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山，地处北纬30度的
黄金产茶带，属《茶经》所记载
的“巴山峡川”之域，茶叶生产
历史悠久，是中国茶叶的源产
地之一。但因为地处偏远深
山、交通环境不便等原因，虽
然有种植茶叶的传统，但不成
规模，没有形成品牌，茶叶产
业一直不温不火。

“且茶叶有别于其它农副
产业，如果没有加工、销售企
业的背后支撑，农户手上茶叶
如何销售就是一个大问题。
更别提长期以来的散户种植
方式，即缺乏专业技术团队，
也没法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
产业发展格局。”据秀山县农
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该县把茶叶作为特色效
益农业的举旗产业来培育，充
分发挥县域茶叶种植基础和
传统工艺的同时，组建了1个
领导小组和7个产业技术服务
指导组及6000余名产业发展
指导员队伍，以产业帮扶破解
技术难题；并以生态资源和有
机发展为优势，走出了“以茶
助脱贫、以茶促增收、以茶保
生态”的发展新路。

收购春茶，是过去茶企业
的原料主要来源。2018年，秀
山在全市率先出台夏秋茶奖补
政策，通过给夏秋茶加工企业
发放补助资金，进一步延长茶
叶生产周期，调动农户参与茶
产业的主动性，带动农户增收。

“茶叶种植必须依靠良好
的生态环境及水资源，峨溶
镇、隘口镇、清溪场镇等诸多
乡镇均符合这一要素，是名优
茶叶生产、加工的理想区域。”
据重庆皇茗苑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国军介绍，
该司采取“公司+村集体经济
组织+农户”的模式，在全县葛
麻村、屯堡村等地带动新增茶
园1万余亩，并全面提升夏秋茶的加工生
产能力，以此增加茶叶总体产量带动季节
性用工，进一步提高了茶农收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产业
托管”、“国有企业助推”、“农户自主经营”
等多种茶产业发展模式的推广，2016年
以来，该县茶叶种植面积由不足6万亩发
展到14.17万亩，覆盖21个乡镇、75个村
（居）、2.8万农户，成为重庆最大茶叶基地
县、重庆市三大茶叶综合示范区之一。

绿色生态有机的发展路子，让秀山茶
叶成为了当地效益突出的“生态富民产
业”。2020年，秀山茶叶成为全市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秀山毛尖”这张全新名片已
逐渐成为区域公共品牌，茶产业也成为了
该县贫困山区群众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
主导产业，累计带动35个贫困村、3866
户贫困户成功实现脱贫摘帽。

走深走实“两化路”，因地制宜、因势
利导建设生态产业集聚区。秀山县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县将按照“种植规
模化、耕作机械化、体制股份化、销售电商
化”的思路，创建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田
园综合体，壮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同时，立足集散中心和特色资源，做强商
贸物流，发展绿色加工制造，通过强化产
业带动，全力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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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药材需‘一分栽、九分管’。山
银花直立性差，如果任其生长，枝条容易下
垂或相互缠绕，垂下后不仅影响山银花生
长，也容易遭虫害，影响药材质量和产量。”
据清溪场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今年山
银花的丰收，入冬以来平阳村村民们都陆
陆续续地开始新苗栽植和修枝整形，同时
进行除草、施肥等工作。

以平阳村万亩山银花为主导产业，按
照“统一规划、规模适度、集中连片、整体推
进”思路，是清溪场镇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所提出的产业发展新思路。2020年该村
采摘山银花鲜花 115万斤，实现总产值
865万元，种植户实现户均增收1.2万元。

秀山县是全国山银花主产地之一。近
年来，秀山将山银花作为扶贫主导产业，通
过补贴种苗费用、补贴基地管护费用、免费
技术培训、全部回收鲜花、产业入股分红等
多种举措，持续调动群众种植的积极性，推
动秀山山银花产业逐步壮大、品牌日益彰
显，基本形成“品种研发—良种繁育—标准
化种植—产地初加工—园区精深加工—电
商网络销售”全产业链条。目前全县已建
成山银花基地19.55万亩，规模全国第二，
年产鲜花3.25万吨，产值4.22亿元。

以脱贫攻坚为统揽，以农民增收为核
心。山银花产业的发展仅仅是秀山围绕建
设“武陵药都”战略目标，持续发展中药材
产业的一个缩影。自2001年以来，秀山始
终坚持将中药材作为全县主导产业持续推
动，把山银花、黄精等“秀五味”中药材作为
举旗产业来培育，着力建基地、强加工、促
融合，订标准、提品质、树品牌，中药材产业

