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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34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10月25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扛起
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云阳县专场。会上，云阳县相关负责人
围绕“推进小县大城、强镇带村双试点 建
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先行地”作主
题介绍，并回答媒体记者和网友提问。

云阳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是长江经济
带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当
前云阳正加快建设“一地三区两城”，以打
造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先行地为总体
目标，以山地农业优品区、绿色工业集聚
区、国际旅游度假区为产业支撑，以山水公
园智慧城市、区域交通枢纽城市为空间承
载，加速建设现代化新云阳。

抢抓双试点建设，探索城乡
融合发展新路径

去年11月，云阳成功入选全市“小县
大城”“强镇带村”试点县。近一年来，云阳
统筹县城的优势、城镇的特点、乡村的资
源，初步探索出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云阳县委书记陈道彬介绍，在城市提
标提质上，一方面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培育
壮大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实施城区
四个街道、周边四个镇的“四街四镇”一体
化、新市民安居保障等“十大行动”，50平
方公里、50万人口的“双50”城市基本建
成，60%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在园区集聚；
另一方面提升城市品质，统筹“改小区、改
片区、改辖区”，三年滚动改造老旧小区
796万平方米、惠及20多万群众，33公里
环湖绿道串联八大主题公园，市民“3分钟
到节点游园、5分钟进公园广场”。

聚焦城乡互促共进，云阳坚持以大
镇、中心镇为节点，着力打造“三个站”：首
先是人口转移中转站，持续推动能人下
乡、鼓励农民进城，2200多名外出成功人
士返乡创业、到位资金超60亿元，43个就
业帮扶车间吸纳8500多人就地就业；其
次是农业生产服务站，积极探索“加工在
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发展模式，推动
1110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深度嵌入33
万亩柑橘、13万亩中药材产业，联农带农
超17.7万户；最后是绿水青山守护站，坚
持“一村一幅画、一镇一特色、一域一风
光”，实施通道环境整治1200公里，“以线
带面”打造市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3个、
美丽庭院450个。

围绕强农惠农富农，云阳大力实施农
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以“强村公司”为牵
引，推动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三个轮子
一起转”，创新订单合同、产品代销等6种
联农带农模式，全县96%以上涉农村社经
营性收入超10万元，带动27.5万农民变

“股东”，真正让广大农民在家门口“既有盼
头、更有搞头”。

打造绿色工业集聚区，力争
2029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
22%以上

云阳拥有20个门类经济形态，市场主
体总量达11.5万户，围绕全市“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大力发展了电子信息
制造、先进材料、食品及农产品加工、新能
源及新型储能等产业，构建起“2238”现代
制造业集群体系。

“近年来，云阳坚持生态优先，深挖生
态资源、供给绿色产品、塑造特色品牌，已
经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立足山区库区特色资
源禀赋的生态价值高质量转化新路子。”云
阳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李茂涛介绍，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坚持向生态要效益，让好资源转化好
产品。用好长江、澎溪河等“一江四河”优
质水资源和250万亩生态林地资源，因地
制宜打造一批特色基地；历经15年精心培
育三峡阳菊，从测土、测风、测水、测光到育
苗、种植、加工、培育，建立起“一株种苗到
一杯健康饮品”的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通
过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有机认证，有机
菊花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30%。

坚持向创新要动力，让好产品实现好

价值。锦艺新材料针对高端芯片所用覆
铜板研发的球形硅微粉，占据国内市场份
额 80%；金田塑业打通研产“最后一公
里”，生产的新型包装材料双向拉伸聚丙
烯薄膜在西南地区市场占有率超60%，今
年6月，还成功落地金田高分子材料中试
基地，将带动全产业链研发投入强度实现
3年翻番。

坚持向营商要活力，让好价值集聚好
态势。全力推进“云阳见面”招商外联服务
工作，围绕重点产业和龙头企业精准招引、
集聚成势，每年有超2000名云阳老乡返乡
就业创业，全县市场主体总量达11.4万
户，近三年工业投资平均增速超过50%。

到2029年，云阳将力争实现制造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22%以上。

打通“大通道”畅通“微循环”，
加快建设区域交通枢纽城市

近年来，云阳坚持以交通格局牵引城
镇体系优化，江龙高速、巫云开高速开通在
即，“四横一纵一联线”高速路网加快构建，
公路里程突破到1万公里，50%的乡镇实
现“半小时上高速”、74%的乡镇实现“一小
时到县城”。随着郑渝高铁开通，云阳也迈
入了高铁时代。

