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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赋能 深耕产业 管护升级

黔江 探索集体林改新路径 开辟兴林富民好前景

黔江，地处渝东南武陵山区，森林广

袤。作为重庆林业资源大区，黔江生态优

势显著却曾因林地经营分散、资金匮乏、技

术滞后等问题限制了林业发展潜能。近年

来，黔江主动求变，多管齐下，力求走出一

条绿色发展之路。

如今的黔江，森林覆盖率稳中有升，林

业产业蒸蒸日上，林农生活日新月异。曾

经的难题一一破解，绿色金融、模式创新、

产业升级相得益彰，绘就“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美好画卷，成为林业改革的生动

范例，为更多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

验。

成立全市首个“林业支行”
金融赋能“贷”动林业新发展

去年8月，黔江区召开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工作推进会，会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黔江支
行被授予“黔江林业支行”牌匾，标志着全市首家

“林业支行”正式落户黔江。这对黔江有怎样的
意义？

黔江区森林资源丰富，是乌江流域重要生态
屏障，但在林业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林业
资金匮乏，发展动力不足；金融服务缺位，供需对
接不畅；产业效益不高，综合发展受阻……这些
问题制约着林业的高质量发展。

黔江亟待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以激活林业发
展潜力，急需通过创新举措提升产业效益，实现
林业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促进生
态与经济双赢。

为此，黔江通过率先设立“林业支行”构建金
融组织体系，推行“三优一惠”特色服务，调动林
农积极性。在林业支行带动下，全区当年林业产
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净增30%以上。同时，以“林
业支行”为示范，带动了9家银行机构参与，构建
起“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地方法人银行”的支

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服务体系。
黔江区还以蚕桑产业为切入点，开展农业产

业链、金融链链长制试点。围绕蚕桑产业链，构
建“黔质贷+蚕桑贷”产品体系，并推出“林业碳
汇预期收益权”等10款金融产品，形成保险、贷
款、担保和抵押联动的林业金融服务体系，有力
支持了林下经济产业发展。

此外，黔江区探索“三项改革协同”，汇聚金
融叠加效应。整合林业、金融、环保等部门力量，
建立融资对接机制，依托相关平台推送项目实现
集中融资和监测评估。

在金融赋能的同时，黔江区扎实推进林改措
施。创新林业“新三变”模式，以白土乡为试点，
推动林业资源变资产、林农变股东、大户变经
理。通过林地流转，林农获得稳定租金收益，且
租金逐年上涨；林农以劳动力入股，参与林业经
营并享受分红；培养林业经营管理人才，带动林
业产业发展。

黔江区还抢抓渝东南片区改革主战场优势，
扎实推进“三权分置”，放活经营权；大力促进林
权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壮大林业新型经营
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林业发展与林农
增收双赢。

在金融赋能和多项林改措施的推动下，黔江

区林业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绿色贷款突破70亿
元，增长30%，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20.5亿元，
增长25.3%，培育167家林业经营主体，林业产
业总产值达到62亿元。

织就林农致富路
林业产业链条让林农享受改革红利

近期，黔江区林业局、区科学技术局、太极镇
人民政府与海南金黔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署《黔
江太极镇桑黄种植与加工项目招商引资合同》，
标志着当地蚕桑养殖又一重点产业项目落地。

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分两期实施。黔
江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是推动“林
菌融合”产业发展的重要实践，将依托桑黄药用
价值开发，延伸产业链条，助力乡村振兴，实现经
济与社会效益双赢。

太极镇一直将蚕桑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大力
发展。全镇全年养蚕5851张，产茧5037担，单
产43.04公斤，产茧量连续8年稳坐全区头把交
椅。成功打造鹿子、太河2个千担村，培育出8
个百担户，122户养蚕户实现增产，带动275户
蚕农户、千余名群众增收致富。

在太极镇示范带动下，黔江区蚕桑产业整体

发展势头强劲，构建了“基地、加工、桑旅”全产业
链，提升产业竞争力；落实技术、政策、机制保障，
推动产业稳健发展；加强政府、企业、群众联动，
凝聚发展合力。

目前，全区桑园面积达9.5万亩，2024年产
茧8.02万担，蚕茧产量连续14年位居全市首
位。缫丝产量、织绸产能在全市占比可观。先后
摘取“黔江国家蚕桑生物产业基地”“黔江桑蚕茧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国蚕桑之乡”“黔江
桑蚕茧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等4张国家级名
片。

黔江蚕丝获得欧盟认证，为国际高端品牌供
应原料。产业综合产值达12亿元，带动黔江区
24个乡镇街道、1.2万余户、2万余人栽桑养蚕，
户均增收3.38万元，带动就近务工就业2750人，
人均务工增收5000余元。近 3年，累计创汇
4000万美元，并在石漠化治理和生态改善方面
贡献突出。

蚕桑产业是黔江大力发展林业产业的典型
案例之一。通过“林业饭”，民众不再仅依赖传统
农业劳作获取单一收入，而是参与到林业产业链
各个环节，从种植养殖到加工销售等，都有了获
得收入的机会，林地亩均产值预计达到2600元，
林农来自林业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超过1800
元。

