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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区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情况
（数据截止至202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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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

加快大健康产业发展，一头连着

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内

在要求。

南川是重庆主城都市区的重要

板块，是全市4个同城化发展先行区

之一，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良，

文旅资源优厚，“三优禀赋”叠加，为

大健康产业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近年来，南川抓住用好“健康

中国”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

大战略机遇，加强顶层设计，注重川

渝协同，加快培育具有区域带动力的

大健康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中医药产

业、康养文旅、生态农业等，打造高质

量发展的“绿色动能”。

天星温泉天星温泉 摄摄//甘昊旻甘昊旻

激
活
乡
村
绿
色
宝
库

发
展
﹃
金
佛
山
珍
﹄
健
康
产
品

6月的清晨，南川区南部
山区德隆镇茶树村，高大的
古茶树张扬着绿色生机。

这里是金佛山古树茶红
茶“金山红”的产区。2018
年，“金山红”还登上了央视
舞台。从此，珍贵稀有的古
树茶走上了越来越宽的发展
之路。

南川与茶，有着深厚的
渊源。

金佛山上有野生古茶树
1万多株，其中最古老的一株
树龄达2700多年，被茶叶界
视为“茶树鼻祖”。

如何让几千年的茶树与
产业相连、与健康相连、与老
百姓的幸福生活相连？南川
区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做好茶产业、茶文
化、茶经济的融合文章。

北部片区，木凉镇汉场
坝香炉园茶叶专业合作社，
老板吴艾把茶产业、茶科技、
茶文化、茶旅游有机结合，打
造集观光休闲、教学实践、茶
道为一体的茶旅体验基地，
成为都市休闲农业的示范
点。

全区茶园种植面积达到
11 万亩，发展茶叶企业 22
家，建成茶叶专业合作社29
个。2020年，全区茶叶生产
总量达到4221.6吨。

南川不仅“茶香四溢”，
中药材、古树茶、方竹笋和南川米“3+1”特色产业都
得到了长足发展。特色产业蓝莓发展迅速，全区种
植面积达到5000亩，成为全市最大的蓝莓标准化种
植基地。以嘉蓝悦霖为龙头的蓝莓企业，建成投用
了蓝莓保鲜库、科研楼、组培车间，蓝莓原浆果汁、果
浆、果粒生产线正加紧建设。

“我们主打‘绿色牌’，主推‘金佛山珍’品牌。”
南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全区已获得“三品
一标”认证128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61个、绿色食
品56个、农产品地理标志4个，打造的“金佛山珍”电
商区域公共品牌“线上线下”同步，极大提高了南川
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认可度。

以田园美铸就生活美。作为全国首批生态建设
与保护示范区、全市乡村振兴综合试验示范区，南川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挖掘
乡村生态价值，充分利用空气富氧、土壤富硒、水质
富锶优势，着力培育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生态经
济体系，着力于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都市休闲农
业，发展绿色农产品、大健康产品。

如今的南川乡村，土地长出了“金元宝”、生态变
成了“摇钱树”、乡村成为了“聚宝盆”。

发展四种康养业态 打造养身养心“第二居所”
健康，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周五，下班出城。周末，和父母在林间漫

步，与爱人在茶室品茗，陪孩子在农庄游戏，亲
近自然，释放压力，散去疲惫。周一一早，再以
全新的姿态出发……对很多市民来说，这样的
生活方式无疑是一种美好理想。

南川，让理想照进现实。发展森林康养、
文旅康养、运动康养、中医康养，让大都市居民
参与“动的康养”、体验“静的养心”，打造主城
市民的第二居所。

金佛山西麓，良瑜国际养生谷正在如火如

荼建设中。围绕休闲娱乐、运动健康、森林康
养、谧林度假区四大功能板块，将建设大地花
海、特色民宿、星空露营基地、度假酒店、青少
年营地中心、配套商业、避暑疗养居住区、智慧
康养平台、中医文化长廊、养身禅学院等一揽
子配套，打造集休闲、体育、教育等为一体城市
近郊型森林康养住假目的地。