“云阳作为成渝、关中平原、长江中游
三大城市群的重要连接点，正发挥交通先
行作用，加快建设区域交通枢纽城市。”李
茂涛说，对外着力打通“大通道”，加快构建
铁路、高速、水运、航空“四张网”。其中铁
路网建设方面，除已通车的郑渝高铁，云阳
正积极谋划渝东北沿江普速铁路、万州至
云阳普速铁路，推动构建万开云铁路环线；
航空网建设方面，正加快开展云阳通用机
场前期工作，规划论证三峡货运机场，全面
融入区域航空网。

对内着力畅通“微循环”，建好便民、产
业、旅游“三条路”。其中旅游路建设方面，
将实施“城景通”“景景通”工程，构建“快进
慢游”网络，明年江龙高速通车后，县城到
龙缸景区时间将由2小时缩短至30分钟，
全县3A级以上景区间平均通行时间不超
过15分钟。

立足交通支撑，云阳继续扩大“朋友
圈”，线下挂牌投用渝东北首个县级保税
仓，库区首创云粤公路物流快速班车实现

“门到门”服务、提高运输时效20%以上；
线上搭建面向欧美市场跨境电商平台，芸
山农业菊花、连年发面条等9款产品已通
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证。今年1-9
月，全县进出口总额增长85.6%。

推进小县大城、强镇带村双试点

云阳：加快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先行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今年国庆假期，云阳地质公园恐龙化
石遗址馆以独特的恐龙化石资源，吸引了
市内外游客争相打卡。作为节前才开门迎
客的新景点，该馆取得了单日游客数量超
6000人次，7天累计接待游客逾3万人次
的成绩。

这是云阳建设国际旅游度假区过程中
取得的又一新进展。

一碗面、一味药、一个景区……日前，
记者在云阳县采访时了解到，该县正锚定
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先行地这一总体
目标，依托山地农业优品区、绿色工业集聚
区、国际旅游度假区三大产业支撑，聚焦山
水公园智慧城市、区域交通枢纽城市目标，
加快建设“一地三区两城”现代化新云阳，
打造山区库区强县富民新样板。

一碗面
20万云阳面工“挑”起全国七

成鲜面市场份额

“历经压打千百遍，一生只为一碗面。”
在位于云阳县巴阳镇巴阳村的杠子面传习
所，一副对联格外醒目。

“一碗好的杠子面，要经过300多次反
复碾压。”48岁的杠子面传承人刘益一边
忙着手里的活，一边向记者介绍。

云阳杠子面发源于巴阳峡两岸，据考
证已有千年历史。当时，人们用石碾将小
麦磨成面粉发成面团，再用竹杠对其反复
碾压上百遍制成面条，故名“杠子面”，其

“三醒三压”的制面工艺一直流传至今。
“我的爷爷刘官贤是土生土长的巴阳

人，因做得一手细如丝、韧劲足、入口滑糯
的杠子面，在当地小有名气。”刘益介绍，
2016年，他从重庆中心城区回到云阳巴
阳，开始了杠子面传承人的生涯。

在传承的基础上，刘益还对杠子面进
行改良。

“杠子面虽然筋道爽滑，但也存在久煮
易断的问题。”刘益发现，在杠子面加入本
地清明菜后，得益于膳食纤维的加持，面条
更加劲道，还能久煮不断、久煮不浑汤。刘
益说，他将以传习所为平台，吸引更多人来
学习传承杠子面传统技艺，同时通过改良
融入更多新元素，将云阳杠子面传得更广
更远。

截至目前，有20万云阳面工在各地创
下了全国70%以上鲜面市场份额，每年产
生的现金流超700亿元。为进一步推动云
阳面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该县正以创建中
国·云阳“面食美食地标城市”为契机，全面
开展“面食带美食”行动，通过构建品牌推
广体系、产业发展体系、销售网络体系和服
务保障体系，推动“面食+”实现全产业链
千亿产值。

