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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城口

城口 打造山地特色产业发展新格局
“没有哪一个后备箱可以空空的离开城口。”今年国庆节，渝北区的罗女士和朋友一行自驾渝东北

到城口享清凉之旅，返程的后备箱被城口山地特产塞满：山地鸡、老腊肉、核桃油、土蜂蜜、香菇、天麻、
葛根……

如今，“两山夹一沟”的城口坚定“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路子，围绕“两种两养一融合”（城口山
地鸡、城口老腊肉、中药材、食用菌和农文旅融合）在高山峡谷间呈现了山地特色产业发展新景象——
山上中药材、林下山地鸡，坡上核桃树、百花中蜂蜜，香菌巴掌田、杂粮鸡窝地，火炕老腊肉、冷水生态鱼
生态立体农业产业格局已然形成。

“城口老腊肉”是城口县第一个走出大
巴山的品牌。2004年，在赵孝春牵头下，城
口县老腊肉行业协会正式成立，并在2007年
以协会名义申请注册“城口老腊肉”商标，这
也是我市第一件以集体商标形式注册的地
理标志商标。如今，裸装腊肉、袋装腊肉、小
包装腊肉零食……在城口县城、乡镇的街
头，在重庆各大商超的货架站上，城口老腊
肉的身影随处可见。

去年城口县农业农村委提出打造“老腊
肉小镇”，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以新业态
刺激新发展，项目花落厚坪乡。“一定要撸起
袖子加油干。”厚坪乡乡长詹科信心十足，

“目前旅游基础已形成，作为重点生猪养殖
区，我们有非常悠久的养殖传统，未来就可
以设计从养殖、加工、销售到文化展示的腊
肉体验路线，还可以植入线上电商平台二维

码，进一步拓展市场。”
城口老腊肉千年流香，是城口也是重庆

的一张闪亮美食名片；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
城口山地鸡身价也扶摇直上，成为城口又一
张闪亮名片。“城口山地鸡”“城口老腊肉”先
后获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和国家无公害农产
品认证，城口山地鸡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品种名录和重庆市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品牌价值达4.17亿元；城口老腊肉品牌价值
3.86亿元。

据悉，城口县坪坝镇新华村正在建设年
产10000吨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肉制品生
产线，打造城口山地鸡及老腊肉全产业链项
目，该项目规划分三期建设，总用地面积
19512.33平方米，折合29.3亩，总建筑面积
约3.2万平方米，预计建成后将实现年产值
10亿元，可实现利税达到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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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撑 分层分类
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保障。城口县
以“十四五”乡村产业发展规划为总纲，印
发《城口县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计划扶
持政策（2021年）》（城委农组〔2021〕4
号），将乡村特色产业提升示范基地扶持
政策、城口县乡村特色产业提升基地扶持
政策、城口县乡村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链环
节扶持政策、城口县乡村特色产业贷款贴
息扶持政策、城口县乡村特色产业保险贴
保扶持政策、城口县乡村特色产业提升保
险方案、金融支持城口县乡村特色产业授
信方案等予以集成，明确各项政策的扶持
对象、扶持标准和兑现方式，确保政策成
体系、能落地。

机制支撑 因时因地
推进乡村产业项目落地

城口严格按照“五年统筹入库、年度
滚动实施、同类竞争立项、拉练评比考
核”项目安排和实施方式，指导乡镇（街
道）聚焦1-2个乡村优势特色产业，对5
年拟实施的项目集中统一申报入库，分
年度按照成熟度分步实施。今年，确定
乡村产业入库项目75个，目前安排资金
项目14个。

今年上半年，城口在项目管理上重点
抓好实施项目的方案审核和过程规范管
理，已安排实施的14个项目实施方案全
部审核通过，正有序推进实施；结合农业
生产的季节性，探索实施项目管理拉练观
摩与评比考核机制，围绕产业项目“六个
示范”要求，不断优化调整拉练评比考核
内容，前期已开展茶叶产业拉练评比，近
期将开展食用菌产业项目拉练。

品牌支撑 高质高效
推进产业示范基地建设

城口结合乡镇（街道）自身意愿和产
业发展定位，明确乡镇（街道）乡村特色
产业提升示范基地创建指导名录，各乡
镇（街道）围绕指导名录1-2个优势特色
产业，按照五年实施谋划产业提升示范
基地项目，从产业适度规模示范、品种品
质品牌示范、联农带农机制示范、农户诚
信参与示范、良好金融生态示范、防范产
业风险示范六个方面对乡镇谋划和申报
的项目进行把关。

