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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垫江工业园区博邦汽车
部件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车间有
序作业，抓紧赶制长城汽车的产
品。今年一季度，博邦产值达 3500
万元，同比增加 500 万元，增长了
16%，实现“开门红”。博邦汽车厂区
共包含压制车间和吸塑车间，十余
条生产线，长期为吉利、长城和比亚
迪等汽车厂商供应配套产品。

垫江日报记者 龚长浩 摄

□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人间四月天，南川区德隆镇茶树村
草木葱茏。

4月16日，第二届千年金山红古树茶
采摘节在村民的采茶歌中拉开了帷幕。

与此同时，在南岸区南滨路龙门浩
老街 13号“金山红”古树茶生活体验馆
里，三三两两的游客正就着春光品尝刚
刚冲泡好的古树茶，茶香浓郁。

南川出产的古树茶，不仅销往国内各
地，更远销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今年，南川全区万余亩古树茶，将带
来1.5亿元的综合产值。

而在以前，古树茶只是当地人眼中
不值钱的“大树叶”，德隆镇更因为“高穷
边远”而被称为“南川高原”。

“大树叶”如何长成了“大产业”，又
给当地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一次资源普查
让古茶树变成“摇钱树”

故事，要回到44年前。
当年，西南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重

庆市首届茶学学科带头人刘勤晋带队在
南川考察茶叶资源。考察临近尾声时，
刘勤晋听说南川人习惯喝的“干劲汤”，
其主要原料来源于一种被当地人称为

“大树叶”的高大乔木。
长年从事茶叶研究的刘勤晋意识

到，“大树叶”极有可能是一种珍稀乔木
茶品种。

乘车再步行，刘勤晋一行辗转10余小
时到达了海拔近1500米的兴星村（如今的
茶树村），并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古茶树。

在刘勤晋的推动下，南川成立了专
门的团队，对辖区内的古茶树进行了全
面摸底。

“目前，全区范围发现了19000多株
古茶树，其中17000多株生长在德隆镇。”
德隆镇党委书记王兵介绍，德隆镇的古
茶树主要分布于茶树、陶坪、隆兴、银杏4
个村，“茶树村最多，有15000多株。”

不仅如此，茶树村还发现了一株
2700多年的古茶树，被中国国际茶文化
研究会专家认定为已知最古老的茶树，
被誉为“茶树鼻祖”。

“金佛山野生古茶树是仅次于云南
野生大茶树群的又一野生大茶树集聚
地。”刘勤晋介绍，千百年来，自然选择和
人工选择的共同作用促进了茶树的进
化；茶树异花授粉的特征，造就了南川古
树茶的 18个品系；其叶片肥厚、芽体壮

硕，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在刘勤晋的带领下，西南大学茶叶

研究所围绕南川古树茶选种育种，持续
开展基础研究，为南川金佛山古树茶开
发与利用打下坚实基础，一片“大树叶”
逐步成长为年产值1.5亿元的“大产业”，
让古茶树变成了“摇钱树”。

一片“大树叶”
带动“空心村”产业振兴

今天，在茶树村嘉木源大树茶博物
馆，陈列着当年刘勤晋率队到达茶树村
的一张老照片。

“那时候，房前屋后的这些‘大树叶’
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碗扛饿的‘干劲汤’。”
茶树村党支部书记梁勤令至今还记得刘
勤晋到村时的情形，“当时大家都没想
到，古树茶资源调研将彻底改变‘高穷边
远’的小山村。”

“‘高穷边远’，曾经是整个德隆镇的
代名词。”王兵告诉记者，以喀斯特地貌
为主的德隆镇平均海拔近1300米，山高
坡陡、土地贫瘠，被戏称为“南川高原”，

“全镇 6个村，均以农业种植为主，缺少
主导产业，空心化严重。”

4月 15日，当记者驱车穿行在德隆
镇时，只见葱茏的茶海里到处是采茶的
村民；数量众多的农家乐里，三三两两的
游客一边欣赏着绿水青山的美丽景致，
一边品尝着色香味俱全的农家饭菜……

“所有的改变，都源于‘大树叶’。”梁
勤令介绍，南川将古树茶列入全区“3+2”
特色产业给予重点培育打造。经过近
10年发展，如今，村里已种植了 5200多
亩古树茶，茶农户年均增收超过5万元。

