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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25场

厚植生态本底 擦亮工业底色

南川用生态优势赋能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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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9月19日，汽车驶进南川区“大金佛
山178环山趣驾”精品游线（以下简称178
环线）后，天气逐渐凉爽，高山峡谷、森林
草甸、河流湖泊、田园乡村，让人应接不
暇，游客在此漂流、露营、体验民宿、品尝
特色农产品，悠闲惬意。

“最近天气炎热，高峰时期，村里每天
都有3000多名游客前来露营、赏景、体验
民宿，部分在建的民宿也‘被迫’提前营
业。大家都有一个幸福的烦恼——游客太
多了！”南川区金山镇龙山村党支部书记杨
显军说，自去年178环线正式对外推出以
来，进村游客增加好几倍，不少村民回村打
造精品民宿、露营基地。目前，全村已经拥
有80多家农家乐、民宿，7个露营基地。

据了解，去年南川立足世界自然遗产
金佛山生态资源优势，创新推出全程约
178公里的178环线，带动沿线旅游资源
高效串联、村民变老板、农房变客房、土特
产变旅游商品，实现就业4万余人次，户
均增收5000余元。今年1至8月，南川接
待游客 2849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
180.3亿元，同比增长10.5%、11%。

一条路，为何能带来如此变化？

零散资源变联合体，高效
串联旅游资源单体

“金佛山面积达1300平方公里，分布
着神龙峡、金山湖、龙崖城、山王坪等509
处旅游资源单体，旅游资源丰富。”南川区
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说，这些旅游资源分布
较散，以前游客主要前往金佛山核心景
区，到过山顶就离开了。同时由于缺乏有
效的资源整合，环山各景点单打独斗，导
致旅游产业结构单一，主要停留在“门票
经济”上，对周边乡村发展带动效应不足。

去年4月，南川区整合串联金佛山周
边14个镇街、沿线68个村（社区）、509处

旅游资源单体，形成全程约178公里的精
品环山自驾游线，推出游乐、美食、民宿、
露营四张地图，串联起各镇旅游资源，一
体发展，并在沿线设立了19个自驾驿站、
20个观景台、27个停车场、29处旅游厕
所，有效解决停车难、观景难、如厕难的问
题。

通达度高了、配套好了，如何增加游
玩乐趣？

该负责人介绍，178环线的沿线引进
了滑雪、滑翔伞、飞拉达等山地户外运动项
目20余个，形成金山湖、山王坪两大户外
运动产业集群，还推出重庆“一号步道”徒
步线路，户外运动休闲旅游线路3条，建成
金佛山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园、太平场越
野公园、黎香湖水上运动公园等户外运动
营地4个，打造夏季耍水项目神龙峡、金山
湖漂流2处，形成了旅游消费新热点。

去年，178环线吸引自驾车辆超400
万辆次。

农房变客房，建成精品民宿80家

走进龙山村，小桥、流水、绿树，相映
成趣，一栋栋灰白的农房散落山间，仿佛
一幅山水画。漫步其中，三四栋高端民宿
格外亮眼。“178环线火了之后，游客多
了，回村创业的村民也多，这都是返乡村
民改造或新建的。”杨显军说，今年游客需
求较大，村民只能“被迫”一边建一边营
业，其中就有曹兴友。

龙山村附近有龙山古银杏林、石门山
等自然景观，每年都有人到村里登山、玩

水。2013年开始，不少村民用自家房子
开起了农家乐。“当时村子的知名度不高，
人流量不大，能够带来的效益也有限。”曹
兴友说，起初他也想在村里创业，但担心
行情不好，一直没下定决心。

直到178环线推出后，龙山村的旅游
业逐渐红火起来。“村子周边的河道、厕所
都进行了改造，还新建了停车场、休闲广
场，游客游玩越来越方便，人气也越来越
旺。”杨显军说，人多了，消费要求也提高
了，农家乐难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高
端民宿成为趋势。

