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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80岁以上老人已占总
人口的3.5%，如何让这一庞大群
体生活得幸福健康？近年来，江
津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牢固树立大健康理念，出
台一系列的政策和文件，加快推
动健康生活全民共建共享。

江津坚持把医疗服务设施建
设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全区医
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数
据显示，目前，江津全区共有各级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110个，其中
三甲医院2家、二级医疗机构2
家、（中心）卫生院（含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30个、卫生室（含分室）
649个，构建起了区、镇、村三级卫
生服务网络。

此外，“12 项医改便民措
施”、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
等一大批医疗保障政策已在江津
大地全面落实。医联体建设、公
共卫生均等化服务等也随着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的纵深推进不断加
强，市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民生需求
得到充分保障。

江津还将打造一流养生环境作为打造
康养之城的重要一环，大力推进“全国文明
城区、国家卫生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创建和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打造宜
居宜业宜养的一流环境。经过几年的努
力，多个镇已成功创建国家卫生镇、市级卫
生镇，江津创建国家卫生区也顺利通过了
国家专家组技术评估，一座宜居宜业宜游
的山水之城正崛起于重庆西南部。

目前，江津区65岁以上老人均可免
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85周岁以上的老
年人均获得政府发放的高龄补贴，90周
岁以上的老年人均获得人身意外伤害综
合保险，全区已建立各类养老服务设施
177个。中国农业大学重庆江津教授工
作站、重庆市营养学会硒与人体健康研究
院等机构相继入驻，为江津人民的幸福健
康生活不断加码。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健康产
业阳光无限，潜力巨大。”江津区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该区将立足“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
求，坚持“软件”和“硬件”两手抓，不断增加
健康服务和产品供给，让江津人民在宜居
宜业怡情颐养中拥有更加健康、更加长寿
的生命预期，共建共享美好健康生活。

郭开星 唐楸

江津2012 年，江津获
评重庆市唯一的“中
国长寿之乡”时，共有
百岁老人122名；8年
后的今天（截至2020
年9月底），江津百岁
老人总数已达179人，
8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
口的3.5%。

随着老年健康需
求持续增大，长寿经
济正成为消费升级的
新蓝海，江津也将越
来越多的目光投入到
大健康产业之中，中
老年高端旅游、康养、
医疗、保健等衍生产
业发展方兴未艾，俨
然已成为促进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种
新业态。

10 月 20 日至 23
日，寿乡联盟第一届
理事会第五次（扩大）
会议暨“长寿之乡与
健康产业”（江津）高
峰论坛在江津区举
行 。 凭 借 这 股“ 东
风”，江津将在深度挖
掘长寿资源、培育寿
乡品牌、掘金大健康
产业等方面翻开新的
篇章。

“‘中国长寿之乡’这块牌子来之不易，我们
要倍加珍惜！”10月14日下午，在长寿之乡绿色
发展区域合作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扩大）
会议暨“长寿之乡与健康产业”（江津）高峰论坛
新闻发布会上，江津区副区长熊伟表示，江津全
区上下高度重视、倍加珍惜“中国长寿之乡”这
块“金字招牌”，在强化品牌建设上做出了许多
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全国长寿之乡发展提供
了诸多可借鉴的经验。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下，江津
坚持高位推进长寿之乡品牌建设。”江津区卫生
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江津已成立以区长为

主任、四大班子分管领导为副主任的江津区老
龄委员会，为全区老年事业发展和长寿品牌建
设保驾护航。

在成功争取重庆市老年学学会“长寿研究
专业委员会”落地的同时，江津还组织成立了
江津区老年学学会，专门负责打造长寿品牌、
开发长寿产品、挖掘长寿文化。江津区老年大
学、老年体育协会、老年诗书画研究会、重庆老
年摄影家协会江津分会等以老年群体为主的
机构组织也越来越多参与到老年事业发展中，
加上众多的社工组织、老年服务志愿组织，一
个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领

域、全覆盖的老年学、长寿研究组织体系正快
速形成。

江津历来有“崇尚孝道养人瑞”的优良传
统，有记载的百岁寿星最早可追溯到南宋时
期。借助“中国长寿之乡”这块“金字招牌”，
江津区持续深耕长寿文化，目前已编撰出版
了《走进中国长寿之乡江津》《江津百寿图》
《江津区长寿文化荟萃》等 5本“寿乡江津系
列丛书”和 29期《寿乡江津》季刊，全方位展
示了江津的自然人文环境、长寿健康密码和
尊老敬老氛围，为世人认识和了解江津提供
了全新的视角。

时光回溯到2012年。为解开江津
人长寿的密码，江津聘请了一批科研
院所和邀请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前往考
察调研。结果显示，土壤及农产品富含
硒元素是江津人长寿的重要因素，江津

中硒水平以上土壤占90.2%，江津出产的
大部分农产品都达到富硒标准。自此，一卷
以富硒特色产业、康养旅游产业为基础的大
健康产业发展宏伟蓝图，在江津徐徐铺展开。

近年来，江津区委、区政府将发展富硒产
业作为打造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和推进产
业融合的最大抓手，不仅编制了《江津区富硒
农业产业发展规划》，还成为《富硒农产品》重
庆市地方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在富硒
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科技化发展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

经过多年发展，江津已建成大米、
花椒等8大类产品富硒标准化种植基
地45万亩、水产基地3.8万亩；认证“三
品一标”农产品和富硒产品总量已接
近300个；“一江津彩”富硒养生农产品
公用品牌和“中国生态硒城”“中国富硒
美食之乡”地域品牌已成为市场青睐“新

宠”，富硒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也纷纷打破技
术瓶颈。去年，江津富硒产业产值已达18亿

元，同比增长近18%。

随着富硒农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和一大批
特色农场、休闲农庄的建立，富硒农业和江津
的消费品工业、休闲旅游业互动融合的步伐
也不断加快。

为让富硒生态、人文资源增值变现，江津
紧扣“生态兴、人文美”两大名片，以创建全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为抓手，推进长
寿文化与康养旅游深度融合，相继开辟出了
一江两岸都市旅游区、大四面山生态旅游区、
古镇民俗文化旅游区、原乡人文风情旅游区、
綦河画廊乡村旅游区5条精品线路，并与贵
州赤水、习水和四川合江协同打造中国康养
旅游“金三角”。四屏镇国家级度假区、运动
休闲度假区、生态度假示范区建设，支坪镇康
养小镇、恒大健康城、十大富硒康养主题农庄
等一大批以健康养生为主题的旅游设施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如今，定期开展以健身康养、休闲长
寿为主题的文体旅活动已成为江津文旅的
一种常态。”江津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每年举办富硒餐饮大赛、生态五
项极限挑战赛、高山湖钓鱼比赛、山地自行
车赛等文体旅活动，“四面山水·人文江津”

“大江之津·大爱之城”“富硒富氧·长寿之
乡”等旅游品牌正被越来越多的世人熟知
和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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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富硒稻田 摄/谭文奇

青山碧水、绿掩锦簇的四面山景区 摄/杜宗泽 《寿乡江津》系列丛书

富硒产品 摄/苏盛宇

椒农喜收花椒椒农喜收花椒 摄摄//苏盛宇苏盛宇

江津富硒茶场江津富硒茶场 摄摄//贺宝胜贺宝胜

市民采摘富硒水果市民采摘富硒水果 摄摄//苏盛宇苏盛宇

四面山生态五项极限挑战赛 摄/红建强

琳琅满目的富硒食品 摄/苏盛宇

厚植寿乡品牌优势厚植寿乡品牌优势
向大健康产业掘金向大健康产业掘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