在南川，这样的综合性康养产品不断走进
大众视野，并迅速占领市场。

乐村兴茂旅游康养度假区项目规划打造
集健康、养生、养老、休闲、旅游等多功能融为

一体的四季度假康养小镇。
中海黎香湖项目则配备有室内恒温游泳

池、足球场、羽毛球馆等运动设施，并发展了皮
划艇、路亚垂钓、露营基地等。

“我们从谋划康养产业发展起就一直在倡
导一个方向——从单一的避暑产品向综合性
康养产品升级。”南川区金佛山管委会副主任
王兵介绍，重点围绕金佛山片区、大观生态园
片区和乐村、山王坪等组团，南川相继引进了
一批旅游康养综合体项目，协议引资总额达
600亿元。

一大批重量级康养项目愿意落户南川，正
是因为这里具有发展四季康养的绝对价值和
先天优势。

南川的康养优势毋庸置疑。全域森林覆
盖率达55.2%，年平均气温17.6℃，2020年城
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在354天，荣膺联合
国“杰出绿色生态城市奖”，是中国气候宜居城
市、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随着“一日
生活圈”“1小时通勤圈”的加快建设，可以保
证主城市民在1.5小时舒适车程内，到达南川
各个旅游康养度假区。中医药产业，更是为南

川康养“锦上添花”。
截至2019年，共有3万余人在南川购置物

业长期居住。加上农家乐租住等形态，南川全
年休闲避暑人数超过20万人，位居主城都市
区各大休闲避暑、旅游康养地前列。2020年，
全区销售康养度假物业（含认购）16.93万平方
米、金额12.71亿元。

抢抓战略机遇 因地制宜发展中医药全产业链
4月24日，“首届中国（金佛山）健康产业发

展大会”在南川召开。大会吸引了包括中国工程
院院士俞梦孙、樊代明等在内的一众中医药、健
康产业大咖参加，为南川以中医药为特色的大健
康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发展中医药产业是国家战略。南川中医药
底蕴深厚，拥有良好的资源条件、文化积淀和产
业基础，正努力把中医药产业培育成为战略性新
兴支柱产业。

南川是国内著名药用植物资源“基因库”、川

产道地药材主产区之一，药用植物品种约占重庆
市的77%、占全国的38%，拥有“南川天麻”“南
川玄参”“南川金佛山中华蜜蜂”等国家地理标志
中药材。方圆1300平方公里的金佛山更是被誉
为“中华药库”，现已查明有中药材资源4967种。

南川拥有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川渝共建
实验室等科研平台。

南川建成了全市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医
药科技产业园区。

用好中医药资源优势、科研优势、园区平台优

势，发展壮大中医药产业，是南川发展的重大课题。
“我们把中医药产业科技园区建设作为中医

药产业发展的主战场，以制造为龙头，着力带动
上、中、下游的中医药产业链条，打通中医药产业
的全产业链。”南川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南川
区持续做大“药”文章，已形成种、加、销、医、养、研
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招商引资同步推进。近年来，南川中医药产
业签约项目40余个，协议引资近500亿元。截
至目前，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区已形成10平方公

里制造基地，上海医药、华润三九、河北金木等一
批知名企业相继落户，投产企业10余家，以中药
饮片、中药配方颗粒、中成药、中医药保健品、特
色植物资源化妆品、特医食品等为特色的中医药
产业蓬勃发展。金钱草颗粒、复方板蓝根颗粒、
复方补骨脂颗粒等产品实现“南川制造”。

同时，南川着力于发展道地药材示范基地、
开展中医药物流配送、建设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基地……助推全产业链发展，现已建成生态
中药材种植基地30万亩，3.9万平方米的中国

金佛山中药材物流配送中心主体工程已经完
工，成为全市唯一的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科技为支撑、种养
为基础、制造为龙头、流通为牵引、旅游为推
动、文化为灵魂，力争到2025年实现全区中医
药产业产值达到300亿元以上，成为南川重要
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推动南川建设成为全市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区。”南川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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