全面落实“林长制”
筑牢绿色“防火墙”加强森林资源管护

今年3月15日，《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正式
施行，标志着我国古树名木保护迈入法治化、规
范化新阶段。近日，黔江区林业局联合重庆市林
业科学研究院、区人民法院、相关乡镇开展古树
名木司法守护活动。活动以召开院坝会的形式，
向周边群众普及古树名木保护的重要性，让绿色
理念深入人心。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群众对古树名木
的保护意识，建立长效机制，为黔江区古树名木
撑起法治‘保护伞’。”活动中，黔江区林业局相关
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古树名木的生态、历史和文化
价值，并宣讲了相关保护条例。

随后，黔江区林业局、区人民法院与相关乡
镇三方共同签订了《千年古树司法守护协议》。
协议明确了各方在古树名木保护中的职责，通过
建立协作联动机制，整合资源，多部门联动发力、
公众积极参与，以法治为依托，以科技为支撑，强

化对古树名木的日常巡查、养护和管理，确保古
树名木得到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

守护古树名木是黔江区推进多维度森林资
源管护的其中一个缩影。近年来，黔江紧紧围绕

“林长制”，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与扎实行动，为
这片绿色家园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在制度建设与责任落实层面，黔江区精心构
建了一套严密且高效体系。黔江区委、区政府对
林长制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区级总林长会议
和专题会议，针对林长制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并制定解决方案。

目前，黔江区形成了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林长责任区域的无缝覆盖，共设立区级
林长36名，乡镇级林长232名，村级林长223
名，确保248万亩林地均有专人负责。过去一
年，三级林长累计巡林达1.7万余人次，“林长+
检察长”“林长+警长”协作机制持续深化，有效
整合了各方力量；网格护林员队伍建设不断加
强，“一长三员”基层管护体系全面落地，切实将
森林资源管护责任压实到了最基层。

同时，黔江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创新
建立交叉村域党建引领“十户联防”工作新机制，
打破村域行政区划限制，组建了4385个“十户联
防体”。借助先进的林火视频监控系统，将边界
区域涉及的相关工作人员纳入林火视频信息推
送范围，确保火情能够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在森林督查工作中，黔江对发现的问题迅速
响应，针对2024年的327个森林督查变化图斑，
逐一进行细致核实，严肃查处涉嫌违法使用林地
的问题。

黔江还通过发布禁火令、封山令，公开野外
违规用火处罚案例，及时更新“十户联防”小组，
严格执行涉林火情“135”早期处理机制等一系
列措施，成功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在松材线
虫病防控方面也顺利完成2024-2025年度疫木
集中除治“冬春战役”。除治面积达7.79万亩，粉
碎率达到47.2%。

未来，黔江将继续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断
深化改革创新，持续优化金融服务、壮大林业产
业、强化森林管护，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美
丽重庆建设，更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的有机统一。

刘茂娇 彭光瑞 赖婧
图片由黔江区林业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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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区县经济通过“赛事+”创
新方程式继续求解发展新动能？巴
南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将以赛为媒，促进体育旅游融合发
展、体育消费扩容升级；铜梁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借力龙文化体育赛
事，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赛事品牌；
永川区则希望继续依托国际顶级赛
事，将“足球之城”打造成该区的名片
之一。

“赛事经济不应是昙花一现，而
要成为持续发热的暖炉。”西南大学体
育学院院长黄晓灵指出，丰富多彩的
高流量赛事可成为提升城市软实力、
促进多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合川区为承
办重庆市七运会新建的游泳馆已成
为市民日常健身的热门场所，展现出
赛事与城市发展的融合。在重庆理
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谢
博看来，区县应将体育赛事纳入城市

发展规划，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城市服务水平。以举办赛事为
契机，改善交通、住宿等条件。

在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原院
长易小光看来，目前对于各大区县而
言，完善体育产业生态是关键。应围
绕体育赛事，发展上下游产业，形成
完整的产业链。一方面，增强体育用
品制造、体育传媒等产业扶持，培育
本土企业；另一方面，引进国内外知
名体育企业，加强体育与旅游、文化、
康养等产业融合，开发体育旅游线
路、文创产品，拓展产业空间。

当足球遇见火锅、攀岩邂逅山
城、电竞碰撞古镇，当体育精神与城
市气质共鸣，当竞技激情与市井烟火
交融，从观赛到度假，从流量到留量，
重庆正在“赛事+”的赛道上迸发出前
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我们期待更多
八方来客来到重庆，用运动丈量生
活，用消费续写城市体育新故事。

怎样拓展
围绕赛事发展上下游产业，形成完整产业链

当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共鸣，当观赛流量变发展增量——

重庆体育经济撬动消费新赛道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 杨潇

上个周末，4场高级别体育赛事相继
在巴南、铜梁、永川、江津擂响战鼓。3月
15日晚，重庆铜梁龙体育场化为一片红
色海洋，2025中甲联赛开幕式在此举行，
重庆铜梁龙队主场首秀吸引了万余名球

