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川玄参种植基地

核 心 提 示

4月11日，一场汇聚了川渝两地众多专家

的研讨会在南川举行。会上，与会专业人士围

绕南川如何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推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

这场高规格的研讨会，预示着南川将以大

健康产业破题，与四川省有关部门、企业、单位

共同按下合作发展的“启动键”，在双城经济圈

中找准“坐标”。

研讨会现场 摄/喻梵

金佛山药用植物博览园

大健康产业，
为南川在“双城记”中找准坐标

专家建言献策 助南川大健康产业迎风起舞

南川“十二金钗”大观园花海田园跑活动 摄/任前蔚

生态金佛山，康养好去处 摄/汪新

南川森林旅游日渐红火 摄/甘昊旻

看现实
“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
市”的底气

为何是大健康？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我们

有信心成为双城经济圈大健康产业版
图上的新地标。”当日研讨会上，南川区
相关负责人底气十足地表示。

这份底气来自于南川的家底：南川
是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城区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连续3年领跑主城都市
区。境内的金佛山是主城都市区唯一
的世界自然遗产，已查明药用植物4180
种、动物500多种，占重庆市药用植物
的77%，占全国已知药用植物的38%，
被誉为“地球生物基因库”“中华药库”

“南国雪原”。同时，南川还是全国首批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拥有全国唯一
成建制专业从事中药材栽培的科研单

位——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以及重
庆唯一的市级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区。

种种优势，为南川发展大健康产业
奠定了基础。

该区发展大健康产业的思路由来已
久。早在2017年，南川就制定了相关规
划，去年又出台文件，对赴南川投资的大
健康类企业，在用地、规划、资金等要素
上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政策措施，有力
推动了大健康产业发展。目前，南川的
国家地理标志中药材天麻及玄参等种植
规模超过2.5万亩，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区
已引进中国医药、上药慧远、华润三九等
重点医药企业9家。2019年，全区实现
大健康产业增加值139.6亿元。

看机遇
大健康产业发展迎来新风口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大

健康产业上步履坚定的南川，遇上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正式将这一战
略提升到国家层面，为我国健康产业的
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打开更广阔的前
景；今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做出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重大决策，把成都和重庆推到
合作共赢的新起点；今年3月19日，市
委、市政府召开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明确了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点
领域，南川在相关领域都有较好的基
础。

“现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都加大
了健康产业支持力度，扶持政策、金融
资本、人才资源、创新技术等都在往大
健康领域配置。”该负责人说，去年发布
的《重 庆 市 现 代 服 务 业 发 展 计 划
（2019―2022）》中明确指出，支持南川
等地培育发展一批健康养老、文化创意
等特色服务业基地和园区，到2022年

建成南川区大观园等10个大健康产业
园区。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提升了全民
健康认知，人民群众对健康消费更加重
视，消费需求从传统医疗救治向医疗保
健、运动休闲、健康养生等领域拓展；同
时南川在疫情防控上采取硬核措施，把

“早、严、准、快”贯穿防疫斗争全过程，
守住了“零确诊”底线，大批游客慕名而
来，也为大健康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市场
机遇。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大健康产业的
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2.55%，到2030
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有望达到16万
亿，是目前市场的3倍——手握天时地
利人和优势的南川，有望在其中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看蓝图
福地南川未来可期

那么，如何把握机遇，在这片潜力
巨大的“新蓝海”里畅游呢？

“立足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
良、旅游资源优厚‘三优’禀赋，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大局中找准‘南川坐标’。”
上述负责人称，将大力推进大健康产业
发展，着力引进一批大健康项目，全力
打造一批大健康业态，聚力开发一批大
健康产品，力争将南川建设成为服务重
庆主城都市区、配套双城经济圈的大健
康首选地。

具体而言，南川将大力发展中医
药产业，着力培育中医药“种、加、销、
医、养、研”全产业链，建设全国中医药
产业基地，力争2025年产值达到300
亿元。

南川还将大力发展康养产业。突
出森林康养、文旅康养、运动康养、中医
康养“四大业态”，塑造养生、养心、养老

“三养品牌”，打造重庆主城康养胜地，
力争2025年产值达到200亿元。念好

“山”字经，充分挖掘金佛山的药、竹、
茶、佛等文旅价值，培育“植物星球”“睡
眠小镇”等康养产品业态，让游客体验
静下来的生活；建设金佛山山地户外运
动公园，推出滑雪、漂流、飞拉达、攀岩、
露营等运动康养项目，打造金佛山国际
登山赛、国际绳索救援赛等国际赛事品
牌，让游客体验运动的魅力。推进医养
一体、药食同源，培育温泉疗养、药膳食
疗、康复理疗等特色康养产品，提供“二
十四节气”中医康养，让老年群体享受
四季康养。

