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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让好山好水变成好风景、优良生态变成生产力

巫溪以“生态生金”实现绿色富民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8月26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扛起
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第18场主题
新闻发布会，巫溪相关负责人围绕“坚持
生态优先 推动绿色发展 为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巫溪力量”作
主题介绍，并回答媒体记者和网友提问。

当前，巫溪县正咬定“奋力实现新时
代巫溪绿色崛起”总体目标，坚持生态优
先、推动绿色发展，着力构建具有巫溪特
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让好山好水
变成好风景、优良生态变成生产力。

近10万群众吃上“旅游饭”

炎炎夏日，坐在巫溪大宁河的河滩
上，在习习河风中品尝麻辣鲜香的烤鱼，
享受轻风拂绿水、脚掌拨清波的凉爽，已
成为游客喜爱的消费新体验。

这不仅得益于巫溪的好生态、好风
景，也与巫溪县近年来把旅游业作为推
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支柱产业，通
过高水平规划引领，优化基础设施配套，
构建全域旅游格局息息相关。

近年来，巫溪县大力培育旅游第一
支柱产业，全县A级景区已增加到13个，
旅游人数、综合收入年均增速均保持在
15%以上，近10万群众吃上“旅游饭”，

“天地灵气 逍遥巫溪”已经成为巫溪响
亮的旅游标志和文旅品牌。到2030年，
该县将力争年接待游客量突破2300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40亿元。

同时，巫溪全面融入全市“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推动巫溪烤鱼、巫溪老
鹰茶、中药材精深加工集群发展，该县绿色
食品加工、中药材加工、教育装备生产等六
大基地正加快形成，巴绣、晚李、蜜柚等一
批具有巫溪辨识度的产品销往境外。

巴蜀中学等4所名校在
巫溪设立分校

大宁河、柏杨河穿城而过，将巫溪县
城天然划分为大宁古城、马镇坝新城、凤
凰水城“三大组团”，这也让该县城市建
设独具特色。

近年来，巫溪县始终把县城作为实
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载体，作为乡
村振兴的“火车头”推进，作为全域旅游
的第一张名片来打造，推动“产城景”深
度融合，使巫溪更加宜居、宜业、宜游。

三大组团中，大宁古城作为三峡库
区唯一未被淹没的古县城，距今有1814
年历史，游客可沿千年城墙漫步、体验盐
茶古道，品味大宁河边喝夜啤吃烤鱼的
逍遥自在；马镇坝新城聚焦文化、教育、
医疗、商业、交通等核心功能，巫镇、巫云

开等高速公路在这里交会，城市烟火气
更加浓厚；凤凰水城是该县规划的城市
新区，将依托穿城而过的两条河流，将凤
凰之美、溪流之水与特色产业园区、城市
功能配套、历史文化传承有机结合，打造
城水融合、文旅融合、产城融合、数智融
合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现代化之城。

值得一提的是，立足渝陕鄂边区优
势，巫溪正着力打造区域性教育和医疗
服务中心。教育方面，该县充分利用渝
中区、重庆师范大学等帮扶力量，在凤凰
水城高标准规划建设了三峡巴蜀中学、
三峡人和街小学、重庆师范大学附中和
附小4所名校，建成后可为渝陕鄂川毗邻
地区提供近1万个优质学位。医疗服务
方面，该县利用重医大附一院、市中医
院、重庆骨科医院、鲁渝协作等帮扶资
源，着力推进等级医院创建。到 2025
年，该县将建成2所三级医院、3个县域
医疗卫生次中心、2个甲等基层医疗机
构，让老百姓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巫溪县委书记李卫东表示，通过5到
10年的努力，巫溪县城将打造成为一座文
化底蕴深厚、气候景色宜人、产城景深度融
合、宜居宜业宜游的最美县城、恋恋小城。

乡村成为干事创业大舞台

巫溪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近
年来该县通过健全共建共管机制，发动群
众参与乡村建设，让群众成为乡村振兴的
主人；同时，建立农户、企业和村集体利益
共同体，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
群众留下来，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