迷到场助威；次日，中国足协杯开幕式在
江津区鼎山体育场拉开帷幕，东道主重庆
春蕾队点球战胜北京理工队，点燃全场
热情；同一天，中国女足最高级别职业赛
事——2025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
第三轮在永川区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与
此同时，巴南区华熙LIVE·鱼洞·场馆内，

重庆观众以山呼海啸般的呐喊，见证了
WTT重庆冠军赛2025（以下简称WTT）
孙颖莎、王楚钦的夺冠荣耀时刻。

这个“四城同燃”的周末，勾勒出重庆
区县体育经济发展的新图景——各大区
县赛事经济方兴未艾，正在将赛事流量转
化为经济发展增量。

中甲联赛开幕式现场，当非遗铜梁火龙在
场内翻腾出绚丽的金花时，铜梁区文化馆馆长
杨俊难掩自豪：“这些龙为中甲联赛注入了‘铜
梁魂’。”

上周日，在相隔40公里外的江津，足协杯
开幕式上灵动的“小彩龙舞”是江津区的市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它将舞龙与中华传统武术融
合，刚柔相济，为揭幕战铺陈出千年武术之乡
的底蕴。

“非遗+赛事”的化学反应，恰是重庆区县
办赛的特色之一，区县各具特色的文旅资源与
顶尖赛事“强强联合”，彰显独特魅力。

不只非遗，体育赛事青睐中心城区周边，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硬件支撑构筑起区县
办赛的底气。例如在巴南，华熙LIVE·鱼洞·
场馆具备举办国际顶级体育赛事的硬核实
力。永川体育中心作为女足国家队训练基地，
是中国女足口中的“老家”之一，高规格的场馆
建设水平为承接国内外顶尖体育赛事的举办
提供了坚实保障；而铜梁龙体育场则是广大球
迷认可的聚集地，群众基础深厚。

重庆邮电大学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滕金生
注意到，近年来在赛事组织方面，周边各区县从
赛事筹备、人员组织到现场调度，已较为成熟。
例如《铜梁区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业高质量发展
五条措施》等政策支持就为赛事经济注入活水。

浓厚的群众体育氛围更是办赛的重要基
础。江津区多年来致力于将足球从“娃娃抓
起”，全区足球场数量达117片；永川区数年来
依托永川国际女足锦标赛等大型赛事，将足球
文化植入城市肌理，除了让足球走进学校，还
在城中修建足球主题公园、雕塑，街头巷尾随
处可见市民对足球的热情。

“重庆浓厚的乒乓球氛围是WTT连续五
年落地重庆的重要原因。”中国乒乓球协会相
关负责人曾多次这样表示。在巴南，WTT的
配套活动“村踢踢”球王争霸赛等群众性赛事，
连续两年引发狂欢。重庆大学体育学院副教
授、国际级乒乓球裁判严小波也关注到，近年
来重庆各大区县“村BA”“村TT”等火爆的特
色群众赛事层出不穷，“有这样的群众热情，顶
级赛事自然能在沃土中生长。”他说。

优势在哪
非遗特色、硬件优势、群众基础构筑区县办赛底气

“看完球赛泡温泉，这种度
假真是完美！”WTT落下帷幕
的当天，上海游客李薇去打卡
了南温泉和木洞古镇。像她这
样“跟着赛事游重庆”的消费者
不在少数。数据显示，WTT赛
事期间巴南区接待游客116.07
万人次，带动综合消费数亿元。

“我们希望龙文化从街头
‘火’到赛场，让地方特色非遗
与体育跨界共生，更希望让体
育流量转化为文旅‘留量’。”铜
梁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赛事期间，铜梁区在球场周边
集中推介“渝味360碗”铜梁特
色美食和玄天湖等景点，周末
两天全区游客人数同比增加
13.25%，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974万元；江津区则以赛事为
媒，大力推介白沙古镇、四面山
景区的旅游线路，赛事期间旅

行社接单量大幅上升。
2025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发展赛事经济。作为新
兴经济形态，赛事经济正以强
大的产业带动效应和品牌传播
效应，为重庆区县经济发展注
入新动能，最直接的体现就是
消费拉动。

重庆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各大区县已形成“月
月有赛事、区区有品牌”的格
局。今年，重庆龙舟公开赛、中
国武隆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
赛、环三峡公路自行车赛、智跑
重庆国际城市定向赛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品牌赛事都将在不同
区县举办。接下来，还将跨部门
协同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推
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
圈，充分释放体育赛事特有的聚
众效应、流量效应和乘数效应。

如何变现
体育跨界、文旅融合形成品牌效应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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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2025中甲联赛开幕
式暨第一轮比赛中，双方球
员激烈拼抢。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九龙坡九龙坡
图①：2024中国攀岩联赛总

决赛中，选手向上冲击终点。
记者 张春晓 摄/视觉重庆

忠县忠县 铜梁铜梁

图②：第五届长江三峡电子竞
技大赛总决赛颁奖典礼现场。

通讯员 余鸿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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