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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雀舌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文化名茶”，先后通过了ISO9001:
2000质量体系认证、HACCP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认证、“绿色食
品”认证、“无公害产品”认证和“QS”认证。因形似山雀之舌而
得名，茶叶天然富硒，享有“富硒茶王、雀舌珍品”之盛誉。近年
来，万源市立足“有机、生态、富硒”资源优势，着力加快茶叶标准
化建设、清洁化加工、品牌化管理、市场化营销，精心编制全市富
硒茶产业发展总规，重点打造“一带一路”茶园建设。现已建成
6个现代茶叶万亩示范区，全市富硒茶叶基地达到20余万亩。
全市茶叶基地整体通过全国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证，并被四川
省委、省政府列为全省20个茶叶重点县和6个30万亩以上重点
产茶县之一，被中国茶叶学会认定为“中国名茶之乡”。2017
年，全市茶总产量达到7000吨。

旧院黑鸡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获“四川省
著名商标”“天府十宝”。因主产于四川省万源市旧院镇而得名，
是一个肉蛋兼用型品种，全身羽毛黑色带翠绿色光泽，分乌皮乌
肉和白皮两种；蛋壳浅褐色，少数蓝色，被中科院命名为“世界稀
有，中国独有，万源特有”，素有“生命之源”绿色食品之美称。全
市建立20个有机旧院黑鸡生产基地，旧院黑鸡年出栏300余万
只，年产商品蛋6000万枚，实现产值4.3亿元。

蜂桶蜂蜜

万源特产，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因主产于该市蜂桶乡而得名。产区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南
麓，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和嘉陵江、汉江的分水岭，境内山
峦叠嶂，沟壑纵横，森林覆盖率高，气候湿润多雾，立体气候明
显。蜂蜜是当地农户的传统养殖业，每年在白露过后采糖，以山
上各种野花、山药花、菜花等为主要原料。长期食用对人体的
肺、胃等功能有特殊疗效。全市有蜂桶中蜂重点基地乡镇16
个，发展蜂群4万多群，年生产量400余吨。

花萼食品（珍珠花菜）

万源市花萼绿色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模式，扩建珍珠花菜基地三个4万余亩；投资近1亿元，建
成香辣酱、珍珠花菜、土豆豉香辣酱深加工高附加值的珍珠花菜
农特产品标准化生产线，提供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研
发的土豆酱料、珍珠花菜系列产品，涵盖6个种类11个产品，成
为餐桌上一道美味的“下饭菜”，当地人称：万源“庞大妈”就像贵
州“老干妈”。珍珠花菜系列产品先后获得“天府七珍”“消费者
最喜爱的十大四川特产”、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等殊荣，并
于2017年成功出口欧盟，签订1100万欧元外贸协议，刷新近年
四川省林业产品外贸单笔订单纪录。

万源马铃薯

万源市特产，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
品。万源市地处大巴山南麓山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造就了万源马铃薯品种纯、薯型好、品质佳、口感好、产量高等特
点，而闻名川东北。其产品品质最大特点是甜、面、香而有别于其
它地方的马铃薯，特有的富硒品质更增加了它的食用价值。万源
全市马铃薯种植面积24.5万余亩，建成马铃薯产业带10万亩、核
心示范基地3个。鲜薯总产量达50万余吨，总产值达8亿元。

最是冬日好时节，雀舌巴山俏争春。时下，驰骋在包茂高速
万源境内，从山头到梯田，只见一块块茶园在绵延无尽地伸展，
醉人的绿意直入眼帘，诱人的清香扑鼻而来……在被誉为“中国
名茶之乡”的万源市，茶业“一带一路”挺起了一道绿色脊梁。

位于大巴山腹心地带、川陕渝结合部的万源市，地处中国南
北气候的分界线和嘉陵江、汉江的分水岭。境内山清水秀、资源
富集，气候适宜、土壤富硒，属国家限制开发区和重要的生态功
能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市，生态发展潜力巨大。

近年来，万源市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瞄准“生
态、有机、富硒”特色资源，转型发力、绿色崛起，集中力量做强现
代农业、生态工业、康养旅游和商贸物流“四篇文章”。特色资
源、生态产业、名优产品，共同敲击着绿色崛起的“快进键”，绘成
一幅幸福美丽新画卷。

