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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清明前后，正是鸡鸣春茶采摘、生产的时节。
在3000余亩的鸡鸣贡茶种植示范园内，村民们忙着采
摘嫩叶、装袋运送。在重庆市城口县鸡鸣茶业有限责任
公司的加工车间里，4条全自动生产线开足马力，对鲜
茶叶进行杀青、揉捻、烘干，茶香四溢。

“白鹤井中水，鸡鸣院内茶。”作为重庆有名的“土特
产”，一片片小茶叶托起了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希
望。“我们陆续开发了以鸡鸣贡茶为代表的绿茶、红茶、
黄茶、花茶等系列产品，年加工生产能力100吨，年产值
近2000万元。”鸡鸣茶业公司总经理唐频说。同时，公
司建立订单联合机制，与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订单
收购协议，年收购鲜叶200余吨，带动鸡鸣乡等5个乡
镇23个村1600余户农户户均增收4000元；建立股份
联合机制，与鸡鸣乡祝乐村等5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
股份联合，村集体通过试点资金项目入股鸡鸣茶叶公
司，累计分红30余万元。

从“小茶叶”到“大茶业”，鸡鸣茶的发展只是城口围
绕“好产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强县富民的一个生
动缩影。

今年7月，美缀美城口老腊肉生产车间获评2024
年重庆市数字化车间。近年来，全县坚持把城口老腊肉
产业作为举旗性产业，先后出台《城口老腊肉产业提升
行动计划（2021—2025年）》《城口县老腊肉产业“再出
发”工作方案》等，助推城口老腊肉新创升级，坚持专班
推进，奋力打造具有城口辨识度的产业品牌。

去年，城口老腊肉产量突破1万吨，产值达10亿元，
带动全县1.6万余户农户，户均增收1.2万元以上。

秦巴无“闲草”，城口产“好药”。享有“大巴山生态药
谷”美誉的城口将中药材作为重点发展方向，联合渝川陕
鄂16县（市、区），成功组建“大巴山药谷”中药产业联盟，
推动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产业共兴，共同打造“大巴山

药谷”区域公共品牌，强力推进“大巴山药谷”建设。
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规模达38万亩，建成

全市首批新版中药材GAP基地2个，先后举办
“大巴山药谷”GAP推进大会、产学研用对接
大会，城口中药材辨识度、影响力持续上升。
去年，城口县中药材全产业链产值达15亿
元，带动全县45%以上农户增收。

“点绿成金、生态变现，关键在发展壮大
绿色产业。”城口县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将全力打造中药材、城口老腊肉两个50亿级
产业集群，建设大巴山新能源基地，做响“大巴

山硒谷”“大巴山药谷”“大巴山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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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产成就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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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 加快绿色高质量发展 书写强县富民新篇章

这里有一城好山水：森林覆盖率达72.8%、位居全市第一，国控断面、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绿水青山间孕育各类动植物
4855种，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画卷。

这里有满眼好风景：创建土城红军老街、亢谷旅游度假区2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打造大巴山森林人家集群片区6个，获得“中国天然氧吧”
“中国最美县域”“全国康养旅游百强县”等一批金字招牌。

这里有“点绿成金术”：去年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8亿元，生态旅游风头正劲；城口老腊肉年产量突破1万吨、年产值突
破10亿元，中药材产值突破15亿元，绿色产业加快崛起。

这里是城口，从红色历史中走来，正向绿色高质量发展迈进。“生态是城口最靓的底色，城口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城口县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全县围绕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整体部署，迭代升级“三县一城一枢纽”目标任务，加快推进生态价值转化，推动更多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全力打造中药材、城口老腊肉两个50亿级产业集群，文旅康养产业加速升级，奋力谱写山区强县富民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城口县城全貌 摄/唐小江

城口位于大巴山腹地，地处渝川陕三省交界处，既是
渝东北、川东北和陕南的地理几何中心，也是大西北连接
长江三峡的重要交通节点。

曾经，交通不便成为城口发展的最大障碍。近年来，
城口始终把改善交通作为最紧迫任务，打响交通建设突
围战，一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先后实现“8小时重庆”“4
小时重庆”。2022年底，G69银百高速（城开段）贯通到县
城，明年贯通至陕西岚皋。如今，高速公路穿城而过，农
货出山，游客进村，一出一进间，城口的绿水青山变成更
多金山银山。

为了进一步打通对外交通大动脉，渝西高铁（城口
段）加快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用，届时城口到西安50
分钟、到重庆主城90分钟、到成都120分钟，交通格局发
生历史性变化，全县绿色高质量发展将迎来更好机遇。