一味药
13 万亩特色中药材带来 11.7

亿元产值

在打造绿色工业集聚区方面，云阳逐
步探索出了一条立足山区库区特色资源禀
赋的生态价值高质量转化新路子。特色中
药材就是其中一张名片。

该县清水土家族乡竹台村和火埠村联
手打造了60亩淫羊藿高产示范基地，采取

“企业+村集体+农户”的运行模式，建立起
牢固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

“公司对道地药材有着极大的需求量，
我们已摸索出一条‘我育你种我收’的中药
材资源开发生产模式。”重庆三峡云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强告诉记者，作
为一家成立32年的云阳本地药企，公司拥

有近 20个中药材品种，年产值超 2.5 亿
元。他们立足库区中药材特色资源，建立
了三峡库区道地特色中药材种植核心示范
基地近5000亩，推广基地近2.5万亩，已带
动云阳数十个村的村民和村集体经济实现
增收。

向生态要效益，让好资源转化为好产
品，云阳已尝到甜头。

比如，在海拔1700多米的云峰山上精
耕细作渝峰乌天麻，天麻素含量高达
1.64%，是国家标准的6倍以上；15年来精
心培育的三峡阳菊，建立起“一株种苗到一
杯健康饮品”的标准化体系，有机菊花产品
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30%；三峡云海药业
按照“药材买库区、药品卖全国”思路，推出
多款源自经典名方的畅销品，核心单品占
国内同类产品市场份额超90%……

数据显示，通过采取林下立体种植等
方式，云阳已发展特色中药材13万亩，除
了天麻、陈皮、艾叶等品种获评重庆道地优
势中药材外，还联农带农超17.7万户、实
现了11.7亿元产值。

一个景区
5 年后云阳文旅产业增加值

占GDP的11%以上

“云阳离万州不远，不管是自己开车还
是乘坐高铁，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和恐龙
来一场亲密接触。”上周末，万州市民张涛
特地带上妻儿，来到位于普安乡的云阳地
质公园恐龙化石遗址馆，一睹上亿年前恐
龙的真容。

今年9月28日，随着云阳地质公园恐
龙化石遗址馆的开馆，世界范围内单体最

大的侏罗纪原址化石墙，揭开了它的神秘
面纱。

“科研人员在发掘过程中形成的恐龙
化石墙，是世界范围内单体最大的侏罗纪
原址化石墙，被古生物界誉为‘恐龙化石长
城’。”云阳县恐龙世界文化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志介绍，化石墙长150米，
高6-10米，埋藏深度至少20米，展布面积
达1320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目前化石墙上大大小小
的近5000处恐龙化石，涵盖头骨、牙齿、椎
体、肢骨、腰带等多个骨骼部位，已经确定
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剑龙类、基干新鸟
臀类五大类恐龙化石。

云阳恐龙动物群横跨整个中侏罗世，
是重庆侏罗纪时期恐龙化石的典型代表，
也是全市目前发现恐龙化石分布最密集的
产地之一，兼具时代跨度大、分布范围广且
密集、恐龙种类丰富多样等特点，还填补了
早-中期侏罗世恐龙演化的空白，衔接了
恐龙演化过程中缺失的链环。截至目前，
科研人员已经在云阳发现并命名了普安云
阳龙、磨刀溪三峡龙、普贤峨眉龙、元始巴
山龙、朐忍渝州龙这5种新属新种恐龙，这
也支撑了云阳恐龙动物群是一个新恐龙动
物群的说法。

“我们将把文旅产业、城市营销、消费
市场与世界地质公园建设深度融合，建立
全域全季旅游业态供给体系，持续擦亮区
域品牌，加快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云
阳县相关负责人透露，在着力建设国际旅
游度假区方面，他们也确定了一个“小目
标”——2029年，全县文旅产业增加值占
GDP总量达11%以上。

以山地农业优品区、绿色工业集聚区、国际旅游度假区为产业支撑

云阳做好“一碗面、一味药、一个景区”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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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位于云阳县的重庆三峡云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展示药品。

9月27日，云阳县水口镇，数智森林小镇城运中心，
工作人员在忙碌。

9月27日，云阳县巴阳镇巴阳村杠子面传习所，杠
子面传承人刘益正在用传统方法制面。

9月27日，云阳地质公园恐龙化石遗址馆，游客正
在参观。

（本版图片由记者谢智强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