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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心目中的川药TOP10投票
2022“四川十大地理标志道地药材”评选启动

都江堰川芎种植有上千年历史。

扫二维码进入投票页面

“大雪”节气刚过，在全国大部分地
区迎来又一波寒潮时，位于四川最南端
的攀枝花却再一次“入冬失败”，最高气
温超过22℃。翻开攀枝花人的朋友圈，
暖心的粉、纯粹的蓝、清新的绿等各种颜
色，汇聚成了攀枝花冬日独有的色彩。

12月7日，封面新闻推出“攀枝花的
冬天是什么颜色”专题报道后，得到众多
网友点赞。温暖的阳光，满城粉色的异
木棉花海，以及“蓝得不真实”的“攀枝花
蓝”，让大家心生向往。

攀枝花，因三线建设而生，是一个以
“钢铁起家”的重工业城市。“攀枝花蓝”，
是如何成为攀枝花冬季代表性色彩之一
的？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为你揭
开其中的秘密。

入冬失败“攀枝花蓝”刷屏

今年入冬以来，全国大部地区前期
温度较高，而受此次寒潮影响，全国大部
地区开启“速冻”模式。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分
析，此次寒潮最显著的特点是降温剧烈、
影响范围广。监测显示，随着寒潮东移
南下，中国自北向南出现降温、大风、沙
尘和大范围雨雪天气，全国大部地区累
计降温超18℃，局部地区降温超20℃，
有26个省会级城市创下半年来气温新
低。

12月8日，打开四川省各城市的天气
预报，相比不少市州10℃左右的最高气
温，攀枝花的22℃显得有些“不合群”。

当天上午10点过，家住攀枝花市米
易县的曾亚飞，在朋友圈“晒”起了“攀枝
花蓝”。湛蓝的天空下，搭配各色鲜花，
随手一拍，不加滤镜也十分“洗眼睛”。

而对于攀枝花本土摄影师王东来
说，攀枝花的蓝天白云，也是他最钟爱的
摄影素材之一，每次在朋友圈“晒”图，都
能吸引不少人为美景点赞。

在朋友圈发“攀枝花蓝”，已经成为攀
枝花人的日常操作。截至2022年9月，
攀枝花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8.8%，成

功进入全国呼吸环境十佳城市。

由“灰”转“蓝”蓝天成为常态

攀枝花人习以为常的“蓝”，并非与
生俱来。

时间回到2005年6月，当时，攀枝
花上榜“2004年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名
单，当时的空气质量达标率仅为16.0%。

2007年，攀钢开始着手解决烧结烟
气脱硫难题，成为全国最早装上烧结烟
气脱硫装置的企业。此后，攀钢陆续建
起多套烧结烟气脱硫装置。彼时，国家
对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限值还没有明确要
求。

“不是企业消灭污染，就是污染消灭
企业”。10多年来，随着攀枝花一系列

“铁腕”治理污染措施落地，“既要金山银
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理念，在攀枝花市
执政者的心里扎下了根。

如今，来自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的
数据显示，攀枝花的空气质量优良率常
年保持在97%以上，“攀枝花蓝”逐渐成
为常态。

康养胜地 冬游攀枝花好惬意

作为长江上游资源开发型城市，攀
枝花的转型分为两个方面：从“百里钢
城”变成“钒钛之都”，从“工矿基地”变成

“阳光花城”。
随着钒钛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如今

的攀枝花市，已成为国内第一、世界第二
的钒制品生产基地和国内最大、全球重
要的全流程钛工业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攀枝花单位GDP能
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五年分别下降
30.2%、23.2%，减幅分别居全省第一和
第三。

工业经济的转型，为攀枝花带来了
蓝天白云，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反哺”了
当地经济发展。2012年，攀枝花率先提
出“阳光康养旅游”概念，开启了“钢铁硬
汉”向“阳光暖男”的转型之旅。

攀枝花属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
拥有特别适宜人类休养生息的海拔高
度、温度和湿度，年均气温20.4℃，这里
冬季温暖、夏季凉爽，是避寒、避暑、避霾
的理想胜地。

入冬后，一群“候鸟老人”又从成都
“飞”到了米易县攀莲镇贤家村，和煦的
阳光伴着爽朗的歌声，让大院处处洋溢
着温暖。

“康养旺季来啦，整个村子都热闹起
来了。”米易康养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苟存
林很开心。同样开心的还有成都游客赵
霞，她说：“在这里，我尝到了幸福的滋味。”

数据显示，攀枝花2021年康养产业
增加值达144.7亿元，同比增长11.2%，
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2.8%，再度入
选全国康养二十强市。

11月25日，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举办的成渝文旅发展交流活动暨“成
渝十大文旅新地标”颁奖典礼上，攀枝
花米易阳光城入选“四川十大冬游胜
地”。“冬游攀枝花”这一康养金字招牌，
再度叫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翼

蓝天白云映衬下的攀枝花中国三
线建设博物馆。 王东 摄

“攀枝花蓝”刷屏背后：
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在97%以上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王越欣）中医
药既是治病救人的良方，也是中华民
族的瑰宝。一直以来，四川多地致力
于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壮大四川道地药
材的品牌，特别是地理标志道地药材，
在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的同时，
也走出了一条增收致富、振兴乡村的新
路子。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委、
省政府品牌战略部署，落实《品牌四川光
彩中国——四川省商标、地理标志品牌
经济培育专项行动方案》要求，12月8日，
在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共同指导下，由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主办的2022“四川十大地理
标志道地药材”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网络
投票通道同步开通。

在中药名前标有“川”“云”“广”等产
地，如川麦冬、云三七、广陈皮等，便是常
说的道地药材。道地药材品种优良、疗
效突出、带有地域特点，一直是优质中药
材的代名词。

道地药材，实际上说明了各地不同
的生态、地理环境，生产出的药材质量
和疗效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浙贝母
和川贝母的疗效便有不同，同是黄连，
四川产的所含有效物质比外地产的高
出一些。

四川作为中医药资源大省，全省中
药资源多达7290种，川黄连、川芎等道
地药材有86种，其中，受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的中药材产品有62个。2022“四川十
大地理标志道地药材”评选活动围绕全
省62个地理标志中药材，重点讲述四川

地理标志道地药材的地标故事、推介地
标知名品牌、传播地标特色文化。

评选活动将通过社会公众投票（占
比分数40%）和专家评审（占比分数
60%）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四川十大地
理标志道地药材地标品牌产品，助力提
升四川地理标志品牌的知晓度、美誉度
和市场占有率，服务地方经济。

12月8日，投票通道已经开通，快来
为家乡的地理标志道地药材打Call！

网络投票通道
投票时间：12月8日至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