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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又是一年橙黄时。前不久，一年
一度的“忠橙”开园出口启动活动在忠
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以下简称三
峡橘乡）游客集散中心举行，18家企
业现场达成产销对接协议，签约总金
额达3.5亿元。

如今，忠县柑橘年产量45万吨，
综合产值达50亿元，6.67万户、22.14
万果农的“钱袋子”日渐鼓起来。

2月4日，忠县相关负责人称，忠
县因地制宜发展柑橘产业，推动“荒
山”变“青山”、“一产”变“三产”、“果
品”变“商品”，实现了“一粒种子到一
杯橙汁再到一座橘城”的转变，探索产
业发展“高价值”、绿水青山“高颜值”
的生态富民新路径。

去年10月，作为全市唯一入选代
表，三峡橘乡被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荒山”变“青山”
厚植生态本底

眼下，忠县涂井乡友谊村柑橘基
地迎来丰收季，一车车柑橘经分选、装
车后陆续运往北京、上海、浙江等省
市。

早在2000年，忠县就开始实施首
批1万亩项目果园，友谊村1687亩柑
橘园成为全县首个柑橘示范点。目
前，友谊村全村柑橘种植面积已达
5800亩，年产柑橘5000余吨，产值
2000余万元，带动果农户均收入2.6
万元。

友谊村地处长江边，以前基础设
施落后，青壮年外出务工后，很多土地
成了荒地，遇到暴雨洪灾还会出现土
地流失。当地村民都说，如今，柑橘树
既是致富树，也是生态树。

柑橘产业化项目实施以来，忠县
紧紧围绕防沙固土涵养水源，创新集
成土壤分析改良、科学选种育苗、标准
化建园等8项国内先进技术标准，推

进绿色发展。
截至目前，三峡橘乡内高标准建

园2万亩，辐射带动全县建园36.5万
亩，长江两岸20余万亩柑橘标准果园
形成独特的生态走廊，不少荒山变成
了青山。

数据显示，忠县因柑橘产业提高
全县森林覆盖率10.8个百分点，年增
加涵水量3.28亿立方米、减少流入长
江泥沙700万立方米。

“一产”变“三产”
培育生态产业

春节临近，三峡橘乡呈现出“三
忙”——果农果园采果忙、工人加工果
汁忙、村民接待游客忙。

“有效嫁接‘农文旅’，深度融合
‘产学研’。”忠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柑橘鲜销、加工基础上，忠
县在皮渣废料处理上做“减法”、在文
旅融合上做“加法”、在科技创新上做

“乘法”，融合生态元素，不断延链补链
强链，实现柑橘产业整体提质增效。

柑橘皮渣无害化处理被业界称为
“世界级难题”。忠县投入3000万元，
建成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现
代化柑橘皮渣利用加工厂，将柑橘皮
渣变成橙皮丁、香精油、畜牧饲料等

“抢手货”，实现柑橘产业“榨干吃尽”、
零污染零排放。

去年初，三峡橘乡被评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此外，这里还建
成国家柑橘工程技术中心，制定了地
方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及国际采标确
认的柑橘企业标准30多个，形成了一
批国内前沿技术成果，赢得“（中国）柑
橘规模看赣南，柑橘技术看忠县”的美
誉。

现在，忠县已成为全国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县，新立镇文笔社区
入选第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三
峡橘乡入选重庆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案
例，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430余万
人次。

“果品”变“商品”
打造生态产品

“我们科学布局的早中晚柑橘品
种，呈现‘花果同树’奇观，鲜果全年错
时上市；同时，融合地方文化特色，培
育‘忠橙’‘忠州橙汁’两大区域公用品
牌，品牌价值达20.18亿元。”忠县相
关负责人称，2020年，“忠橙”首次代
表重庆柑橘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出口
新加坡，现已形成常态化出口机制，在
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地
供不应求；建成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
NFC原榨橙汁加工厂，“派森百橙汁”
荣获中国驰名商标，连续16年成为人
民大会堂国宴接待饮品。

去年12月，三峡柑橘忠县鲜果集
散处理基地投产。该项目通过柑橘商
品化处理、包装与冷储、柑橘线上线下
销售等业务，打造集采摘服务、洗选、
分拣、包装、预储、冷藏、销售、出口为
一体的柑橘全产业链。

“推动农产品商品化，为三峡柑橘
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忠县相关负责
人称，三峡柑橘忠县鲜果集散处理基
地除了鲜果初加工功能外，还具备集
散、结算两大功能，日处理量250吨，
年商品化处理能力约3万吨，可实现
年营业收入约1亿元，带动就业6000
余人次，并带动超1万户橘农增收。

与此同时，忠县还建成“数据+电
商+金融”三大平台的“柑橘网”，上线交
易额累计突破100亿元，主导柑橘实现

“买全国、卖全国”，全县柑橘产品商品
化率实现90%以上。2023年，“忠橙”
出口数量和销售规模显著增长，预计
全年包装出口柑橘量达到4000吨以
上，销售额达2500万元以上。