看着村里的变化，曹兴友也回到村里
拆掉部分老房子建起高端民宿。“今年7
月，民宿还没建好就有游客上门，我们只
能边建边营业。”曹兴友说，仅两个月时
间，民宿营业额就超过了2万元。

结合区内生态资源、重点旅游资源、
八大康养组团等，南川总体布局以金佛山
为核心，围绕178环线，采取“集群﹢点
状”的布局模式，构建大观和金佛山东西
南北坡共5个民宿集聚区。目前，南川已
建成80家精品民宿，今年新增17家。

土特产变旅游商品，方竹笋
年产值超5亿元

“这些鲜竹笋要发到北京和上海，得
快点包装好。”9月19日，南川区头渡镇
柏枝村村民张家兵在城区的竹笋直营
门店里打包新鲜方竹笋。忙碌间，他手
机上的消息不断，“每天都有到金佛山
景区旅游的人加我微信要买方竹笋，供

不应求。”
自张家兵记事起，卖竹笋就是家里的

重要收入，但生意从没这么红火过。“以前
大家都没有经营管理意识，任由山上的竹
笋野蛮生长，到时间就去挖，再等采购商
上门采购。”张家兵说，他打理的200亩地
每年大约能产四五千斤竹笋，每斤价格也
在两三元左右，效益较低。

为了拓宽销路，2018年，张家兵到南
川城区开了一家竹笋直营门店。“由于没
啥名气，门店销路一直打不开，我还尝试
给竹笋加工企业供货，价格也不好。”张家
兵通过网络直播销售竹笋，订单量才一点
点多起来，但依旧供大于求。

直到178环线推出后，头渡镇去年接
待游客量也达到1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张家兵的竹笋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

为方便笋农运输，保证供货，近年来，
南川累计投入280万元建设方竹产业路
和生产巡护便道。“以前大家上山挖笋不
仅费时费力，运送量还小，很难满足客户
需求，如今路通了，不仅成本降低了，供货
也有了保障。”张家兵说，头渡镇成立了商
会，聚集全镇的民宿、露营基地，并在他们
的店内摆放汇总着全镇笋农联系方式的
二维码，游客只需要扫码就可以直接联系
笋农，下单购买，“商会专门建立卖笋的微
信群，统一调配资源。如今旺季时我的销
售额能达到3000元，是之前的好几倍。”

据介绍，金佛山方竹笋种植面积已达
24万亩，年产2.5万吨左右，年产值超过5
亿元，辐射带动周边5万笋农增收致富。

南川区整合串联金佛山周边14个镇街、沿线68个村（社区）、509处旅游
资源单体，形成全程约178公里的精品环山自驾游线——

178环线串点成线带火一片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9月25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扛起
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第25场主题新
闻发布会。

会上，南川区相关负责人围绕“厚植
生态本底 赋能绿色发展 高质量建设渝
东生态新城”作主题介绍，并回答媒体记
者和网友的提问。

近年来，南川利用世界自然遗产地金
佛山等生态优势赋能绿色发展，文旅康
养、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蓬
勃发展，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
章中实现南川新作为。

转生态优势为发展胜势
打造重庆康养首选之地

南川山川秀美、资源丰富，世界自然
遗产地金佛山“一山横亘界南北”，山王
坪、神龙峡、大观园、黎香湖等群景璀璨。

“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和最强的竞争力。”
南川区委书记向业顺介绍，近年来，南川
对金佛山实施了最严格的保护，划定生态
红线总面积445.07平方公里，建立国家级
野外科学研究站，构建生态系统监测物联
网，喀斯特景观、高海拔洞穴系统、生物多
样性等得到完好保存。金佛山更是以不
到全国十万分之五的面积，保存了全国六
分之一种类的原产种子植物和五分之一
种类的野生动物。