这里，是一块红色的圣地

1929年，革命先烈李家俊发动和领导万
源固军坝农民武装起义，创建了四川最早的一
支革命武装力量——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游
击队。

1934年，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万源进行了红四方面军
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艰苦、战
绩最辉煌”的万源保卫战。万源保卫战战史陈
列馆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是一座仰红军业
绩、缅先烈遗志，陶革命情操、育高尚品格的历
史博物馆。

这里，是一片绿色的摇篮

万源，地处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和嘉陵
江、汉江的分水岭。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3.5%
以上，负氧离子平均值为3593个/cm3，达6级
最高标准，空气质量达1级最高标准，是名副
其实的“天然氧吧”。常年平均气温14.9℃，气
候宜人、生态良好，是秦巴地区消夏避暑首选
胜地，被誉为“中国凉都”“中国西部养生天
堂”。

万源，属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
区，是全国三大富硒带之一和四川省唯一的天
然富硒区，特色资源富集。萼贝、皮桔、天麻、
银杏等名贵中药材享誉全球；巴山雀舌、旧院
黑鸡（蛋）、蜂桶蜂蜜等“硒”有农特产品驰名中
外。拥有175种林木品种，1200余种药用植
物，480余种动物资源，堪称一座天然的“生物
基因库”。

万源，位于大巴山腹心地带，地形地貌多
样，自然风光迤逦。有八台山国家级地质公
园，八台山国家4A、龙潭河国家3A级风景旅
游区，黑宝山和东林山省级森林公园。避暑胜
地鱼泉山、长洞湖、扁桶峡、烟霞仙山、石冠古

寺、观音幽峡、项王溶洞、茶海晨曦……犹如颗
颗绿色珍珠，每一处景致都令人心驰神往，是
名副其实的“川陕渝后花园”。

万源是国家限制开发区、省级生态示范
市，着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花萼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达整个幅
员面积的27.44%，占达州市生态保护红线总
面积的82.3%，绿色崛起优势更加明显。

这里，是一方创业的乐土

百业俱兴，蓄势待发。万源市委书记吴晓
勇表示，依托优越地理区位、良好生态条件、富
硒特色资源独特优势，把握“乡村振兴、一带一
路、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战略机遇，全市上
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立足市情、率先
破题，全力以赴书写“绿色崛起”新篇章，建设
幸福美丽新万源，筑牢嘉陵江和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中发展。影响和破
坏生态的项目一律不要，万源市始终高举生态
大旗，一方面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划
定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另一方面加快传统
工业淘汰升级，大力引进和培育生态工业、现
代农业、康养旅游、商贸物流等环境友好型工
业企业。

开启“绿灯”信号，打造“投资宝地”。初步
完成《万源市乡村旅游总体规划》，助力乡村振
兴；先后出台《万源市工业转型升级2017年工
作方案》《生态工业突破性发展十条措施》多项
新规，帮助企业“引路”；专项设立1000万元生
态工业应急转贷资金、专项预算400万元服务
业发展扶持资金，用作杠杆撬动。用一枝枝绿
色橄榄枝，千方百计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畅通“绿色”通道，构筑“营商高地”。进一
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招商环境；加
强项目储备，包装“精”“尖”项目，增强招商引
力；创新招商方式，成立产业招商小分队，定向
攻关；加快项目落地，实行项目挂包责任制，定
员服务。

“万物生”蜂桶蜂蜜飞向中南海，“星博士”
孕婴童产品出口亚欧，“庞大妈”珍珠花菜食品
出口亚欧，“巴山雀舌”富硒绿茶荣膺中国驰名
商标；“八台山”国家4A景区跻身四川景区十
强，龙潭河养生养老保健基地对外开放，黑宝山
森林康养基地加快建设；蜀雅富硒红茶生产加
工、星华服装迁建项目投产运行，发荣林业、龙
强建材新兴企业不断壮大；秦巴商贸物流园建
成投运，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项目成功
落地……时值仲冬，万源大地一派勃勃生机，绿
色浪潮滚滚而来。

