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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一心三带”风景起 乡村振兴新局开

今年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

乡村振兴战略进

入崭新阶段。

在 边 城 秀

山，乡村振兴的

脚步正按照先行

示范、重点帮扶、

积极推进三个层

面分类推进。全

县围绕“一心三

带”突出茶叶、中

药材等主导产业

发展，加快推进

兴隆坳农业园区

核 心 区 和 平 阳

盖、川河盖、太阳

山三大特色产业

示范带建设。

上半年，全

县农业农村经济

稳中有升、保障

有力，实现农业

总产值 17.2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9%；农业增加

值9.9亿元，同比

增长5.4%；农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

7747 元，同比增

长10%。

收获的秋天，和万物复苏的春天一样令人
向往。从清溪场镇狮子山上俯瞰，万亩良田稻
浪翻滚，公路上车来车往，阡陌间人影攒动，田
园之美尽收眼底。作为秀山的国家级农综开发
武陵山示范区，这里既是粮油基地，也是农文旅
融合的田园综合体。

清溪场镇位于秀山县城西南8公里处，地处
全县中部最大的平坝区域，是秀山第一人口大
镇，是市级规划建设的市级中心镇和经济百强
镇、全域旅游示范镇。

这个传统的农业大镇，拥有3万亩优质水稻，
以银花为主的中药材基地达到2.95万亩，并建成平

阳盖万亩银花示范基地。全镇形成了以大米、中药
材为主，茶叶、油茶、畜禽、果蔬为辅的高效农业生
产体系。大米和中药材种植规模和产量位居全县
前列。去年，全镇大米和中药材产值分别达到1.02
亿元、1.52亿元。

依托水稻和中药材种植，清溪场镇构建起
种植、加工、销售、研发于一体的农业发展链
条。建成2万余平米的粮油加工厂，配备日产
60吨大米和日产10吨菜籽油的生产加工设
备。大米和中药材加工率分别达到 62%、
55%，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达到
1.9:1.1。

除了一二产业的联动，清溪场镇的第三产
业近年来也开始持续发力。该镇以建设“花
海清溪，梦中田园”为目标，积极打造种、养、
加一体，融合“吃、住、行、游、购、娱、教”于一
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去年，接待游客22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500万元，获评“中
国美丽田园”。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互促共融的蓬勃发
展态势，在秀山并不鲜见。今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秀山三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

中药材产业欣欣向荣。新发展中药材基地
2.8万亩，全县中药材基地总面积达31.6万亩，

同比增长9.72%。收购银花鲜花3.36万吨，同
比增长20.86%；鲜花收购均价13元/公斤。新
增产地初加工厂2个，加工设备16台套；新培育
中药材龙头企业5家、专业合作社12家、“一村
一品”专业村3个。

茶叶产业全面提速。新发展茶叶1.7万亩，
全县茶园面积突破15.7万亩，投产茶园7.3万
亩，新投产茶园1.2万亩，增长28%。完成干茶
加工7600吨，同比增长26%；实现茶叶综合产
值13亿元，同比增长44.4%，直接带动茶农实现
鲜叶收入3.6亿元，务工收入0.9亿元。

水果产业提质增效。新增水果面积0.2万
亩，总面积稳定在20.94万亩，实现水果产量
15.63万吨，实现产值5.01亿元。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改革提供的强大
动力。改革的力度，决定着发展的速度。

隘口镇平所村总人口567户2738人，有耕
地3139.95亩，林地4900.65亩。村民收入来源
主要以种植、养殖，县内、县外务工为主。

2018年以来，平所村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促进村域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为导向，大力发展产业，实现整村脱贫致富。

这里的干部群众因地制宜，把农村“三变”
改革作为推进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的有力
抓手，积极探索创新，以“土地+资金”入股方式，

成立了以发展核桃、茶叶产业为主的秀山险峰
农业专业合作社，其中主导产业有茶叶600亩，
核桃460亩，油茶230亩，天空莲200亩，优质水
果250亩，黑斑蛙120亩，桑葚45亩。乡村旅游
资源丰富，利用红三军战斗遗址，积极探索开发
红色教育基地及乡村旅游。盘活闲置林地8500
亩，用于发展小品种水果。依托村域独特自然
资源，打造平所村田园综合体。