比如该县通城镇龙池村户籍人口1855
人，过去常住人口约800人，近两年有力有
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600余人返乡创业就
业，乡村成为他们干事创业的大舞台。

同时，该县着力做好产业文章，统筹各
类资源资金，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老鹰茶
等特色产业，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村集
体经济强起来。2023年，全县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增长12.1%，75%的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超过10万元。今年上半年，全县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成倍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6.8%，增速排全市第5。

多年“铁路梦”有望成为现实

巫溪位于渝陕鄂三省交界处，受地理
环境限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曾陷入“近
而不进、不连不通”的困境。为破解交通

瓶颈，该县多年来立足联通大西北地区重
要节点优势，抢抓“交通强国”“交通强市”
战略机遇，构建了以县城为中心、高速公
路为骨架、干线公路为支撑、航道水运为
补充的“三环十射三通道”立体交通格局。

高速公路方面，目前该县已有奉溪、
巫镇、两巫、巫云开4条高速，建成了3小
时抵达重庆、武汉、西安等特大城市的交
通圈；县域公路总里程从“十二五”末的
3874公里增加到现在的7500公里，增加
里程数居全市前列；水运港方面，该县升
级扩容花台货运码头，规划建设马莲溪客
货运码头，届时年旅客吞吐量可达到7万
人次以上；低空游方面，该县正试点打造
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充分发挥万州机场、
巫山机场的带动作用，推动渝东北低空旅
游环线建设；运输网方面，该县将打造渝
陕鄂川边区交通枢纽，通过优化运输结构
和组织方式，促进内部道路成网成环，全
面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在铁路建设方面，安恩黔铁路奉节
连接巫溪的接轨工程已完工。目前安恩
黔铁路已启动预可行性研究，争取在“十
五五”期间启动建设，巫溪多年的“铁路
梦”有望成为现实。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8月23日，巫溪县双阳乡双阳村独
活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重庆坤隆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隆药业”）负责人
李开君正在检查独活生长情况。这段时
间正是独活地下根茎生长关键期，很容
易出现红蜘蛛病等病虫害，李开君奔走
在各个乡镇的中药材示范基地，手把手
教药农做好病虫害防治。

推广中药材标准化种植，是巫溪县
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的举措之一。近年
来，巫溪县将中药材作为特色产业之一，
推进示范园区建设，加快发展精深加工
业，举全县之力集中打造产业集群，用好
资源金“药”匙解锁中药材百亿产业。该
县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中药材在地面积
达50万亩、产值突破20亿元；用15年时
间实现中药材产值100亿元。

全县中药材在地面积达42万亩

近日，巫溪县双阳乡双阳村天坪坝
村民周明星忙着管护中药材太白贝母和
独活。

天坪坝位于海拔1700米的高山上，
过去这里的村民只能种点苞谷、洋芋。

近年来，巫溪县立足中药材资源优
势，把中药材产业作为特色产业之一，举
全县之力集中打造产业集群，中药材产业
发展迅速。在刚刚过去的太白贝母采收
季，周明星种植的4亩贝母带来了超过30
万元的收入，他也真正成了带领村民一起
奔跑在乡村振兴路上的增收“明星”。

巫溪素有“天然药海”之称，现有地
产中药材2932种，占全市药用动植物总
数的50.2%，其中常用药材320种，品种
数量居重庆之首，是我国中药资源宝库
之一，1958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全国药
材生产红旗县”称号。

如何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我们围绕用好林地、果园拓展种
植，加大粮药、果药间套种植模式推广力
度，有效增加中药材在地面积。”巫溪县
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3
年底，全县中药材在地面积达到42.21万
亩，其中人工种植面积20.7万亩，收获面
积突破10万亩，产量达到4.83万吨，实
现产值12.81亿元。

在增加中药材在地面积的同时，该
县通过建设一批示范基地，推广标准化
生产来有效提高中药材产量。以中药材
党参为例，过去当地药农粗放种植，亩产
仅为1000多斤，现在通过基地示范带动
推广党参合理密植等技术，亩产可以达
到3000斤。

