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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布福娜基地已与中国中药广东一方制
药有限公司、广州香雪制药有限公司、九州通医
药集团等国企、上市公司进行深度合作，对布福
娜进行深度延伸产品研发，研制成型产品共计
10余种。

同时，布福娜基地还通过农旅融合观光园经
营模式，以户外拓展训练、亲子游园为主，进行产
业拓宽升级，增加经营收入。

沿着布福娜基地蜿蜒的山路往下，人们很快
就能见到黄地峡巴渝民宿21栋，极具苗家风格
的建筑物坐落在绿水青山间。

依托摩围山麓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高海拔的
地理优势，润溪乡探索农村“三变”改革，打造了

集高山旅游休闲、纳凉避暑胜地于一体的黄地峡
巴渝民宿。

项目采用“以房联营、以地入股”的方式，探
索实施由民宿公司与农户共同建设、合作经营的
民宿旅游经济模式，以“巴渝民宿公司+村集体
经济组织+农户”的模式经营，即房屋的一楼由
农户自住，二、三楼统一由巴渝民宿公司经营。
经营效益的20%由公司收取作为管理费，而剩
余的80%则归农户所有。

自正式运营以来，黄地峡巴渝民宿年均游客
流量10万余人次，年均旅游综合收入100万元，
农户户均增收3万元以上。

“生态是彭水最大的优势和潜力。唐代诗人
白居易用‘摩围山下色，明月峡中声’描绘彭水山
川的秀美，清代诗人翁若梅泛舟乌江咏叹‘蜀中
山水奇，应推此第一’。”彭水县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彭水能够保持“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关键在
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仅同步提升生态

“含绿量”与发展“含金量”，老百姓也实实在在享
受到了“生态红利”。

为了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彭水持续实施空
气质量改善行动，连续6年没有重污染天气，县
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年保持在360天左右，
2023年PM2.5浓度较2018年下降28%。

特别是摩围山景区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

量高达1.3万个，被誉为“悬在云端上的氧吧”。
同时，彭水大力实施国土绿化、“两岸青山∙

千里林带”等重点生态工程，确保持续焕发青山
常青、大地常绿的生态之美。彭水还被联合国环
境基金会评为“绿色中国·杰出绿色生态城市”。

“我们决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
的发展。”彭水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
来，彭水先后关停69家污染型企业，修复2265
亩矿山，“特别是阿依林海由昔日的废旧矿区蝶
变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已成为避暑纳凉的好
去处。”该负责人说。

彭水严格落实河长制和长江“十年禁渔”，乌
江和郁江彭水段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城
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水清河畅，彭水既卖好水，不老泉水年产罐
装水5000万罐；又用好水，建成26座水电站，其
中乌江彭水电站年均发电60亿度。

在此基础上，彭水积极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
径，迭代构建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生态工业为纽
带、生态旅游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与生态产业
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清新的空气、美
丽的森林、优质的水系等生态资源，转化为群众
可感可及的经济社会效益。

近年来，彭水以红薯为代表的生态特色农业
发展势头良好，已开发出酸辣粉、嘟卷子、红薯

干、红薯片等20多种红薯产品，每年加工鲜薯达
16.8万吨。

彭水通过“特色培优”，提升红薯产品加工整
体水平，大力发展名特优新红薯产品，培育一批

“土字号”“乡字号”品牌。彭水聘请了9个专家
团队，组建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专家工作站、博士
工作站的农技服务“一心两站”，培育了“彭苏2
号”“彭苏6号”等9个特色薯种，“彭水晶丝苕
粉”入选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案例。

彭水还通过“加工赋能”，引进建设红薯加工
生产线52条，丰富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
假、文创产品等“红薯+”业态，推动红薯“土特
产”闯入大市场，扎扎实实鼓起群众的“钱袋
子”。彭水依托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建成重庆
彭水文化旅游（亚太）营销展示中心，积极打通东
南亚市场，以“龙须”“苗巧嫂”等为主的系列红薯
品牌产品远销国内外，10万余户农户通过发展
红薯实现了增收。

“今年上半年，彭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6.2%，老百姓既享受了‘绿水青山’，又
收获了‘金山银山’。”彭水县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彭水将力争到2027年红薯产业全链条产值
达100亿元，清洁能源、健康食品、特色轻工、民
族医药等产业产值达150亿元，旅游综合收入
达200亿元。