在整个德隆镇，古树茶种植面积已
超过 8200亩，并通过相关产业发展，全
镇户均增收超过3万元。

不仅如此，德隆镇还引进金山湖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建成“1家龙头企业+
10个专业合作社”的生产销售体系，年
产值超过8000万元。

“我们还依托‘茶树鼻祖’、大树茶博
物馆、陶坪洞砦、古银杏林等文旅资源，
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培育任杏金山
红、喜见山居、龙蝉香驿站、煮茶小筑、梁
家院子等特色民宿、农家乐 77家，年接
待游客近2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000余万元。”王兵介绍。

茶树村每年都要举行古树茶采摘节，
开展采茶、制茶和茶文化研学。“在嘉木源
大树茶博物馆，游客能全面了解南川古树
茶的前世今生，在品尝古树茶的同时加深

对古树茶的了解。”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导
师、重庆古树茶研究院院长梁国鲁介绍。

如今，古树茶产业正逐步成为德隆
镇富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一个茶产业
催生安居乐业的“南川高原”

清明已过，谷雨未至，茶树村的绿水
青山间，村民们忙碌在古树茶林里，采摘
新鲜的芽头。

“芽头要赶在谷雨前采摘，鲜叶每斤
至少200元。”金山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何代春介绍，芽头以下的“两叶一
心”鲜叶价格为每斤30元左右，“每年我
们要以保底价收购德隆镇约 70%的茶
叶，产‘千年金山红’古树茶5万余斤。”

持续发展壮大的古树茶产业，让“南
川高原”上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看到古树茶产业的良好发展势头，
一直在外务工的朱文平回到家乡，与父
亲一起在离自家茶园不远的地方建起了
茶厂，购置了茶叶加工设备。

从栽茶树，成立专业合作社，再到建
茶厂、添设备，朱文平家的古树茶已逐步
实现产业化。合作社古树茶年产量达
2000斤，年产值达50万元以上。

隆兴村村民肖金虎此前一直在外务
工，2017年回到村里流转400多亩荒地，
以土钵育苗的方式实现了古树茶人工种
植，目前种植面积扩大到650余亩。

如今，每到4月采茶季，德隆镇就十分
热闹，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返乡，自己家
有茶树的村民回家采茶卖茶，没有栽种茶
树的也到古树茶种植户家务工抢摘茶叶。

“最多的时候，仅茶树村每天采茶的
就有接近 500人。”梁勤令介绍，采茶工
劳务报酬分为按天计和按斤计两种，“不
管哪一种，每名采茶工每天的收入都能

超过150元。”
统计数据显示，依托古树茶产业，如

今德隆镇的年人均收入已超过两万元，
曾经“高穷边远”的“南川高原”已成为宜
居宜业的一方乐土。

一场“院坝会”
要让“南川高原”近悦远来

去年 5月 2日，德隆镇陶坪村，一场
院坝会从下午6点开到了凌晨两点半。

围坐一起热烈交流的，既有德隆镇
的党政领导，也有陶坪村的村干部和村
民，更多的是在陶坪村游玩的游客。

“大家商量如何把陶坪、德隆建设得
更好。”王兵是这场院坝会的亲历者。让
他格外感慨的是，游客和志愿者还在院
坝会之后，创作了一首题为《守望陶坪》
的歌曲，抒发大家对陶坪的热爱，“这在
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别说没有游客来，本
地人都是想尽办法‘逃离’德隆。”

如今，不仅外迁的村民在陆续迁回，
德隆镇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前来。

“村里的农家乐、民宿，从五一节开
始就基本被预订一空，到了夏天更是一
床难求。”陶坪村党支部书记韩方学介
绍，村里目前有 19家农家乐，包月价位
从700元至3600元不等，“无厕所不管饭
就是每月 700元一间，单间配套不管饭
一般是每月1200元，单间配套又管三餐
那就要每月3000多元了。”

南川区副区长李恩华说，接下来，南
川将依托资源禀赋，按照全域挖掘、全景
打造的方向，对古树茶可开发打造的旅游
资源进行统筹规划，积极构建全域旅游格
局，从另一个角度丰富南川旅游资源。

全区万余亩古树茶今年总产值将达1.5亿元

南川：“大树叶”长成“大产业”

□ 华龙网通讯员 齐宏

近年来，北碚区积极融入重庆市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立足自身优势，深
挖本土资源，全力推进商文旅体融合发
展，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打造特色鲜明的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功能承载区，和现代
服务业新高地。

