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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近年来，南川区深学笃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市委、

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跨

越崛起、率先突破”主调，始终

锁定建设同城化发展先行区目

标，牢牢把握立足特色化、面

向同城化“两化路径”，紧紧围

绕建设山清水秀旅游名城、大

健康产业集聚区、先进制造业

基地、景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

主城都市区后花园“五大定

位”，奋力实施综合实力、开放

水平、生态品质、民生福祉、治

理效能、党的建设“六个提升”，

以更加开放、更高平台、更大能

级的发展迎接党的二十大和市

第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立足特色化 面向同城化

南川加快建设同城化发展先行区

在我国，不少自然资源类风景名胜区
开发，由于规模大、投资多、开发周期长等，
常常造成“一山多主体”，各自“圈景”卖
票。这不但不利于统一规划、统一保护、统
一定位、统一布局、统一监管、统一营销，还
会让游客“重复掏钱”，以及沿着围栏“走回
头路”，体验感下降。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金佛山拥有世
界一流的生态资源、旅游资源，总面积
1300平方公里，风景区规划面积441平方
公里，保护区面积522平方公里。

绝佳的风景、广袤的土地，数十年来，
金佛山像自然磁石般吸引着众多市场主体

“争抢”。
早在1998年，一家民营房地产开发公

司（后变更为旅游公司）就与原南川市金佛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签订金佛山核心景区
整体开发经营协议，经营期40年。

该公司随后以金佛山北坡为重点进行
了开发建设，主要投资经营金佛山北坡上
山索道、古佛洞、药池坝、假日酒店、滑雪
场、生态石林等旅游设施和景观景点。

2006年，一家国有投资公司又正式入
驻金佛山，实施了以金佛山西坡为重点的
核心景区开发建设和运用，经营期为50
年。

与国内不少自然资源类风景名胜区一
样，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金佛山开
发，也导致了“一山多主”“管理掣肘”等问
题，制约和影响了金佛山的统一规划。

如何厚植绿色本底，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向金佛山要“含金量”？

“唯有改革，整合资源，统一规划、统一打
造、统一监管、统一营销，才能实现金佛
山旅游的良性发展，才能成功打造金佛
山旅游升级版。”金佛山管委会主任郝位
翔称。

2019年9月，南川区成立以书记、区长
为双组长的旅游改革领导小组，全面启动了
金佛山旅游体制改革。经艰苦谈判，南川区
惠农文旅集团于2020年对北坡实现整体收
购，于2021年对西坡实现绝对控股。

金佛山景区提档升级的序幕由此全面
拉开。2021年3月，金佛山北坡上山公路
开工建设；同年12月，金佛山北坡滑雪场
升级投用。与此同时，以“一索二路三中
心”（一索即北坡3S索道，二路即北坡、南
坡进山通道，三中心即北坡游客中心、西坡
游客中心、南坡游客中心）为重点的旅游基
础设施提升项目，以滑雪场、药池坝、古佛
洞等为代表的“金佛+春夏秋冬”产品提升
项目加快推进。

“实践证明，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之后，
金佛山不仅在开发建设上驶入快车道，资
源保护、品牌提升、服务品质、游客体验等
均得到质的飞跃。”郝位翔称，2021年，金
佛山入选“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五
年来，游客接待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增
长102%、181%，游客服务满意度位居全
市前列。

提升含“金”量

打造山清水秀旅游名城

□本报记者 韩毅

金佛何崔嵬，缥缈云霞间。阳春三月，微风送暖，金佛山绿意萌动，冈峦
滴翠。上周末，摄影爱好者罗彬一大早就驱车上山，拍摄云海、流瀑、晚霞和
落日。

这里雄奇峻峭的美景，已经成就了他多张“大片”。从北坡索道上山，拍摄

古佛洞、药池坝、生态石林等景点后，罗彬一路游览，走到西坡地界，拍摄了牵牛
坪、金佛寺、绝壁栈道等景点，再乘坐西坡索道下山，实现“不走回头路”的大环
线游。

“一张门票，就能玩转整个大景区，在国内众多风景名胜中，并不多见。”罗
彬获得感满满，不仅是因相机储存卡上一张张美景照，更因景区打破“一山多
主”的经营管理体制桎梏，让游客“玩得起”“玩得好”。