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向业顺表示，南川正全力构建“一山一片
一带多点”空间布局，“一山”即金佛山，围
绕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具有影响力的
四季康养名山；“一片”即山王坪片区，将
其作为全区文旅康养产业发展的龙头阵
地，加快建设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中高端
康养项目；“一带”即大金佛山178环山文
旅康养经济带，目标是推进商文旅体深度
融合发展；“多点”即乡村农旅融合游全面
开花，以农业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百姓致
富，通过差异化、特色化、一体化开发，放
大南川文旅康养资源优势的叠加倍增效
应，建设宜居宜游宜养宜享的康养南川。

未来，南川还将提升交通、智慧管理
等设施，推动更多的互动体验项目，优化
城乡康养环境，着手打造“养生”品牌，发
展森林康养产品，做大“银色经济”产业
链；打造“养心”品牌，用好文化资源，创作
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文艺精品，策划一批
文旅产品及路线，办好节会赛事，让南川
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康养游打
卡点；打造“养老”品牌，将支持区内外医
疗机构和企业开发中医药产品，开展中医
特色诊疗服务，引进和打造一批养老度假

综合开发项目，拓展“养老”内涵，全力以
赴打造重庆康养第一品牌、首选之地。

推动“三链同构”
着力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区

“南川是全国首批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创建区县。”向业顺表示，近两年，南川优
化农业空间布局，推动供应链、加工链、价
值链“三链同构”，已取得初步成效。

在产业规模上，南川拥有国家级龙头
企业重庆特珍食品有限公司领衔的99家
龙头企业、1479个农民合作社、986个家
庭农场，南川米、大树茶、蓝莓、方竹笋、中
药材等特色产业基地规模达95万亩。

在打造产业链方面，南川建设了南部
片区“178环线”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坚
持贯通产加销，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依托全市唯一的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区，发挥亦工亦农、连城带乡角色，带动发
展中药材基地18.5万亩；积极布局山地生
态特色农业，发展乡村研学、景观农业、休
闲农业等新业态，推动农产品变旅游商
品。

在产品和品牌打造上，南川米获评

“中国十大好吃米饭”，大树茶红茶出口到
新加坡，建成全市最大的蓝莓精深加工基
地，推出蓝莓果汁、花青素系列产品；培育
出金佛山方竹笋等6个地理标志产品，成
功打造新加坡“福善德金山红”红茶国际
品牌。

向业顺表示，立足这些优势，南川正
着力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区，培育南川米、
蓝莓、大树茶“一主两辅”优势特色产业，
推动南川米定制化生产、蓝莓集群化种
植、大树茶品牌化发展，综合产值两年增
加了38.7%，让农业步入“丰收季”，农民
过上“丰收节”。同时推动城乡要素双向
流动，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超10万元的
村占比达94.4%，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入选全国农地入市典型案例
示范。

聚焦三个关键词
打造全市先进制造业基地

“‘大抓工业、首抓制造业’是南川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鲜明导向，也是提升
综合实力的必然选择。”向业顺表示，南川
将聚焦集群、创“新”、惠企三个关键词，打

造全市先进制造业基地。
围绕集群，南川将加速培育“332”产

业集群，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配
套、绿色建材、新能源及新型储能等主导
产业，抓存量提质增效，推行“亩均论英
雄”改革，推动存量企业转型升级，实施技
改项目25个，完成技改投资27.6亿元；抓
增量延链补链，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新培育规上工业企业8家，力争2027年工
业总产值超过500亿元。

在创“新”上，一方面，全力创建市级
高新区，推动市级专精特新企业成功“破
百”，瞪羚企业新增4家，建设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另一方面，深入实
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
行动，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惠企方面，南川先后推出“打造营
商环境标杆城市10条”“优化营商环境21
条”等系列改革举措，例如，实施“企业办
事一窗办”“开办企业近快办”等改革，用
窗口工作人员的超工作量，换取企业的

“少跑路”，提升行政服务的速度，让企业
专心谋发展。

9月14日，位于南川区的重庆市超群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生产的轮毂。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李雨恒摄/视觉重庆

9月14日，南川区头渡镇，金佛山航空运动赛事活动
正在进行中。

9月19日，南川区金山镇，峰境山水露营地。

9月19日，南川区城西路，方竹笋衍生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