已成为效益突出的“生态富民产业”。
2016以来，通过“打捆资金+优化项

目”方式，已建成中药材基地38万亩，培育
中药材龙头企业36家，产地初加工厂45
家、专业合作社135家、“一村一品”中药材
专业村35个，其中国家级示范村1个、市
级示范村3个。秀山山银花被认定为“重
庆市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山银花、黄精成
功纳入“渝十味”中药材品牌。

同时，按照“园区示范、龙头带动、科技
支撑”思路，初步建成5000亩中医药产业
园。引进了海王、红日、步长（华涛）等大型
上市药企入驻，探索“互联网+”新途径，山
银花、金丝皇菊等中药材产品搭乘电商快

车，年上行交易近3万单，成交金额100万
余元。在产业发展支撑方面，该县还与西
南大学等合作研发了“银花茶”“银天颗粒”

“银花饮料”“黄精冲剂”“酒黄精”等系列产
品，开发了“黄精面条”“黄精饼”等药膳食
品。

2020年全县中药材产量6.3万吨，产
值7.46亿元，产业覆盖23个乡镇3.62万农
户，直接和间接带动贫困户4521户。全县
85个贫困村中有46个、24个重点贫困村
中有13个、深度贫困镇11个村中有8个村
种植中药材，以山银花、黄精等“秀五味”为
重点的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山区农民脱贫致
富的重要收入来源。

1月7日，秀山飘起零星的小雪，但是
年出栏4000头的隘口镇百岁村生猪养殖
厂的建设场面却热火朝天。从去年9月7
日正式开工建设的生猪代养场项目建设已
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将于今年 3月完
工。目前2个单元的养殖厂房已经建好，
养殖人员培训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中。

百岁村的生猪养殖厂项目，仅仅是德
康集团在秀山12个乡镇15个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合建家庭农场的其中之一，也是秀
山深入谋划现代生态畜牧业与精准扶贫结
合的有效举措。为进一步把畜牧产业扶贫

工作与畜牧产业转型升级紧密结合，秀山
在去年先后与德康集团、唐人神集团签约
了50万头生猪养殖循环生态园项目和50
万头生猪绿色养殖项目。

要实现产业发展与贫困户持续稳定增
收齐头并进，利益联结机制是关键。为切
实化解贫困户个人养殖存在的技术水平
低、市场价格风险大、疫病防控风险高、融
资难等问题，该县引导畜牧龙头企业和畜
牧合作组织及专业养殖能人，发挥自身优
势，利用扶贫、担保贷款、社会融资等资金，
采用“公司+村集体经济”、“公司+农户”、

“股份制合作”、“托管代养”、“养殖就业”等
形式发展生猪产业，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型、
合作互助经营型等形式，带动贫困户通过
养殖、就业、分红等途径增收脱贫；项目和
村集体、贫困户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
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入股享受固
定分红。据悉，2020年12月，首批参与德
康集团生猪养殖循环生态园项目的550户
贫困户获得第一次分红，共计86.1万元。

此外，在带贫模式方面，秀山还积极引
导新型经营主体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集体经
济+公司”等产业扶贫模式，形成农户企业
利益共同体，提升产业链、构建脱贫链，实
现“大企业牵手小农户”，促进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推动贫困户与产业
链有效挂钩、持久吸附，持续提高产业扶贫
绩效。其中，由龙池镇养蜂能手白天树所
组建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与邻近
13个乡镇的755户群众通过“联合社+合
作社+蜂农”建立链接机制，以“赊销供种，
保底回收”的模式，带动贫困户从事蜜蜂养
殖，2020年，166户贫困户产蜂蜜75吨，产
值达1125万元，户均收入5万元以上。

目前，该县探索建立的“三率一帐（群
众产业扶贫政策知晓率、产业发展自愿率
和贫困群众保底收益率、产业带贫台账）”
扶贫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已实现贫困村建
社率、贫困户入社率100%，全县所有扶贫
产业均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带贫益贫机制，
16811户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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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是扶贫工作
的重头戏，也是实现贫困
群众由“输血”变“造血”的
重要动力源。

近年来，秀山坚持以
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认真贯彻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把
产业扶贫作为稳定脱贫的
治本之策和根本出路，持
续增强产业扶贫使命担当
责任，紧扣全市十大产业
链，大力发展中药材、茶
叶、油茶、柑橘和生态畜禽
养殖五大特色产业，构建
特色种养、利益联结、生态
建设“多位一体”增收体
系，走出了一条具有县域
特色的产业扶贫新路径。

目前，全县建成特色
种植业基地面积95万亩，
其中中药材38万亩、茶叶
14万亩、油茶22.4万亩、
柑橘20.6万亩，年出栏畜
禽1100万头（只），产业扶
贫基地6774个，数量全市
第一。2020年，全县实现
农业总产值51亿元，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24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