目前，城口已启动建设的14个产业
提升示范基地均达到规模适度、要素聚
集、联农紧密要求，巩固脱贫攻坚期间已
建成的产业扶贫基地，按照“六个示范”进
行规范提升，持续发挥其示范带动效益。

龙头支撑 产业发展
市场主体规模不断壮大

通过融资增信、特色保险产品开发、
贷款贴息、贴保等政策支持引导，截至目
前，城口龙头企业32家，其中市级11家，
培育规上农业企业2家（天宝药业、赵孝
春食品），核桃生物科技、美缀美食品、鸡
鸣茶叶企业正在积极争创规上企业。开
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双百”培育提升
行动，组成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培育提
升辅导团，分别培育家庭农场100个以
上和规范提升农民合作社100个以上，
对全县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实行“一
对一”辅导服务，并每年从中评选若干示
范农民合作社和示范家庭农场。

截至目前，通过指导城口已重点解
决了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的组建、备案、
产业发展模式等难题，备案农民合作社
131家、家庭农场219家。

联动支撑 乡村特色
产业融合发展初见成效

城口县始终坚持全产业链发展思
路，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和“农文旅融
合”。乡村产业规模逐步壮大，初步实现
产前、产中、产后无缝衔接，种养加销一
体的产业链条。坚持在拓展农业功能中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把农文旅融合、农产
品电商作为农业“接二连三”的联结点，
通过打造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将产业融
合串起来，通过发展农产品电商，将产业
基地与终端市场连起来，打造产销融合、
农文旅融合有机整体。城口老腊肉小
镇、城口山地鸡小镇、禅茶小镇……各类
特色小镇全县开花；蓼子乡以冷水鱼为
依托，实施“鱼文旅融合”综合开发项目；
岚天乡以自然资源为依托，打造休闲农
业研学基地、特色农业观光园和农事体
验园……各类融合项目精彩亮相，其中，
以高观镇（核桃）和河鱼乡（城口山地鸡）
为主的城口山地特色种养产业园已申报
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城口山地特色产业发展五大支撑

深秋寒凉，城口高燕镇星光村村口山林间，
66岁的杨德孝身着轻薄秋装和一群老姐妹有说
有笑，躬身种淫羊藿（一种中药材），干得如火如
荼，额头上还冒出着微微汗珠：“种草药比种庄
稼轻松多了，干一天还可以挣100块，这么安逸
的事情，以前想都没想过。”

“林下套种淫羊藿，在不占用耕地的前提
下，每亩林地可种植两三千株。此举最大限度
地利用了山林资源，既可节省水泥柱、遮阳网搭
建的成本，又能改善森林植被，一举多得。”高燕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将持续加强与企业的
对接，做大特色种植产业，让淫羊藿成为当地乡
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城口中药材产业通过龙头企业重庆天宝药

业有限公司带动，全县21个乡镇90个村开始订
单种植中药材，涉及6165户种植农户，订单产
值3.2亿元，重点布局在厚坪、明中、岚天等17
个乡镇。以企业化、产业化、市场化为方向，深
入挖掘天麻、党参、细辛、灵芝等高品质特色食
药两用中药材潜力，加强大宗中药材产业化基
地建设，开发保健食品、功能食品等中药健康产
品，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

走进左岚乡幸福村花菇基地，淡淡的菌香
扑鼻而来，菌棒整齐排列，大大小小的香菇争先
恐后从菌棒里钻出来。村里有名的“支客事”杨
大洪拎着大桶，熟练地捡花菇，嘴里反复念着自
编的顺口溜：“鸡窝地，巴掌田，小小花菇撑花
伞；菌满棒，菇溜圆，男女老少笑开颜。”

城口县食用菌以袋料香菇、羊肚菌等品种
为主，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合作社承接组
织、农户参与”的模式，在30余个村建成产业基
地，建设菌种繁育场2个，粗加工乡镇12个、销
售体验店1个，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食用菌产业
链。目前，全县食用菌总体规模达1000余亩，
年产鲜菇约1万吨，年产值1亿元。在龙头企业
的带动下，城口食用菌销路大开，已走出城口、
走出重庆，远销华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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