依托优良生态环境，南川还将加大
力度发展生态农业，“我们将以中药材、
古树茶、方竹笋和南川米‘3+1’特色产
业为重点，构建‘农工贸、产加销’立体
产业体系，壮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等品牌数量，打造双城经济圈特色农
产品供应基地。”该负责人表示。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
难看出，南川这座大健康之城已经呼之
欲出。

王静 刘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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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将带
来哪些机遇？如何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中，找准自己的定位、目标和
路径？4月11日，南川区举行加快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
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来
自川渝两地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为该区加速发展大健康产业积极建
言献策。

抢抓重大战略机遇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四川省政
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商会会
长陈放表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建设，必将深刻改变川渝两地的
战略位置、区域能级和发展格局，也
为两地更好地融入全国乃至全球经
济大局提高了竞争力。

“如何才能抓住这个重大的战
略机遇？”他建议，整合资源、形成合
力、务实推进。具体而言，一是在大
平台方面，可以在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大健康产业合作示范区方
面主动思考并发力；二是在大创新
方面，可以积极谋划筹建大健康产
业研究院，推动打造大健康产业的
区域创新中心；三是在大联动方面，
可以推动组建跨区域的产业联盟，
联合国内外的科研机构和专家资
源，举办高端论坛；四是在大市场方
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市场主体的
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招大引
强、招大引优。

“大健康产业是双城经济圈的
一个重要经济类别。”四川大学历史
文化（旅游）学院、工程设计研究院
院长、总工程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柳认为，基于这一点认识，南川应
加快大健康产业的要素聚集，实现
大健康产业的规模化、特色化发展；
同时，尽快梳理本地大健康产业体
系，在业态上可充分依托和发挥区
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
源优厚“三优”禀赋，突出生态、康
养、健康医疗等产业，并以泛旅游、
康养为牵引线，通过区域协同来加
速融入双城经济圈，把品牌真正塑
造出来。

擦亮金佛山这块“金字招牌”

“我认为，南川要发展大健康产
业，就必须打好金佛山这块牌子。”
四川省大健康产业协会秘书长杜其
文表示，金佛山本身就是一座宝库，
在核心区内一定要保护好，在核心
区外要充分利用，“如何利用？除了
发展旅游业外，还要以第一居所和
第二居所的形式不断开拓高端医
疗、养生产业，打造渝南黔北的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康养和疗养型的专
科医院，形成相对固定的消费人
群。”

专家们认为，要擦亮金佛山这
块“金字招牌”，南川有两个现成的
模板可以借鉴。

第一个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
“金佛山被称为‘东方的阿尔卑
斯’。事实上，阿尔卑斯山不仅有旅
游，而且有成熟的健康产业链，这些
健康产业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治未
病。”成都中医药大学眼科学院、成
都中医大银海眼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天
府杰出科学家、省委省政府决策咨

询委员会委员段俊国说，如果南川
能够站在治未病的角度去发展健康
和养生产业，相信会有很好的发展
前景。

第二个模板是吉林的长白山。
四川省原子能研究院院长、二级研
究员陈浩表示，长白山的人参天下
闻名，吉林也合理利用了长白山的
资源和招牌，做大做强健康产业链，

“我想，南川也可以参考和借鉴吉林
的做法，把金佛山的玄参做成一个
大产业。”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当今世界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
竞争，教育的竞争。专家们认为，南
川要加速发展大健康产业，必须补
上人才这一“短板”。北碚区政协副
主席、西南大学药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胡昌华表示，大健康产
业需要专业人才，而重庆的大健康
产业人才培养以西南大学为主体，
接下来西南大学将计划成立相应的
大健康产业学院或研究院，“因此，
我们希望加强与南川的校地合作，
联合打造产学研用的平台，加速成
果转化。”

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四川办事处
主任刘太明则认为，人才能为高质
量发展和大健康产业提供技术支
撑，重庆和四川两地在医疗卫生领
域的高校资源富集，每年都有大量
的硕士和博士毕业，如果南川能够
建立一个招才引智的工作站，把人
才引进来，甚至筹建一所以大健康
专业为主的大学，相信能对大健康
产业的发展起到“助推器”作用。

区县观察·南川 7CHONGQING DAILY

2020年4月 13日 星期一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