此外，忠县还建成全球最全最大
柑橘活体基因库，亚洲最大、年育苗
300万株的柑橘脱毒容器育苗基地，
辐射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实现种子、
种苗、技术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牢牢把住柑橘产业发展主动权。

从一粒种子到一杯橙汁再到一座橘城

忠县探索生态富民新路径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2月 2日，云阳县平安镇果果乐
洗果厂运营中心，一枚枚新鲜采摘
的柑橘通过自动化洗选设备，经清
洗、烘干、精选等步骤后，被陆续装
车运往全国各地，部分还将出口到
俄罗斯等国家。去年，这间洗果厂
共洗选包装柑橘1000多万公斤，产
值500万元。

2023年，云阳县以全市“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为指引，推动“十
链产业·千亿制造”高质量发展，锚定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船舶装备制造及
服务、新能源及新型储能产业链在内
的十条产业链，提出到2027年实现
1000亿元产值目标，为建设山区库区
强县富民现代化示范县提供有力支
撑。

用好资源，做实食品产业
聚链稳链“大文章”

云阳是柑橘大县，自去年11月
起，全县32.7万亩柑橘陆续成熟，预
计总产量达32.6万吨，产值19亿元，
带动27万果农增收致富。该县平安
镇主要种植伦晚、纽荷尔等8个品种
的中晚熟柑橘，通过招商引资，当地建
起了占地5000平方米的现代化标准
柑橘洗选厂房。

“洗果厂的投用，不仅让我们的柑
橘产业链条得以延伸，也使本地柑橘
在市场上更具优势。”平安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洗果厂不仅服务云阳本地，还
进一步辐射万州、开州、忠县、巫山、奉
节等地，带动周边超过100名群众就
近务工。

去年，云阳结合当地得天独厚的
自然地理环境，谋划制定了包括柑橘
产业在内的“十链产业·千亿制造”高
质量发展行动，围绕调味品和休闲食
品两个发展方向明确了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产业链。截至目前，完成全产业
链产值165亿元，培育规上企业3家，

招商到位资金0.56亿元；建成油菜、
花椒等原料基地156个，面积总计30
万亩；打造香醋、红油豆瓣、王大汉桃
片糕等销量破千万的爆款产品10余
个。

今年，针对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
业链，云阳将秉承做强前端、做优中
端、做深后端的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思路，聚力打造调味品之都和休闲食
品之都，建成集聚效应显现、产品种类
鲜明、联农带农机制完善的百亿级全
产业链。

打响品牌，跑出船舶产业
强链补链“加速度”

船舶装备制造及服务产业链是云
阳“十链产业·千亿制造”的十条产业
链之一，主要以船舶维修、船舶制造、
水上运输为发展方向。2023年，云阳
县新增航运企业 2家，新增船舶 52
艘，新增运力48万吨，占全市新增运
力一半以上，总运力突破280万吨，连
续三年位居全市第一。

走进位于长江之畔的云阳县河牛
造船厂，长江中上游最大的修船核心
装备——“河牛号”浮船坞便映入眼
帘，一艘运载能力达3400吨级的滚装
船正在浮船坞上维修。

作为船舶装备制造及服务产业链
链主企业，2023年，云阳县河牛造船
厂共打造货船8艘，目前均已投入使
用；维修船舶400余艘，年产值达2.5
亿元。

今年，云阳将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吸引船舶装备制造及服务产业
链上游优质企业入驻，弥补产业链
上游短板，抓好重点企业培育，推进
企业数智绿色转型发展，积极研发
纯电、LNG等新能源内河船舶，加快
三坝溪码头、复兴港及水上服务区
建设进度，打造现代化、集约化云阳
新港区，提升产业链区位优势，引导
产业集群化发展，打响云阳船舶品
牌。

推动转换，打造能源产业
延链壮链“新赛道”

云阳洞鹿100MW风力发电项目
是云阳县市级重大项目之一，计划安
装20台5MW风力发电机组。自去
年10月中旬开工以来，项目有序推
进，目前正在进行升压站建设工作，预
计今年9月可实现首台风机并网发
电，12月前项目全容量并网。

“项目建成后，平均每年可发电约
18700万千瓦时，能等效节约5.7万吨
标准煤，同时还能节省水资源消耗，减
少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该项目
相关负责人介绍。

围绕生态价值资源转换，云阳充
分利用风、光、水等自然资源，大力发
展清洁能源，提速建设建全抽水蓄能
电站、合特光电光伏产业园等重点项
目。截至2023年底，该产业链条上共
有企业142家，其中“四上”企业18
家，全产业链招商引资金额突破15亿
元大关，达15.17亿元。

今年，云阳将聚焦构建“风光水储
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体
系，进一步引进能源制造企业，在农光
互补、林光互补、“风电+旅游业”、盐
穴储气储油、燃气发电、电化学储能等
方面争取深化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不断延伸能源产业链条。

