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圣草源中药材有限公司依托地处
巴岳山下的独特地理、气候优势，在玉龙镇
玉龙村大力发展药材产业，打造“百草玉龙
度假村、玉龙药香小镇、玉龙镇中医药文化
度假园”。目前建成中药材种植基地 3000
亩，主要种植石菖蒲、白芨、川芎、枳壳、通
花根、车前草等 10余种药材。为当地解决
劳动就业 300余人（其中脱贫户 32户），每
年增加农民收入300万元。

该公司的负责人王弟刚是玉龙镇玉龙
村人。从 2000年开始
从事建筑，一直在

外打拼，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被大足
区玉龙镇评为玉龙村致富带头人。怀着对
家乡的深情，王弟刚放弃了在城市打拼的
机会，回到家乡竞选村官。2021年 3月，
他当选为玉龙镇玉龙村党支部副书记，当
年 5月又当选为玉龙村村民委员会副主
任。深得本村党员、群众的信赖的王弟
刚，将自己的能力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的
行动。

针对玉龙村地理环境特殊、经济发展
滞后的现状，王弟刚于 2021年 7月成立了
重庆圣草源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该公
司以中药材种植、植物科研、技术转让、农
旅开发、康养旅游为主要内容，着力打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示范中药材种植园
与农旅田园综合体，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带
动农户在撂荒地和坡耕地上进行人工栽
培中药材，为区域内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
供示范。

公司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行机
制，分三期建设，计划总投资 3000万元，到
2031年在玉龙的富硒土地上建成中药材种

植基地 5000亩，建设科研中心

1座，建设中药材初加工车间 1座，建成鸡
公岩水库环湖观光道路及绿化建设 4.4公
里，中药材文化公园 1座，农旅康养中心 1
座。通过该项目的实施，经济效益逐步显现。

公司不但利用好本村土地，还积极发
展周边村，投入几百万资金在玉龙村、黄桷
村、清源村综合整治撂荒地和坡耕地上千
亩，种植石菖蒲、淫羊藿、鱼腥草、藿香等中
药材300多亩，新建生产便道基础10公里，
安装喷灌管道 3000米，喷罐头 1000个，解
决农村剩余劳动力2000余人。

玉龙镇将成为大足区重要的富硒中药
材种植科研基地和乡村振兴示范镇，对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通过产业大道、生产便道和
喷灌系统的建设，改善了本村道路交通、灌
溉设施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药材文化
公园的建设，提升了乡村文化旅游品牌，体
现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王弟刚正在做一个药材产业的发展
梦，更想通过药材项目带动产业振兴，与乡
亲们一道实现乡村有盼头、更有干头的乡
村振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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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小镇、健康养生福地、生态宜居家园……大足区玉龙镇拥有30.9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地，因地制宜种植
了中药材、玉龙黄金芽茶、柑橘，实施了稻虾混养的特色产业，着力打造集乡村采摘、文化体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现
代乡村旅游产业。

玉龙镇作为大足区全域旅游文化小
镇，拥有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和龙水湖
水利风景名胜区，湖光山色，形成独具
特色的自然之美。该镇2014年入选中
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三
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18年玉
龙老街入选重庆市历史文化名村名录。

近年来，玉龙镇凭借优越的生态条
件和丰富的资源禀赋，多措并举以农促
旅、以旅带农，走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
子，推动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农业产业
多点开花，实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和
产业发展“齐步走”，奋力谱写新时代玉
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玉龙镇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
优势，聚力捧好“生态饭碗”，倾力做强

“山水文章”。龙水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的规划实施，让玉龙的山水资源和悠久
历史，释放出巨大的开发潜力，也让这
座沉睡千年的小镇，焕发出蓬勃生机。

文旅资源彰显山水魅力。聚焦大
足区“繁星闪烁、日月辉映”文旅融合发
展的格局，统筹做好山水文章。玉龙山
国家森林公园，属巴岳山脉中段，是巴
岳山风貌之精华。公园内古木参天、林
荫蔽日、幽谷溪流、鸟语花香，绿色生态
资源特色突出。黑竹林沟原始次生林、
三清洞、坛子石、玉峰传统村落、禅乐寺
等景色优美，各具特色，这些景点集生
态、历史、文化等深厚内涵于一体。

龙水湖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区内，
108座小岛形态各异，风光秀丽，经过
20余年的打造，景区旅游设施日趋完
善，先后建成了游客中心、湖畔温泉、旅
游酒店、环湖步道，水上游乐有湖面生
态游、岛上户外体验等项目，集生态、人
文、康养、运动于一体。

玉龙镇还依托 30.9平方公里的富
硒土地资源，大力发展中药材、柑橘、茶
叶等特色农业产业，秉承“文旅+”全域
旅游融合理念，整合“农、文、体、康、养、
旅”等综合优质旅游资源，塑造“一山一
湖和乡村旅游”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形
成玉龙山、龙水湖生态游，建设湖畔温
泉康养、环湖运动、休闲度假、乡村采摘
和传统节会展演等6大特色旅游品牌，
打造“欢乐龙水湖、养生巴岳山、幸福嘉
年华”的文旅新标杆，为奏响宜居宜业
宜游的新玉龙谱写新的华章。今年1月
至 8月，累计接待游客 30余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1.2亿元。
“体旅经济”活力四射。玉龙镇作