举办促进消费特色活动
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近日，2023“爱尚重庆·赏春消费季”
暨川渝老字号博览会在嘉陵风情步行街
开幕，100多个深受川渝地区老百姓喜
爱的老字号品牌吸引市民前往品鉴。这
是北碚区通过举办促进消费特色活动，
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的缩影。

去年以来，北碚区积极举办各类大
型消费活动 38 场以上，包括“爱尚北
碚 碚加美好”消费节、6.18电商节“热
土梦想”活动、2022不夜北碚生活节、朝
阳国潮艺术消夏节、柳荫镇休闲夏日消
暑季等大型活动，让消费者“嗨”起来，市
场“火”起来，经济“活”起来。

同时，北碚区支持各大商圈、街区、
商超卖场、景区等开展促销主题活动。

其中，2023年 2月 17日至 3月 19日
在北碚区天生丽街举办的“相约天生·夜
享芳华”活动是北碚首次举办“荔子集”
品牌集市活动。活动氛围极佳，引起了
包括西大学生在内乃至整个北碚、周边
区县的高度关注和消费。

一系列的特色消费活动聚集了人
气，拉动了消费增长，让北碚消费市场焕
发活力。

培育打造消费品牌
挖掘本地美食和特色产品

2022年以来，北碚区持续挖掘北碚
特色美食，完成缙云山水宴、兼善传承宴
和作孚家宴等“三宴”打造。2022年 9
月，北碚特色美食品牌三溪口豆腐鱼、兼
善三绝、缙云醉鸡、翡翠凉粉、嘉陵煎焖
碌鹅及重庆泡菜等六道菜品入选 2022
年首批“重庆地标菜”名单。

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本土消费品牌
影响力，北碚区还联合美团开展2022“味道
北碚”美食榜单评选，涵盖外卖、小面、火

锅、小吃、特色中餐、烧烤六大餐饮品类。
活动期间，20万人次参与线上投

票，主办方选出美食品牌 60家，向消费
者推荐北碚知名美食餐厅40余家，不仅
提升大众消费者对北碚美食文化的关注
和热情，也推广了北碚特色美食文化，助
推餐饮产业发展。

此外，北碚区运用“互联网+”思维，
积极与电商平台合作，将北碚消费品牌
推向全网，扩大消费途径，与抖音、淘宝
等电商平台合作，开设农特产品销售专
区，促进新兴消费提升。

打造多元化业态场景
推动消费能级跃升

2023年 4月 28日，北碚吾悦广场将
正式开业。据介绍，北碚吾悦广场聚合
购物、餐饮、娱乐、休闲等多元化业态，吸
引国际高端化妆品、时尚服饰、国际快时
尚品牌、异国餐饮、娱乐休闲、生活方式、
亲子体验等 220家品牌入驻，将为北碚
区商业消费注入活力。

北碚吾悦广场正式开业是北碚打造
多元化业态场景的最新成果。近年来，

为激发商旅文体融合消费潜力，北碚区
则着力提升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等
多业态为一体的缙云商圈和蔡家商圈，
推动中南大有境、吾悦广场、旅文中央大
街等消费新场景建设。

同时，积极融合地方文化、特色资
源、优势产业，形成三溪口豆腐鱼、金刚
碑、北宾文创等商文旅特色消费街区。

值得一提的是，北碚区在缙云商圈、作
孚商圈等各大商圈、特色街区为主的传统
消费场景打造的基调上，有机串联缙云山
北温泉、金刀峡、东升村等各大旅游景点、
露营基地、网红打卡地，打造商超卖场、温
泉民宿、文体场馆、露营基地、河谷漂流、高
空滑翔伞、乡村休闲、非遗会客厅、音乐会、
后备箱集市等多元特色业态场景。

接下来，北碚区将继续依托自身优
势，围绕打造成特色鲜明的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功能承载区为目标，持续开展促
进消费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形
式，整合更多商文旅体农融合促进消费
官方主题特色活动。同时，促进商圈、街
区、景区、文博体育场馆、网红打卡地深
度融合，开展联动促销和主题活动，吸引
消费者，提升商气人气。

在“烟火气”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北碚走好这三步

4月16日，南川区德隆镇茶树村，村民正在采摘古树茶。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龙帆 摄

