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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呼我为 惠民有感

新重庆建设者

新重庆开局第一年新时代 新征程 新重庆

跑遍各村为中药材“鉴宝”

“城口人民一直有做药膳美食的传统。”在城口待了三
年多的周益权如数家珍，“城口药膳主要分四类：第一类是
煲汤炖肉，多采用天麻、党参、黄精等中药材；第二类是养生
泡酒，最有名的是五味子酒，也有用石斛、天麻、淫羊藿泡的
养生酒；第三类是蔬菜类药膳，选用侧耳根、山药、当归的叶
子等；第四类就是茶，像薄荷叶、连翘叶等都可用。”

地处重庆最北端的城口是块“宝地”，大巴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因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被生物学家称为“物种宝
库”和“生物资源基因库”，境内有药用价值的中草药3800
余种，可供开发利用的中药材上千种，受制于多种因素，长
期以来，其产业优势并未发挥出来。

“在很多业内人士眼中，城口中药材原生态、无污染、品
质好，这些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周益权刚到城口，便一头
扎了进去，短短半年时间，他几乎走遍了城口的每个村。此
前12年，他曾负责过巫山、璧山、渝北等区县中药资源普
查，经验丰富。在他的努力下，城口县多种中药材的优异
特性被不断挖掘出来——结合城口产的独活、天麻、云木
香、太白贝母、黄柏、连翘、淫羊藿、川党参等多在“巴掌
田”“鸡窝地”的高山地区种植的特点，他提出“浅掘十井
不如深挖一井”观点，团队将目光锁定在淫羊藿身上。过
去城口全县每年要挖200多吨野生淫羊藿，现在一年只能
挖到几十吨，周益权提出必须要把林地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发展家种栽培。在他牵头下，当地建立箭叶淫羊藿种苗繁
育基地200余亩，并在重庆首次推广应用高含量优质淫羊
藿5000余亩。

大巴山这座中药“宝山”还为周益权带来了另外一个惊
喜，城口在全市首次发现了珍贵药材曲茎石斛种群。曲茎
石斛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和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周
益权持续帮助城口建立曲茎石斛人工繁育与仿野生生态种
植基地，初步实现重庆淫羊藿、曲茎石斛产业化开发利用步
入全国前列。

如今，周益权的“鉴宝”成果出来了，大巴山中药研究院
为城口中药材产业开出“良方”——构建“大品种+区域特

色品种+面上品种”的品种优化布局：将淫羊藿、独活、天麻
等品种作为大品种培育打造；将曲茎石斛、太白贝母等作为
区域特色品种培育打造；支持发展云木香、大黄、川牛膝、厚
朴、川黄柏、杜仲等多个面上品种，实现城口县中药材产业
全域高质量发展。

建渝川陕鄂中药材产业示范带

在周益权团队努力下，城口县推广应用高含量优质淫
羊藿，并推广应用到邻近的陕西、四川一带，产业优势逐步
发挥。

在周益权的推动下，中国重庆城口·大巴山药谷发展
规划及实施方案（2021—2035）成功出台。今年8月，他和
团队成员协助城口召开中国“大巴山药谷”产业高质量发
展暨中药材GAP推进大会，将城口中药品牌推向全国，

“大巴山药谷”建设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大巴山药
谷”中药产业联盟由城口县发起，联合渝川陕鄂15个毗邻
县（市、区）共同成立，旨在深化大巴山区域中药产业交流
合作，打造大巴山区域中药材产业示范带，共建中医药经
济走廊。

城口县委书记张继军介绍，目前城口县中药产业规模
持续壮大，每年统筹资金5000万元支持中药产业发展，撬
动社会投资2.5亿元，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6万余亩、经
营主体突破1000家、加工主体突破20家、延伸产业经营主
体突破3500家。预计到2025年，城口县中药材规模稳定
在38万亩以上，中药材产业产值达20亿元，渝川陕鄂大巴
山中医药产业联盟平台合作更加紧密，“大巴山药谷”区域
公用品牌市场价值转化成效明显。

“走好这步‘大棋’，需要强强联合。”周益权说，《中国重

庆城口大巴山药谷中药资源谱系》已完成编撰，他还协助城
口开展党参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对接中国中药协会
等国内产业行业协会，对接与城口吻合度高的优秀市场主
体，帮助城口开展产业招商。

村民眼中的“寻宝”带路人

“无论是多么恶劣的天气，只要种植户有技术帮扶的
需要，周院长都会出现在田边地头，现场帮我们把脉支
招。”12月25日下午，城口县龙田乡卫星村种植户徐万海
说起周益权带领的专家团队对他们的指导与帮助时满是
感激之情。

令他记忆深刻的是，今年夏天，专家们冒着酷暑下到药
材地里指导村民们规范种植，几个小时下来，所有人的衣服
都被汗水浸透了。

徐万海说，在周益权到来前，当地村民都是用传统的方
式种植中药材，品种杂乱没有形成规模，拿到市场上去销售
附加值低。通过专家指点指导，中药材的品质提高了，也能
卖更好的价钱，村民们的“钱包”更鼓了，相当于同样一把锄
头，挖出了更多的“宝贝”，所以当地群众都把专家们看成是