据了解，为全力推动“十链产业·
千亿制造”高质量发展，云阳建立了

“双周调度、月度汇总、双月赛马、年度
考评”等工作机制。截至2023年12
月，十条产业链规上工业实现产值
175亿元，“四上”企业税收2.2亿元，
完成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20亿元，新
培育“四上”企业20家。

下一步，云阳将分产业链绘制招
商图谱、企业脸谱、工作棋谱，加快培
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十链产业·千亿
制造”高质量发展，以“小县大城”“强
镇带村”试点为突破口，加快建设山区
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示范县。

锚定新能源及新型储能等十条产业链

云阳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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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传承岐黄，唤醒沉睡的古方；创
新中药，让藿香更加芬芳。择一事，终
一生，本草济民，精诚制药……”在
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
典礼上，这段颁奖词恰如其分地描述
了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霍加勇扎根中药制剂工艺一
线25年，为传承中医药文化所作出的

贡献。
“感谢组织对我的肯定，能取得

这样的殊荣也离不开同事们的支
持。”比起荣获“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更让霍加勇高兴的是，中医药文化后
继有人，他自己就“传帮带”过170余
名技能人才。

正如颁奖词“择一事，终一生”所
讲，1998年，霍加勇从重庆医科大学
毕业、应聘到太极集团涪陵制药厂后，
进车间成为一名普通工人，从此扎根
中药制剂工艺一线二十五年。

当时的中药前处理车间，金荞麦
质地硬，机器切破的噪声大到面对面
说话都听不清；干枯的鱼腥草处理时
灰尘满天，直呛鼻子；车间没有空调，
夏天热得像蒸桑拿，冬天又冷得让人
直打哆嗦。

“对于制药，我不是大学生，就是
一名小学生，必须从一线干起，从一点

一滴学起！”霍加勇自己选择待在全厂
最艰苦的车间努力钻研，业务能力也
在不断精进。

2003年左右，太极集团研制出藿
香正气口服液，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
2008年，正当藿香正气液有望在市场大
展拳脚时，却意外遭遇了挫折——产品
刚生产出来时，各项指标均合格，但贮
藏约一个月以后，却产生了附着于玻
璃瓶表面的沉淀。虽然中药的沉淀是
正常现象，但很多消费者会怀疑药瓶
清洗不够干净，或者药物的其他品质
得不到保障，不愿接受。

藿香正气口服液由十味中药材组
方而成，加上工艺流程复杂，各种组合
排列出来，有上千种可能。当时霍加
勇刚担任生产部副经理，负责制药生
产技术管理。他立马带领团队，对生
产工艺进行全面梳理。

几年的时间里，霍加勇都泡在实

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偶然
的机会，霍加勇发现，手里的留样品没
有产生沉淀，让他隐隐看见了曙光。

于是，霍加勇与同事一头扎进海
量资料中，查阅、溯源这批产品的形成
过程，然后按照此次留样品的生产过
程起草新的试验方案，再次开展验证
工作，继续留样观察。

1个月、2个月、3个月之后，再次
评判样品，重新分析原因，再去扩大生
产。2012年，经历了3年多的努力，经
过累计2000多个小时的试验，他们找
到了解决中药沉淀的办法。改良后的
藿香正气液受到消费者的认可，销量
翻了一倍多。

2019年，霍加勇药物制剂工工作
室成立。目前，该工作室实现了10个
睡眠品种的药品复产攻关，优化了近
20个药品工艺流程，成功推出近30个
睡眠药品上市。

中医药文化传承人霍加勇

历时3年破解藿香正气液有沉淀的难题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云钰）近日，市委宣传部、市教
委、市社科联共同公布了首批重庆市哲学
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试点）名单。智能
传播与城市国际推广实验室（重庆大学）、
智慧教育与全人发展实验室（西南大学）
等12个单位榜上有名。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建
设，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确
定的重大创新性任务，我市哲学社会科学

‘十四五’规划及《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工程三年行动计划》也将其列为2023
年重点工作任务。”市社科联相关负责人
介绍，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建设着眼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瞻性、综合性、
复杂性问题，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促进社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创
新，进一步拓展学科内涵，创新研究方法
和技术手段。

该负责人称，此次获批成为首批试点
建设的12个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均
是相关承建高校分别依托各自在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等相关领域的优势学科申
报。下一步，这12个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
验室将和全市的61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新型智库等平台一道，承担起面向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前瞻性、综合性、复杂性
问题的“探路功能”和破解复杂难题的任
务，提升我市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和人
才培养水平，发挥咨政作用，为党委、政府
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专业化的决策建议。

据了解，作为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
学深入融合和创新发展的一项创新性举
措，当前，不仅是重庆，全国其他一些省份
如四川、福建、安徽、湖北、湖南等也已开
展了此项工作。

据透露，下一步，
我市还将启动新一轮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实验室（试点）申
报活动，扩大市级重
点实验室建设覆盖面
的同时，争取达到国
家级实验室建设的标
准要求。

首批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实验室（试点）名单出炉

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霍加勇。 （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就看到

12个单位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