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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
兴则百业兴。

今年 1-2 月，面对复杂
严峻的经济形势，南川区规
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7.7%，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7.3%，规
模工业利润增长9.5%，实现

“开门稳”。
成绩的取得，是南川区

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壮
大高质量发展引擎的生动写
照。

近年来，南川区深入落
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厚植“三
优禀赋”“三富资源”优势，坚
持绿色引领、创新驱动发展，
坚定不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扩
规模、提质量、增效益，推动
全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
业能级不断提升，做大做强
先进制造业，做靓做响大健
康产业，做新做优现代服务
业，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力
引擎。

绿色引领
创新驱动成就工业嬗变

工业，是南川产业转型发展的主战场。
如果说铝材料、机械制造、精细化工是在南

川原有产业基础上提档升级的成果，那么新型
建材、新能源、中医药则是实现了从无到有、从
弱变强的突破。

绿色引领、创新驱动是成就这场产业嬗变
的最强催化剂。

绿色引领方面，引入铝器时代、超群工业、
西友幕墙等企业，延伸铝产业链条，从过去单纯
靠卖铝原料升级为出售环境友好、附加值高的
铝材料、铝产品；引入绿色装配式建筑龙头企业
鸿路钢构，打造鸿路钢构西部唯一基地，补链成
群，目前该项目四期正在加速建设中，达产后将
创造百亿级产值。

创新驱动方面，南川区鼓励和引导超群工
业、恒亚铝业等5个企业成功创建市级数字化
车间，累计新培育高新企业28家、市级科技型
企业84家，园区企业共拥有127项专利及新技
术。

产业发展离不开载体支撑。
目前，南川已构筑起15平方公里的“一园

四组团”工业发展格局，以推动产业集群化发
展，加快串珠成“链”、连点成“片”，其中包括南
川工业园区及龙岩、南平、水江、大观4个组团。

当前，南川正在以“一园四组团”为主阵地，
加速创建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接续创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作为新能源的代表，页岩气是我国实现碳
中和、碳达峰目标中十分重要的能源支撑，其本

身的产业前景和价值甚为可观。
有数据显示，当前，南川页岩气产业的产值和

税收贡献均已占到了整个南川工业的两成以上。
此外，南川还在探索发展页岩气设施设备生产、

LNG氢气加工、分布式能源联供等项目，拓展页岩气
产业链条，丰富产品供给，提升产品价值。同时，南川区
在成功布局风力发电基础上，加快推进光伏发电项目
等，进一步做大新能源产业的市场蛋糕。

文旅康养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021年11月29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一批国
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名单，金佛山景区榜上有名。
这为金佛山再添一块“金字招牌”。

金佛山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
多项桂冠。如何保护好绿水青山，又换得金山银山，是
南川区发展的重大课题。

南川拥有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
优厚“三优”禀赋，以及空气富氧、土壤富硒、水源富锶

“三富”资源。
发展大健康产业，正是南川学好用好“两山论”，走

深走实“两化路”，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经
济绿色转型发展的创新之举、关键一步。

中医药产业、康养产业将成为南川大健康产业体
系里的两大主要支撑。

一方面，依托金佛山“中华药库”之优势，南川在全
市率先建立中医药产业科技园，加快实施中医药产教
融合示范区、中国生命健康科学城等重大项目，构建

“种、加、销、医、养、研”中医药全产业链。
其中，南川区将重点以重庆市中医药产业科技园建

设为主战场，培育壮大中药、保健品、生物医药等产业；以
中国金佛山中药材物流配送中心建设为重点，全面提升
初加工、展示、交易、仓储、物流等功能。目前，中医药产
业科技园成功引进40多家医药企业。

另一方面，南川当前正在大力培育壮大森林康养、
文旅康养、运动康养、中医康养四大业态，推进环金佛
山、山王坪、乐村、大观等片区开发，高标准规划建设金
佛山良瑜国际养生谷、中海黎香湖、兴茂乐村旅游度假
区等八大康养旅游综合体项目，打造养老、温泉、运动
等产品体系，打造重庆四季康养“第一居所”。