“三变”改革，让平所村实现入股农民户均
收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

和平所村一样，“三变”改革在秀山持续推

进，其作用日趋凸显。今年以来，秀山农村“三
变”改革扩面推进。在去年底全面完成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市级试点改革基础上，全县扩面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新增试点村（居）56
个，按照“有条件乡镇整体推进”的要求，对隘口
镇11个村（居）、涌洞乡8个村（居）开展整体推
进试点。截至目前，全县已有74个村（居）开展
了试点。

改革带来的利好之下，秀山农村集体经济
不断壮大。全县落实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750万元，支持15个村（居）发展村集体经济，组

建村集体经济组织239个，全县村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实现全覆盖，其中经营性收入在10万
元以下的196个；经营性收入在10万元—50万
元之间的39个；经营性收入在50万元以上的4
个。

同时，秀山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为重
点，积极探索“公司+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

“公司+集体经济”等模式，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新增各类经营主体46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分别达928个、
541个、144个。引进落地海王、红日、步长（华
涛）等大型上市药企，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总数达
到1613家，带动贫困户14812户参与产业发展。

6月17日上午，首届中国（重庆·秀山）山银
花节暨武陵山中药材博览会，在秀山花灯广场开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采购商、专家学者
齐聚边城，共商发展大计，同促乡村振兴。

节会以“山银花开 药香中国”为主题，举行
了武陵山中药材博览会、名中医义诊、秀山山银
花产业链观摩、中国山银花产业发展论坛、山银
花采购大会、花开时节短视频大赛、摄影大赛、山
银花脱贫故事等系列活动。

本次节会，共吸引来自武陵山周边4省市32
个区县参展，展出武陵山区特色中药材及中药制
成品等1000余款。市内外药商药企达成采购意
向订单48个，协议采购金额约1.72亿元，秀山中
药材产业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幅提升。

办节会树品牌，以活动促产业。除了成功
举办本次节会，秀山还积极参加第四届中国国
际茶博会等展会，大力推介本地农产品。大力
实施农业品牌提升行动，落实品牌宣传推广补
贴机制，今年以来新增“两品一标”农产品66个，
新增重庆名牌农产品6个。

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保持绿色本底。今
年以来，秀山扎实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
试点，实施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100万亩次，
农作物绿色防控面积110万亩，开展红火蚁普
查3000亩，确保重点区域全覆盖。加快推进

畜禽粪污资源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完成区域性
粪污处理中心主体厂房建设和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养殖场（户）整治65家。

近年来，秀山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农
村电商产业，积极创新构建农村电商“五大体
系”，统筹推进“电商+”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

酒好还怕巷子深。秀山的优质农产品依
托快速发展的电商，不断扩散着影响力。“秀山

毛尖”“武陵遗风”“边城故事”等公共品牌蜚声
海外。上半年，以秀山茶叶、秀山银花为代表
的农特产品实现电商销售额6.97亿元，同比增
长16.75%。

此外，秀山农业园区建设也在今年提档升
级。智能化茶叶加工中心、农业科技馆、休闲
广场、樱花茶园景观提升项目、停车场等重点
项目已投入使用，全面启动茶叶研究中心、油
茶加工中心建设。

秀山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半
年，秀山将心无旁骛、集中精力抓发展，促进农
业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增长，力争全年农业增加
值、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5%、10%以上。

全县将进一步加强中药材基地建设。稳步
提升基地规模和标准化水平。突出抓好山银花

采收，稳定山银花采收面积，力争鲜花产量达到
3.6万吨。

全力抓好夏秋茶叶的收购、销售、加工
指导。做好夏秋茶加工，确保全年加工干茶
5000吨以上，茶叶综合产值8亿元以上，全
县干茶总产量突破9000吨，综合产值15亿
元以上。

持续大力发展畜禽产业。进一步优化畜禽
产业结构，积极探索生态健康养殖的新模式，大
力发展生态循环养殖。力保全年全年生猪出栏
达到50万头以上，出栏肉牛4万头、山羊14万
只。家禽出栏达800万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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