□本报记者 韩毅

“真没想到，材料交过来，施工许可证当场就办好了，效
率居然这么高。”前不久，当南川一家公司负责人张庆民一
身轻松地走出南川区政务服务大厅时，他看了看时间，前后
用时不到两个小时。

近年来，南川区坚持“党务+政务+服务”工作机制，聚
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用干部的“紧张指数”换
取群众的“满意指数”、地方的“发展指数”、政府的“信任指
数”，持续改革创新，打通政务“堵点”，化解企业“痛点”，解
决群众“难点”，不断提档升级政务服务，积极营造近悦远来
的一流营商环境。

南川区政务办在全国率先推行介于行政服务中心和行
政审批局之间的第三种“审批+服务”模式，切实打通群众
办事“最后一扇门”。

“该模式主要是为因部门之间的政策壁垒，造成群众办
事难而制定的。”南川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沁逾
介绍，具体做法是，遇到部门之间政策“打架”，造成群众办
事难的情况，由区政务办牵头召集相关部门召开专题协调
会，以出台会议纪要的方式，针对不同问题共同制定新的办
事路径，使群众能够办成事。

不仅如此，南川区全面落实“三集中三到位”，实现一个
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创新和完善行政审批
服务模式，构建起了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一站式收费、效能
监察“四位一体”政务服务平台。

同时，南川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大厅金融街”，引进7家
银行入驻政务服务大厅，让银行在大厅摆擂台、比政策、比
服务、比效率，实现1家企业同时与7家银行谈判的先例，
让企业融资变被动为主动。

数据显示，近年来，南川区政务办在政务服务事项办理
中，即办件率89%、办结率100%，群众满意度96.66%，企
业开办全流程缩减至1个工作日，施工许可、竣工备案等事
项均当场办结。南川区政务服务大厅先后荣获全国政务服
务优秀单位“模式革新金雷奖”、重庆市优化营商环境“十佳
创新案例”，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接下来，南川区将进一步突破“天花板”，推动“放管服”
改革向纵深发展，减少审批事项、缩短办理时间，构建智慧
化、标准化政务服务体系，打造全国一流营商高地。

突破“天花板”
创新打造全国一流政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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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一早，再以全新的姿态出
发。

对很多市民来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是
一种美好理想，而南川正在让这一理想照
进现实。

在金佛山西麓，良瑜国际养生谷就是
秉持这种理念打造的集生活、休闲、娱乐、
康养、度假为一体的森林康养四季住假综
合体。项目布局了休闲娱乐、运动健康、
森林康养、谧林度假等四大功能板块，配
套建设大地花海、特色民宿、星空露营基
地、度假酒店、青少年营地中心、避暑疗养
居住区、智慧康养平台、中医文化长廊等
文化旅游项目。

2020年，经过国家度假休闲旅游发
展案例课题组层层筛选，良瑜国际养生谷

入选由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编著的
《中国度假休闲旅游发展示范案例精编》，
向全国推广。

事实上，良瑜国际养生谷只是南川大
力发展大健康产业的一个缩影。大健康
产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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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城化发展先行区，南
川拥有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良、文
旅资源优厚的“三优禀赋”，为发展大健康
产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近年来，南川立足特色化、面向同城
化，抢抓“健康中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一区两群”等重大战略机遇，积
极顺应大健康产业加快发展、创新发展、
融合发展、聚集发展的趋势特点，加快建
设中医药科技园区，培育壮大森林康养、
文旅康养、运动康养、中医康养“四大业
态”，建设八大康养旅游综合体，努力形成