立足精深加工做强中药材产业链

8月23日，巫溪县凤凰工业园区，记
者走进位于巫溪县凤凰工业园区的坤隆
药业生产车间，一阵浓郁的中药材香味
扑面而来，员工们正对独活、黄精等中药
材进行清洗、切片、分拣、烘干、晾晒，随
后在生产车间里进行挑拣、加工及包装，
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过去，该县缺少中药材精深加工企
业，药农种植的中药材经过烘干等简单
加工程序后便进行销售，附加值很低。
近年来，巫溪县培育、引进一批中药材加
工企业，县内从事中药材精深加工企业
2家，初加工企业4家，中药材加工产业
得到恢复性发展，如今年加工产值已突
破1亿元。

以坤隆药业为例，这是一家集种苗

培育、GAP种植（即全程溯源中药材种
植）、中药饮片生产、药膳研发及加工溯
源于一体的中药全产业链生产企业，
2022年3月入驻凤凰工业园区，当年8月
实现生产，建有中药饮片、鲜切一体化原
药、药膳食品三条生产线，以及中药材检
测检验中心、中药材溯源体系中心、巫溪
县中药材技术研发中心三个中心，投产
以来已采购当地中药材3000余吨。

“我们强化科技支撑，推动药企与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通过技术研发和科技
创新来提升中药材附加值。”巫溪县相关
负责人介绍，他们与重庆中医药学院签
订了科技支撑战略合作协议，与北京同
仁堂健康有机产业（海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同仁堂”）签订中药材产业
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推动北京同
仁堂与重庆展华药业有限公司开展深度
合作。

2023年，重庆展华药业通过北京同
仁堂合作销售中药饮片、药食同源产品
达5000万元以上，品种200余个。该县
还推动坤隆药业与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
院合作推进九制黄精项目，普通的中药
材黄精通过九蒸九制等工序炮制加工后
可直接入口，口感清甜软糯。

巫溪县还与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合作
共建了三峡库区特色道地中药材重庆市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是全国首个中
药材野外观测研究站，破解库区中药材
品质退化、产量不高、病虫害严重等关键
技术难题，可为实现库区中药材资源高
效益利用和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打造道地中药材金字招牌

在抓好种植基地建设、加工产业的
同时，巫溪县推动中药材品牌化，打造道
地中药材金字招牌。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大宁党参”成功注册地理商标，“巫溪
独活”取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太白贝母”“巫溪独活”被认定为重庆道
地优势药材，黄蜀葵生产基地获评“中国
富硒黄蜀葵产业示范基地”。2023年，巫
溪县被授予“中国道地药材之乡”。

以太白贝母为例，这是一种名贵中药
材，具有化痰润肺、止咳平喘、消痈散结等功
效，它不但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且生长发
育极为缓慢。目前，巫溪县已在兰英乡、文
峰镇等高海拔地区发展太白贝母1500亩，
3年亩均纯收入能达到80万元以上。巫溪
独活以蛇床子素含量高闻名，全县种植面
积2万余亩，通过品牌化打造，已成为国内
各大中药材市场和药企定点采购品种。

为推动道地中药材规模化、品牌化
发展，2023年，该县实施县级现代农业中
药材产业发展项目，打造双阳乡、兰英乡
贝母产业园，田坝镇、尖山镇、通城镇独
活产业园，尖山、凤凰中药材加工产业
园，下一步力争将巫溪独活、太白贝母打
造成全国知名品种。

“抢抓国家‘渝十味’中药材优势特色产
业和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集群发展机遇，我
们将加快建立种子种苗繁育基地、产品溯源
系统及道地药材基因库，强化药食同源产品
开发和品牌培育，推动大健康产业规模化标
准化集群化发展。”该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用好金“药”匙 带来亿元商机
——看巫溪县如何解锁中药材百亿产业

8月23日，巫溪县凤凰工业园区坤隆药业厂房内，工作
人员正在处理药材。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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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游客在大宁河边吃烤鱼，享受江风。
（巫溪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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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镇高速-大河段。 （巫溪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