时节临近霜降，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治县润溪乡樱桃井村布福娜中药

材产业基地，一串串布福娜已进入

采摘期。

“布福娜”为苗语，意为美容长寿

之果，果形奇特，食用与药用价值

高，是苗族人民世代栽培的集食用、

药用、绿化、观赏于一体的常绿藤本

植物果实。

布福娜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高，

只有在生态环境优异的区域里才能

茁壮成长。

自 2016 年落户樱桃井村以来，

得益于彭水优良的生态禀赋和对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不懈坚持，

布福娜基地已扩建至 2000 余亩，并

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周边 4 个村

近 200 户农户致富，每户每年收益近

2000元，实现了基地与农户双赢。

不仅是布福娜基地。

党的二十大以来，彭水学好用好

“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充分

彰显“生态、民族、文化”特色优势，

加快山区民族地区强县富民现代

化，全县去年和今年上半年 GDP 增

速分别为 8.2%和 8%，均居全市区县

前列。

10月5日，华灯初上，乌江碧水如玉，倒映
着两岸烟火人间。

汽笛长鸣，“九黎城01号”游轮缓缓启航，
甲板上游人熙熙攘攘。夜色下，渐行渐远的四
楞碑码头上，还有许多人等待登船。

自2021年6月启航以来，到彭水坐一趟“九
黎城01号”游轮就成为许多游客的必选项。

“有了这艘游轮，彭水就有了自己的‘两
江游’。”重庆九黎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廖昌鸿介绍，近年来，彭水城市
建设日新月异。为推动彭水旅游业发展，丰
富彭水旅游业态，提升游客在彭水的旅游体
验，九黎集团投资近3000万元打造了趸船和
游轮，分别命名为“摩围山号”和“九黎城 01
号”，“游轮核定载客量为298人，能够为游客
提供休闲观光、餐饮娱乐、观看苗族歌舞表演
等服务。”廖昌鸿说。

打造“九黎城01号”游轮，开通彭水县城、
郁江、乌江“两江游”，是彭水围绕乌江画廊生态
旅游示范带建设，做足做好“山、水”文章的又一
重大举措。

“彭水县城依山而建、依水而居，这里的山、
水、城相融相彰，乌江五桥、乌江四桥和摩围山
隧道、九黎城隧道摩围山乌江大桥、上塘乌江大
桥和摩围山隧道、九黎城隧道把老城、新城、景
城连成一片，快速互通。”彭水住房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彭水扎实推进“三城”一
体化建设提升，深化产城景融合发展，生态特色
宜居城建设方兴未艾。

推动老城提质方面，彭水大力实施背街小
巷、老旧小区改造，比如郁江大桥拆除重建、乌
江四桥复线桥竣工投用，城区交通堵点的节点

改造。特别是鼓楼片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
目，将老城记忆和滨江商业相结合，着力打造

“彭水的洪崖洞”。
推动新城提速方面，彭水将新城定位为“现

代之城、未来之城、品质之城、魅力之城”，一直
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管理，目前已经成型，13
条市政道路串联起居住片区、产业组团、文旅节
点、公园绿地等城市功能部位，重庆市“最美坡
坎崖”——花阶广场、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的凤
鸣湖公园等，营造起“开窗见绿色、出门进公园”
的城市生活环境。

推动景城提韵方面，蚩尤九黎城片区和高
铁片区连成一片，将成为彭水城市门户。彭水
还引进陕西旅游集团等提升市场化运行水平，
将苗族文化元素植入景城建设中，蚩尤九黎城
的苗医药馆、苗绣馆、苗艺馆等集中展示丰富多
彩的苗族文化，苗族集体婚礼、长桌宴、赛歌会
等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每
年吸引100余万人次游客前来“打卡”，“人在城
中、城在景中”的人文苗城独具韵味、风情别致。

不仅如此，2025年渝厦高铁重庆段将建成
通车，彭水也将迎来高铁时代。

“届时，彭水到重庆中心城区的通行时间将
从3个小时缩短到40分钟以内，游客可在一杯
咖啡的时间，便从现代感十足的重庆主城大都
市，‘跨越时空’来到民族特色浓郁的苗乡，彭水
将成为新的游客汇集地。”彭水县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彭水以乌江、渝厦高铁、渝怀铁路、渝湘高
速、渝湘复线高速等为骨架的“一江二铁五高
速”对外综合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得益于便利
的交通，处于成渝地区与武陵山区连接带的彭
水将成为新的商贸集散地。

为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彭水早在渝厦高
铁重庆段开工之时就着手准备：建好交通换乘
枢纽，加快建设高铁换乘枢纽与重点景区、高速
公路出口、观光码头、物流园区的连接道路，实
现旅客到站后，3分钟内快速换乘到“大客车、公
交车、出租车、网约车”，5分钟内到达新城、老
城、景城，实现游客“快旅慢游”；完善城市功能
配套，加快推进摩围山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
老城、新城、景城一体化建设提升，全面完善吃、
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让游客旅游出行
更舒心更开心。

“当前我们正着力打造集奥特莱斯商业、酒
店、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商业体，
建筑面积超8万平方米，辐射周边人口超500万
人。”彭水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彭水始终把优
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为企业提供
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实现企业服务“快速响应”、政策兑现“即申即
享”、要素供给“全面保障”，着力打造“安商亲商
扶商稳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未来，彭水将乘着高铁时代的东风，积极
服务和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重
大战略，推动经济质量提升、城市形象提升、
乡村面貌提升、生活品质提升、人文素质提
升、对外影响提升，持续擦亮“世界苗乡·养心
彭水”城市形象品牌，加快建成具有民族特色
的国际知名旅游城市。

刘茂娇 赖婧 图片由彭水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手指翻飞，丝丝缕缕，一幅苗绣便跃然眼
前……