2021年，中海黎香湖项目交出漂亮成绩单。完成
销售442套，销售合约额3.9亿元，其中85%的业主来
自中心城区，承接中心城区城市功能及人口转移的态
势日益显现。

目前，以八大康养旅游综合体为代表的康养产业产
值已突破100亿元，南川获评中国康养产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百强区，“世遗净土·康养胜地”城市品牌愈加响亮，

“重庆康养看南川”的态势正在加快形成。

“接一连三”
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

时节临近清明，南川区茶树村的野生古树茶开始
进入采收季。

以前，古树茶长在深山无人识，村民仅将茶叶采摘
下来熬油茶喝，可谓守着“宝贝”过穷日子。

如今，在保护性利用千年野生古树茶的基础上打
造的“千年金山红”古树功夫红茶获得第十届茶品牌金
芽奖，千年金山红传统制作技艺也于2019年6月被列
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古树茶声名鹊起，茶树村的年轻人看到了发

展的希望，纷纷加入到壮大古树茶产业的行列中，当地茶
农依靠卖茶叶鲜叶就可实现户均年增收2万元~3万元。

南川有着悠久的产茶历史，茶文化底蕴深厚，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西南地区的“茶叶王国”。

南川全区现有茶园面积11万亩，投产面积7万余
亩，年产茶约4000吨。

近年来，南川打好富氧、富硒、富锶“三富”牌，围绕古
树茶、方竹笋、中药材、南川米、蓝莓“3+2”特色农业，持
续打造“金佛山”区域公用品牌。

南川全区有中药资源4967种，其中药用植物282科
4180种，占重庆市药用植物的77%，占全国已知药用植
物的38%，常年中药材总面积保持在30万亩以上，形成
环金佛山中药材产业带，并建成中药材初加工基地6个，
年加工能力达到1万吨。

南川方竹笋素有“世界一绝、中国独有、笋中之王”的
美誉，但由于方竹笋产季短，不足1个月，且易变质，加上
山势险峻，除了少量鲜笋销售外，此前大多以泡笋、干笋
等初加工的产品销售为主。

随着南川建立了液氮保鲜系统，通过液氮锁住方竹
笋的口感和营养，打破了方竹笋秋采秋卖的局限，使方竹
鲜笋销售期延长到全年。

南川还按照北部农业园区、中部槽坝区、南部金佛山
区布局优质稻产业，建设绿色精品稻米基地5万亩。

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南川将通过面积扩
展、基地改造、品种改良、管护提升、装备升级等方式推进

“3+2”特色农业种植面积、单位产量扩面提标。
此外，南川将紧抓首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区

县契机，持续发挥农产品加工业“接一连三”作用，大力发
展农产品精深加工，重点提升古树茶、蓝莓、中药材精深加
工水平，启动古树茶降脂助消化功效研究，尽早实现蓝莓
花青素的提取应用，积极开发营养健康的功能性食品；同
步发展产地初加工，促进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

蓝莓产业是南川近几年重点培育的特色优势产业，
现有规模化种植基地5000余亩，建成全市首个蓝莓科技
产业园，已基本形成集种苗培育、规模种植、冷链仓储、精
深加工、采摘体验、科普展示于一体的蓝莓全产业链，形
成了“政策扶持引导推动、联合体成员互补联动、龙头企
业引领驱动、一二三产融合互动、利益联结有效带动”的
良好发展态势，将小蓝莓逐渐培育成为了大产业。

2017年，南川招商引进重庆嘉蓝悦霖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带动发展蓝莓产业，累计投资2.7亿元，建成标
准化种植基地4000亩和以产品研发、精深加工、产品展
示、冷链仓储为主的蓝莓科技产业园。目前，已生产出蓝
莓原浆果汁、果酱、果酒等产品。下一步，将围绕蓝莓功
能性饮料食品、蓝莓花青素提取等方面组建精深加工生
产线，开发系列蓝莓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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