为龙水湖国际半马的承办者之一，自
2016年办赛以来，凭借良好的自然环
境和绝佳的赛事口碑，深受全国跑友喜
爱，加上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
无限魅力，每年赛事报名一经开启，便
迅速报满。2018年，该赛事荣膺中国
田协“铜牌赛事”“自然生态特色赛事”
两项殊荣，龙水湖国际半马已成为圈内
跑友翘首以盼的热门赛事。

环龙水湖国际半马比赛地点选在
拥有龙水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玉龙山
国家森林公园、“新重庆·巴渝十二景”
等多个美称的龙水湖旅游度假区举行，
周边自然生态优越、负氧离子含量高，
且环湖赛道较为平坦，马路开阔，适合
选手发挥，创造最好成绩。

龙水湖半马不仅是一场运动盛会，
更是大足展现给世界的一个窗口。在
不少跑友看来，马拉松的魅力不仅仅在
体育，更在文化底蕴的挖掘上。曾参加
龙水湖半马赛、来自北京的冯令，专程
飞抵重庆，从重庆乘坐高铁来到大足。
他称，来大足除了跑马，还为了观赏世
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在龙水湖的半马赛现场，主办方赛
前会组织大足非遗双桥狮舞、大足鲤鱼
灯舞，开赛后赛道中有双桥杂技、大足
川剧、梅丝拳、中敖火龙、薅秧歌等表
演。在 21.0975公里赛道上，大足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体现得淋漓尽致，跑友
们一边奔跑一边与表演者互动，充分享
受着一场特别的文体盛宴。

如今，马拉松已成为全民参与度最
高的运动之一，更多跑马爱好者以家庭
为单位参与跑步，以跑步的名义去体验
一个城市的魅力和风光，“体育+旅游”
的消费模式让马拉松持续火爆。

得天独厚的周边旅游资源与日益
强劲的文旅融合能力，让当地体育旅游
的经济效应日趋明显。这几届龙水湖
半马赛事开赛前一天，玉龙镇周边多数
酒店售罄，不少选手只得在双桥、龙水
以及大足城区住宿。为笑迎八方来客，
大足 200余家酒店、餐饮店联合
承诺：不欺客、不宰客，
为跑者留下最
美印象。

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工作中，玉龙
镇的茶产业是一个重要项目。其中“白
茶”，便是茶族中的“上宾”。近年，玉龙镇
发展包括白茶在内的特色产业，效果明
显。带动就业 300余人，实现产值 1000多
万元，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近 20万
元。其中，浙江茶商李海兵看上玉龙、落户
玉龙、发展玉龙白茶的事，被传为佳话。

李海兵，浙江安吉人，从事茶产业20余
年。他敏锐地察觉到市场发展的变化和需
求，决定前往重庆开辟新的茶叶种植基
地。2019年，玉龙镇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
吸引李海兵到玉龙镇新益村发展茶叶生产
基地，成立新隆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浙江茶商李海兵的入驻让玉龙的茶产
业开始走上新里程。在玉龙镇新益村，流
转土地 500余亩，建设厂房一座，制茶设备
2台，项目总投资 500万元。目前，种植茶
叶的品种有玉龙白茶50万株、黄金芽85万
株、玉龙黄 35万株。这三种茶品质各有特
色。玉龙白茶外形挺直略扁，形如兰蕙；色
泽翠绿，白毫显露；叶芽如金镶碧鞘，内裹
银箭，十分可人。白茶中富含氨基丁酸，而
氨基丁酸具有调节大脑中神经传达物质的
浓度，有助于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是天
然又健康的降血压辅助茶饮。黄金芽以金
黄色的茶芽为原料，汤色嫩绿明净，泛浅黄
色光泽，叶芽匀整，呈嫩黄绿色，滋味醇厚

回甜。玉龙黄外形芽壮叶肥，毫尖显露，呈
金黄色，汤色橙黄鲜明，香气清芬高锐，滋
味鲜醇爽口，叶底芽叶成朵匀齐。

近 3年来，通过土地流转、集体经济持
股分红、务工等为当地老百姓带来直接受
益150万元。李海兵不但自己种植，还带动
周边的群众种植。通过以“党支部+村集
体+公司+农户”的联合模式，新开垦种植茶
叶60余亩。当地群众高长龙种植了20亩，
他说，通过种植黄金芽，一年的收入就增加
了上万元。

当然，种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2022
年夏季，玉龙镇茶叶种植基地遭受高温极
端天气，新隆茶叶合作社损失较大，玉龙镇
政府通过节水灌溉农业项目，帮助李海兵
解决了困难，保住了很不容易发展起来的
茶产业，实现他和村民的稳定增收。

茶叶销售线上线下一并发力。李海兵
利用微信、淘宝等电商平台和传统销售渠
道，直接向江浙地区的市场供货，市场需求
稳定且规模较大，通过自己的市场渠道、品
牌效应、技术支撑，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
本、增强了专业化程度，管理逐渐规范，新
隆茶叶合作社持续强化品牌建设，探索出了
一套适应玉龙茶叶生产管理的模式，成功让
玉龙白茶走出玉龙、走向浙江、飘香全国。

未来，李海兵将潜心钻研茶叶生产管
理技术和制茶工艺，不断创新、摸索，使合

作社规模逐渐扩大，种茶面积将达到 1000
多亩，丰产期年产成品茶 15000余公斤，市
场价达20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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