垫江工业园区博邦汽车
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16%

近日，南岸区南滨路雅巴洞江滩公园，市民在这里
悠闲漫步，赏花游玩。据了解，预计五月，公园将全部
对外开放。雅巴洞江滩公园是重庆市首批启动实施的

“两江四岸”十大公共空间节点项目之一，该工程围绕
江滩记忆及石滩修复整治，着力打造江滩石刻、生态内
湖、长江诗词书法长轴等节点，形成了独具山城记忆的
江滩公园，为市民提供多种滨江休闲体验。图为市民
在江滩公园游玩。 南岸报首席记者 郭旭 摄

江津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入选国家级示范
□ 江津日报记者 黄昌怀

近日，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
设司联合发布 2023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
范县（市、区）公示名单，重庆市江津区和黔江区入选。

江津区为何能入选全国示范？
江津区位于重庆西南，毗邻四川省合江县和贵州

省习水县，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战略支点，重庆
辐射川南黔北的重要门户，全区面积 3218平方公里，
总人口 135.38万，辖 5街 25镇。江津区拥有 7个中国
传统村落、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个市级历史文化
名村、1个市级历史文化街区、1个市级传统村落、30处
历史建筑，99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其中市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26个），荣获了中国人居范例奖。

传统村落在传承乡土文化、推动乡村旅游、助力乡
村振兴上发挥着巨大作用。江津区高度重视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成立以书记、区长任组长的传统村落保护利
用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推动全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
作。同时，按照“科学规划、和谐发展、保护第一、适度
开发”的原则，将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走出了
一条独具江津特色的古村落保护与开发之路。

忠县颁发首张
“个转企”营业执照

□ 忠州日报记者 张耀升 彭群英

“从办证、审批到拿到营业执照仅用了1个多小时，
没想到‘个转企’业务办理速度这么快。”近日，忠县市场
监管局为个体工商户张女士核发了忠县第一张“个转
企”公司营业执照，张女士接过营业执照高兴地说。

张女士是忠县忠州街道一名个体工商户，一直从
事餐饮经营。2022年，她就产生了以企业形式从事其
他行业经营的想法，最近了解到“个转企”政策后便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前来办理。

此前经营者仅能通过先注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再新办企业营业执照的程序来实现“个转企”。现
在经营者可直接通过“个转企”变更程序，同时完成个
体工商户的注销和企业的设立登记。与之前相比，新
政策简化了办理流程，精简了申请材料，缩短了办理时
限，提升了群众满意度。

今年以来，忠县市场监管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
推进“个转企”工作，开辟“个转企”通道，为有条件、有意
愿转型办企业的个体工商户提供便利化服务，助力个体
工商户转型升级，增强抗风险能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 巴南日报记者 罗莎

近年来，巴南区积极推进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以农业产业为基础，发挥乡村旅游带动作用，赋能
乡村振兴。2022年园区农产品销售产值约4.02亿元，
带动农民人均增收约1900元。

据介绍，巴南区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范围包括10
个村，总面积108.4平方公里。

2022年，产业园以梨、茶为重点，改造宜机化标准
梨园4700余亩，老梨园宜机化改造2000余亩，安装水肥
药一体化灌溉系统面积约9500亩。目前，园区梨产业
规模达1万余亩，产量7500吨，品种以早熟翠冠梨为主，
是主城都市区集中连片、规模最大、基础设施最为完善
的标准化梨园；茶产业规模达7000亩，鲜叶产量350吨，
园区内茶叶种植基地获批国家级茶树良种繁育基地，建
成西南地区最大的无公害无性良种生态茶园。

近年来，巴南区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坚持走“优
质、精品、特色、高效、生态”发展模式，已建成定心茶
园、天坪山梨园风景区、云林天乡等特色旅游景点，推
出梨花节、采梨节、格桑花节、国际山地自行车赛等地
标性节会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花、亲子研学、户
外拓展、农事体验、民宿住宿、露营烧烤等，全面带动周
边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发展。据统计，2022年，园区
共吸引游客12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23亿元。

巴南现代农业产业园
成为农民“致富园”

南岸

雅巴洞江滩公园预计五月开放

重庆市大足区雍溪镇石堡村 3 组 62 号丁翠湖
（身份证号：500225199309196222）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0022519930919622243），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宝冲村4组5号李华润（身
份证号：510230197105067211）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710506721114），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