推进退耕还林、重要
支流植被恢复、天然林保护、低效林改
造、森林抚育等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国土
绿化提升行动完成营造林 70.6 万亩，推
进乡村绿化创建“国家森林乡村”5个、市
级绿色示范村18个，使全区森林覆盖率
达到55％。该区上半年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为171天，优良率为94.5%。

在“富锶”方面，南川区在合溪镇广
福村、头渡镇方竹村两地相继检测出富
锶水源，其重金属指标、水体色度、味道
等指标也均符合国家天然矿泉水的指标
要求。

一听到金花村入选国家首批绿色富
硒土地的消息，嘉蓝悦霖公司负责人向
可怀便第一时间安排人，对自家在金花
村种的3000亩蓝莓进行抽样送检，为明
年打好“富硒蓝莓”这张牌做足准备工
作。

“今年我们蓝莓产量大概有120万
斤，其中60%用于蓝莓果汁、果酱、果酒等
深加工，明年计划将这些产品与‘富硒’特
色结合起来。”向可怀有信心通过“富硒”认
证的加持和赋能，蓝莓及衍生产品的市场

价值可以提升30%以上。
发展富硒农业，打造富硒特色农产品，

正是南川向“富硒”要效益的重要举措。
此前，南川区对区内1949件动植物进

行了抽样检测，结果显示，畜禽水产类猪
肉、鸡肉、鸭肉和鱼肉富硒率最高，达到
100%；水稻、油菜籽、红薯、土豆等粮油类
作物整体富硒率高达89.7%。其中，金佛山
大树茶中硒平均含量为0.295毫克/公斤、
金佛山方竹笋中硒平均含量达0.382毫克/
公斤，均属于优质富硒产品。这为南川发
展富硒农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去年以来，南川区以“3+2”（中药材、茶
叶、方竹笋、绿色精品稻米、蓝莓）特色农业
产业为重点，以“金佛山珍”区域公用品牌
为龙头，积极扶持壮大一批技术含量高、市
场前景好、竞争力强的富硒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鼓励企业生产“高附加值、高科技
含量、高市场占有率”的富硒农副产品。目
前，南川区已引导7家企业完成了9类农产
品的富硒认证，今年还将计划完成5家企业
10类产品的认证申报工作。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农户尝到了
“富硒”的甜头：由丛发农业栽培的“腊梅真
硒葡萄”，最贵卖到了90元/斤左右；福寿镇
大石坝村优质专业合作社生产出的富硒大
米，比普通水稻产出的大米价格高不少；兴
蜀农业生产的富硒绿壳鸡蛋要卖到3元/
个，还供不应求。

此外，南川区还将充分利用丰富的旅
游资源，加快发展富硒产业观光旅游，开发
富硒旅游资源，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同
时，加快发展富硒旅游商品、餐饮等相关产
业，促进产业互动和良性循环。

全区富硒、足硒土壤面积占98.85%

向“富硒”要效益

为“大健康”蓝图添砖加瓦

南川米种植基地 摄/汪新

富硒葡萄富硒葡萄 摄摄//汪新汪新

金花村茶叶基地 摄/彭应忠
大观原点 摄/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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