“重庆康养在南川”新格局。
做大“药”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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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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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生态中药材
种植基地30万亩，成为全市唯一的国家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做精“养”文章。建立健全“健康+”产
业新体系，促进医疗与文化旅游融合、医
疗与养老融合、食品与健康融合，不断拓
展健康旅游、健康旅居、健康养老、健康食
品应用场景。目前，天星温泉小镇、良瑜
国际养生谷、中海黎香湖、兴茂乐村旅游
度假区、金山文旅小镇等项目，吸引着络
绎不绝的市民游客。

数据显示，南川以八大康养旅游综合
体为代表的康养产业产值突破 100 亿
元。去年7月，《康养蓝皮书：中国康养产
业发展报告（2020）》发布，南川入选

“2020年度中国康养可持续发展100强
县（区）”名单。

“世遗净土·康养胜地”品牌愈加响
亮。

聚焦大健康

打造大健康产业聚集区

内观青山、外观花海，与山石林田为
伴，乡村集市琳琅满目，可尝遍地方美食，
满足舌尖诱惑……走进南川大观原点旅
游综合体，这里以山、水、林、田为基底，以
赏花为特色，以旅游休闲和度假体验为方
向，融山居村落、民艺体验、浪漫花田等于
一体，用艺术手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文旅
精品，吸引大量游客“回到故乡、回到原
点”。

“不仅风景优美，体验项目也非常有
趣，巨大的圆环酒店更是造型别致，太好
玩了。”不少游客纷纷点赞。

事实上，作为我市知名乡村旅游目的
地，南川大观园经过多年发展，已涵盖大
观、黎香湖、木凉、兴隆、河图5个乡镇，游
客在这里可以赏花、摘果、划船、钓鱼、游
湖、露营等，几乎满足了人们对乡村旅游
的所有期待。

但随着南川建设同城化发展先行区

的号角吹响，积极承接中心城区空间拓
展、功能布局、人口流动，更好传导、放大
主城都市区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成为
南川区应尽之责。

为此，南川提出了景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新思路，着力让城依景、景融乡、乡伴
城，将南川打造成为景城乡融合发展示范
区。

该区制定了《重庆市南川区景城乡一
体化发展规划》，景城乡一体化范围达到
了1562平方公里。其中的“景”以金佛山
景区为核心，“城”包括南川城区，“乡”以
生态大观园区为重要功能区域。

景依托于做大旅游，旨在打造国际
一流的名山旅游度假目的地和世界遗产
地；城以服务旅游为定位，打造专业旅
游城市，景城一体发展先行区；乡则要
融合旅游，争做全国乡村旅游度假典
范。

大观原点旅游综合体就是南川发力
乡村的一个大手笔，也是南川景城乡一体
化建设的重要节点。该项目以服务于大
观园景区为核心，致力打造成为乡村旅游

“一站式”服务平台和“农文旅融合”高品
质乡村综合体。

去年国庆节，大观原点甫一亮相，就

成了热门打卡新IP。超大圆环钢结构的
酒店绕山而建，村落、青山、梯田与主题
民宿、风物集、商业街错落有序，自然野
趣，诗意美好，建筑的美与自然的美浑然
天成。同时，配套国内一流游客中心、特
色商业街、乡村精品酒店等功能区和体
验项目，以及行李寄存处、母婴休息室、
医务室、残疾人卫生间、残疾人专用通
道、咖啡轻餐厅、多功能会议厅、亲子空
间等人性化服务设施，满足游客多元需
求。

今年1月，大观原点入选重庆乡村振
兴十大示范案例。如今的南川大观园，新
项目新业态频出，“十二金钗”、油菜花海、
盐井梯田，唤醒着都市人的山水乡愁，已
然成为大都市居民的第二居所。

城依景、景融乡、乡伴城——南川
景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步履更加
坚实。

城乡一体化

打造景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

黎香湖皮划艇大赛。 （南川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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