10月16日，彭水蚩尤九黎城，苗绣非遗传
承人李绍玉正向游客介绍着苗绣：“苗绣分为单
色绣和彩色绣，单色绣素雅大方，彩色绣鲜艳活
泼。它们各不相同，都美丽动人。”

一次“一见钟情”，李绍玉与苗绣结缘。“小
时候在亲戚家见过一幅苗绣作品，白底青线，特
别漂亮。”李绍玉回忆，自那以后，她便开始学习
苗绣。

2018年起，李绍玉牵头创办苗绣工坊，让更
多人加入到非遗技艺的传承中来。

为了满足消费者生活需求，她的工坊生产
香囊、胸针等实用小物件；为了更符合现代简约
审美，她摒弃了绣多绣满的做法，在枕套、衣服
上点缀些许图案。不仅如此，她还将彭水的山
水，阿依河、蚩尤九黎城、鞍子苗寨等景点绣成
了可以捧在手中的苗绣装饰画，成品与照片一
样精细逼真。

除了开工坊，李绍玉还办起苗绣培训班，学
得不错便可以留在工坊上班，补贴家用。自成
立以来，工坊先后开展苗绣技艺培训20多期，培
训人员803人，解决居家就业200余人，实现年
产值160余万元。

“希望有更多人，尤其是小朋友，能参与到
苗绣的传承中来，从娃娃抓起，让苗绣获得更多
关注。”李绍玉说。她还打算做电商，用苗绣描

绘家乡美景，用非遗帮助乡亲致富，让彭水苗绣
走得更远。

李绍玉和她的苗绣工坊，只是彭水近年来
立足“生态、民族、文化”特色，做实苗食、苗绣、
苗寨等“九苗”和康养、文养、禅养“三养”文章，
扎实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更多群众就在

“家门口”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的一个
缩影。

彭水坚持创新发展，让苗族文化“活”起来。
“苗族文化是彭水的靓丽名片。我们深度

挖掘苗食、苗绣、苗艺、苗歌、苗舞、苗医、苗药、
苗寨、苗城‘九苗’文化内涵和价值，充分展示苗
乡独特魅力。”彭水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彭水手艺人精心创作的苗绣作品《砥柱铭》，
被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广泛推广的《苗乡菜
谱》，收录了太子豆花、无忌烧白、郁山擀酥等
100余道苗乡美食。彭水还修缮保护了6个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如今这些村寨都已成为旅游
景区或网红打卡地，这不仅让乡村美了“颜值”，
还让村民鼓了“袋子”。

彭水坚持全域发展，让大众旅游“热”起来。
原生态自然和人文景观是彭水的“宝贵财

富”。彭水不仅有千年不变的美景——阿依河、悬
在云端的氧吧——摩围山、流动的山水画卷——乌
江画廊，还有中国最大的苗族传统建筑群——蚩
尤九黎城等。

“我们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精致化集成1

个国家5A级、3个国家4A级、4个国家3A级旅
游景区和1个市级旅游度假区等‘1341’文旅发
展格局。”彭水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彭
水连续举办了13届中国乌江苗族踩花山节暨中
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7届渝东南生态民族旅
游文化节等区域性节赛活动，“当前，彭水文旅
越来越红火，‘世界苗乡’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
大，生态旅游业已经成为我们推进强县富民的
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彭水坚持融合发展，让旅游品质“优”起来。
彭水聚焦建设生态民族旅游目的地，持续优

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不断丰富
“商、养、学、闲、情、奇”多元化业态，蚩尤九黎城“宛
若仙宫”，乌江夜游“梦幻启航”，江边夜市“热辣潮
酷”，让每一位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还想来。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彭水接待过
夜游客近400万人次，同比增长44.6%。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彭水蚩尤九黎城景
区人山人海。许多人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为了
体验苗族文化的神秘和蚩尤九黎城的雄伟。

来自山东的李先生夫妇还当了一回苗族
“新郎”和“新娘”，亲身体验了苗族婚礼。李先
生说：“苗族婚礼仪式非常有特色，新人们遵循
着古老的传统，在长辈的祝福下，喝拦门酒、唱
哭嫁歌、先生摆礼、媒婆送嫁、拜堂礼、发喜糖
等，每一个环节庄重又喜庆，承载着苗族人民对
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期许。”

让苗族文化“活”起来
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深化产城景融合发展
持续擦亮“世界苗乡·养心彭水”城市形象品牌

彰显“生态、民族、文化”特色优势

彭水 加快建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国际知名旅游城市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提升生态“含绿量”与发展“含金量”

蚩尤九黎城举行踩花山节蚩尤九黎城举行踩花山节，，尽显民族风尽显民族风

采摘白茶采摘白茶

游客乘坐游船畅游乌江画廊游客乘坐游船畅游乌江画廊，，感受青山碧水的生态之美感受青山碧水的生态之美

夕阳照耀下的摩围山景美如画夕阳照耀下的摩围山景美如画

霞光照耀下的阿依河苗寨霞光照耀下的阿依河苗寨

青山绿水相映的阿依河风景如画青山绿水相映的阿依河风景如画
村民们通过机器和人工相结合的方式采挖红薯 乔梓太极水生产基地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摩围山日出摩围山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