“寻宝”带路人。
三年多时间，受过周益权团队指导的种植户超过1000

人次。今年上半年，周益权登上2023年第二季度“城口好
人榜”。说起未来的工作重心，周益权说，因地制宜壮大中
药材产业仍将是重中之重，通过提质增效，让种植户增收，
更好地助力城口富民强县，让“大巴山药谷”和渝川陕鄂中
药材产业示范带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当地群众的获得感
与幸福感。

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实习生 周若雅 受访者供图

12月26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重
庆两路果园港综保区（下称综保区）1~11
月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1528.9亿元。其
中，1~11月实现一般贸易总额630亿元，同
比增长10.4%，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

2023年，是综保区高质量发展乘势而
上的发展之年。综保区把握战略机遇，紧
紧围绕服务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以“项目为
要、效率优先、干字当头”的工作思路，按照

“3+4+5+5+5”年度重点工作安排部署，重
点落实好21项重点工作。

综保区以建设保税绿色科创产业园为
载体，按照网内网外联动发展的思路，大力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新兴产业。
综保区依托电子产业基础，抢抓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的契机，加快推
动“汽车+电子”融合发展的产业矩阵。
2023年，仁宝智能屏显项目开工建设，落
地探枫定制汽车，天海汽车电子、雨翔汽车

零部件再制造等项目相继投产。
新的一年，围绕通道口岸功能作用发

挥，全力打造全市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标志
性项目，把功能做活；加快多式联运基地建
设，加密、加快开行铁海、公海联运班列，把
通道做优；聚焦“8+2”口岸优势，按照

“2334”发展思路，打造中国西部第一的
“双循环”综合商贸枢纽。

加快推进保税绿色科创产业园建
设，推动“网内+网外”融合发展，推动

“汽车+电子”融合发展，依托保税功能和
口岸优势，着力发展电子和汽车零部件

“保税+”新业态，打造全国“保税+新业
态”的示范区。

此外，综保区将加快启动建设成渝
RCEP中心等重大项目，深化渝港合作，加
快“两高两特三新”七大产业布局，壮大保
税+跨境电商、展示交易，创新发展保税+
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业态。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实习生 牟琰

果园港综保区1~11月外贸进出口总额1528.9亿元

明晚（29日），第八届重庆文化旅游惠
民消费季（秋冬）暨重庆市民音乐节（铜梁
营）将在铜梁区启幕。届时，市文旅委将联
手铜梁区政府，在奇彩梦园景区搭建以铜
梁龙为元素、传统艺术与时尚视觉交相辉
映的主舞台，开启一场跨年文旅盛宴。

据悉，由市文旅委主办的第八届重庆
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秋冬），将围绕“市民
音乐节”“山城夜精彩”“沉浸式体验”等重
点领域，策划1个主会场启动仪式、11个特
色主题活动、N个区县分会场活动以及网
络惠民活动，推动消费持续扩大，培育文娱
旅游消费新增长点，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旅
游目的地，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2月29日至明年1月1日，重庆市民
音乐节（铜梁营）将在消费季启动仪主舞台
举行，将邀请潘美辰、吕薇等国内艺术家、
独立音乐人、川渝两地知名乐队带来连续
四晚的大型音乐演出，以多元化音乐风格、

立体化文娱体验、潮流化音乐派对驱动文
旅消费，营造热烈跨年氛围。

铜梁市民集市12月29日至明年1月
1日，将组织100余商家围绕特色美食、非
遗文创、旅游商品等内容打造不同主题的
铜梁专属市民集市。

除了重庆市民音乐节，还有“夜精彩·
潮文旅”夜间文旅消费惠民活动、高德地图
亿元消费补贴发放活动、“茶和天下 共享
非遗”茶文化宣传推广活动、第二届全球不
眠之夜文化旅游消费活动、约惠金秋·江北
都市文旅艺术季、2024年中国·重庆第二
届国际光影艺术节、“欢乐嘉年华·金秋奇
遇节”、綦江区古剑山秋季旅游消费活动、
城市文化生活节、赏冰雪·泡温泉·享盛惠、

“汇文化 惠生活”秋冬演出惠民季。风格
各异的特色主题活动，将带你感受“诗与远
方”的惬意闲暇。

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潘美辰与你相约铜梁 市民音乐节明晚启幕

“大巴山药谷”探路者周益权
城口药材种植户的“寻宝人”

城口县中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发起建立“大巴山药谷”中药产业联盟

12月15日，城口县药膳美食推介会
在江北区举行。当天，城口被中国饭店协
会授予“中国·城口药膳地标美食城市”牌

匾，并现场发布《城口药膳》书籍。目前，该县种植箭
叶淫羊藿5000余亩，建曲茎石斛栽培示范基地200
亩，全县中药材资源面积达到36.3万亩，产量近10
万吨。

推介药膳只是城口建设“大巴山药谷”这项宏大
项目的举措之一，41岁的周益权是“大巴山药谷”顶
层设计和具体推动人。2020年10月，城口县与市
中药研究院签署共建大巴山中药研究院协议，周益
权受市中药研究院选派，出任大巴山中药研究院院
长，为城口中药材产业发展壮大“探路”，为当地群众
“寻宝”。

周益权（左四）为村民仔细讲解中药材种植要领 专家团队在田间进行技术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