舞动富硒“农”头

突出“生态、富硒、有机”优势，大力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重特色农业品牌保护
创建，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抓好农建综合示
范区建设，加快实施种植业“百万亩”和养殖业

“千百十”工程，推行“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富硒茶叶、马铃薯和蔬菜特色种植势头强
劲，编制富硒茶产业“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扎实
推进富硒茶产业带建设，引进帝升集团、国储农
业强力打造茶旅融合产业。全市新建茶园3万
亩，茶园总面积28.2万亩，茶产量0.7万吨，实现
产值13.6亿元。旧院黑鸡出栏量300余万只。
成功创建为“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
区”，富硒马铃薯、富硒茶、富硒辣椒、旧院黑鸡
（蛋）、珍珠花菜及其制品、万物生蜂桶蜂蜜6个
产品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新增“三品
一标”产品3个。

培育生态工业

坚持产业生态化，推进绿色清洁生产，建设
绿色园区，大力发展富硒农特产品及道地中药
材精深加工、绿色建材、孕婴童产品等生态工
业。认真落实生态工业突破性发展十条措施，
全面实施“五十百千”企业培育工程，扶持骨干
企业做大做强。

完成生态工业招商签约项目10个，实际到
位资金51.5亿元；开工2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8
个，竣工投产5个，完成工业投资33亿元。新增
规上企业11家，培育小微加工企业24家。发放
应急转贷资金3860万元，争取扶持资金108万
元。发荣林业、花萼绿色食品、巴山雀舌、立川
食品、大面山酒业、源丰林业等老字号企业成长
为四川省2017年“专精特新”企业；源丰林业、蜀
雅茶业、大巴山生态农业、龙强建材、杨玻璃建
材、源麟家具、明玥照明新兴企业步入规上企业
矩阵。

主打康养旅游

坚持文旅、农旅融合，按照“1234+N”发展
路径，积极融入达州市北部核心旅游区综合开
发，推动万源旅游由观光型向复合型、小旅游向
大产业、过境地向目的地“三个转变”。实施旅
游精品工程，打造八台山—龙潭河、黑宝山核心
景区，红军公园、烟霞山、牛卯坪小微景点，打响

“温泉养生、山地休闲、森林氧吧”三张旅游名

片。
八台山—龙潭河龙头景区不断提档升级，

红军公园通过国家4A级旅游景区评定验收，黑
宝山景区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旅游总规初步完
成，蒋家湾、牛卯坪、龙潭河等特色旅游小镇初
具雏形，吃、住、行、游、购、娱要素日臻完善。
2017年，全市旅游景区、农家乐接待游客296.3
万人次，同比增长15.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1.7亿元，同比增长23.2%。

繁荣商贸物流

着力发展电子商务，完善电子商务平台和
服务体系，扩大企业电商交易规模，促进电商与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积极引导第三方支付机
构在乡村开展多终端支付服务。鼓励扶持小型
物流配送、仓储、冷藏、分拣等发展，引导商贸服
务业集聚发展，支持传统服务业升级改造。

秦巴商贸物流园区、浙江众泰汽车万源晨
旭商务接待中心建成投运，农产品溯源和品牌
培育工作正加快建设。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项目通过初步验收，县级电商公共服务
中心投入使用，建成乡镇（村）电商服务站点81
个，电商物流配送点107个。开展电子商务集中
普及培训160期6500余人次。农村淘宝、京东、
苏宁易购、美团等大型电商平台纷纷入驻，深山
铺子、开元科技等20余家本土电商企业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新培育限上商贸企业2家、规上服
务企业10家。2017年，万源本地农特产品上行
交易额突破5000万元，全市电子商务网上交易
额近1亿元。

优势资源篇

生态产业篇 名优特产篇

万源市委书记吴晓勇调研生态工业项目建设

万源市委副书记、市长倪欣调研现代农业

市民采摘富硒猕猴桃

万源城市新貌

八台山彩虹滑道 马铃薯基地 巴山雀舌基地建设 太一蜂业基地 农村电商特色产品展示 珍珠花菜系列制品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