打通交通大动脉
扩大城口朋友圈

盛夏时节，漫步任河两岸，草木葱郁、
鸟语花香，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画卷缓
缓铺陈。

任河属于长江水系，发源于城口，流经
渝、川、陕三省市。其中，城口县境内河长
128千米，流域面积2356平方公里，既是城
口的母亲河，也是长江上游和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丹江口水库的重要水源涵养地。

为保障一泓清水永续，城口县水利局
全面深入实施河长制，依托县城景观坝工
程和水美乡村建设，将任河城口段建设成
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河
流，全年出境水质保持或优于Ⅱ类水质。

下一步，城口将启动鱼肚河幸福河流
建设工作，计划到2027年，全县启动建设
市级幸福河湖5条（座）以上；到2035年，
打造具有区域特点、流域特色、城口辨识度
的源头型山区幸福河湖26条（座）以上，为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为加快建设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提供支撑保障。

碧波荡漾，青山相向。城口地处大巴
山腹地，境内坐拥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重庆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重庆巴
山湖国家湿地公园3大国家级自然保护
地，总面积达 185.3 万亩，占县域面积的

37.53%。
“城口始终把保护生态作为最大责任，

持续厚植绿色本底。”城口县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城口县以生态保护、
污染治理为重点，持续加强生态保护，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强化自然保
护区管理和生态脆弱区修复治理。同时，
一体推进“九治”，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大力实施“蓝天”行动、“碧水”行动和

“净土”行动，连续5年获得全市污染防治

攻坚战成效考核“优秀”；实施国土绿化提
升行动，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完成营造
林41万亩，活立木蓄积量1850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到72.8%、位居全市第一。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一个地区环境质量
和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作为全国17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域之一，城口拥
有各类动植物4855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
护动物43种，孕育了千年崖柏、千年杜鹃、
千年银杏、千年红豆杉等珍稀植物。

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常年保持在360
天左右到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达1.8—3万
个/立方厘米、居重庆之首，从国控断面水
质稳定在Ⅱ类标准到地表水水质达标率为
100%，从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到完成矿山生态修复74.6公顷，一系
列有效举措换来亮眼成
绩单：城口成功创建

“全国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

“全国水土保
持示范县”。

好山水尽显好生态 绿水青山间万物共生多姿多彩

好风光催生好经济 重点项目牵引文旅产业加速跑

走进位于咸宜镇的中国西南国际写
生基地(咸宜片区)写生驿站，景观清新雅
致，房间干净整洁，近350个床位可满足
大型写生群体的住宿需求。驿站还设有
综合餐厅、评画室、画材店、多媒体影音室

等配套设施，为写生师生提供良好的住
宿、学习、用餐环境。

据介绍，中国西南国际写生基地以写
生艺术产业元素为核心，打造融合“山、水、
人”三位一体的辐射中国西南地区综合性

实践基地，基地分为咸宜、县城、双河三大
片区。预计全面建成投用后，每年可引流
学生和旅游客群30万人次，将成为全县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增长点。

“依托‘好山好水好风景’，以重点项
目为牵引，积极探索‘旅游+’新业态，加快
打造全域旅游、全季旅游、全龄旅游，切实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是全县绿色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城口县文旅康养专
班办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城口县结合全县文旅资源普
查结果和产业发展规划，高质量规划文旅
康养项目，形成《城口县文旅康养产业项
目市场机会清单》，包含项目46个，涉及资
金52.96亿元。同时，面向社会发布首期
市场机会清单，共计招商项目13个，涉及
资金4.34亿元。

城口还深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民
俗文化”，加快推动全域旅游全面发力，成
功打造原乡人文之旅、消夏康养之旅、红
色传承之旅和生态探险之旅4条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累计建成东安兴田、巴山坪上、

厚坪龙盘、河
鱼两扇门、岚
天岚溪、修齐
五彩山庄6个大巴山森林人
家集群片区，培育大巴山森林人家2000
余家，床位2万余张。

同时，深耕“消夏康养”和“彩叶”两大
文旅IP，推动全季旅游提质增效。如，去
年成功举办第十二届中国大巴山（重庆·
城口）消夏康养季和红军挥师城口90周年
纪念活动暨第十四届中国大巴山（重庆·
城口）彩叶文化旅游节；组织举办勇士漂
流挑战赛、民俗文化节、自行车爬坡赛等
10余项活动丰富游客体验。

如今，随着项目化引领、清单化推动，“巴
山原乡·生态城口”的旅游声势风头更劲。

今年 1—8 月，全县共计接待游客
478.3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72
亿元，同比分别增加22.23%、52.75%。下
一步，城口将依托“百里任河画廊”，串珠
成线、连点成片，打造更多文旅体验项目，
实现出门即景、处处皆景、时时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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