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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 日，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联合指
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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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进入第7天。活动得到了广大网友的
大力支持，大家纷纷参与投票，每天定
时打卡，为家乡地理标志道地药材摇旗
助威。

“天冬之乡，内江欢迎您”“最爱内江
天冬”“内江天冬好”……在封面新闻APP
该活动报道评论区，“内江天冬”不断刷
屏。此次活动得到了内江市和内江市东
兴区的大力支持，当地发动干部群众踊跃
投票，旨在通过活动进一步提高内江天冬
的知晓率和影响力，形成支持内江天冬发
展的凝聚力和共识。截至 12 月 14 日 17
时，内江天冬得票数已超26万，在所有参
评的中药材中遥遥领先，稳居榜首。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内江天冬既可药用也可食用

内江天冬历史悠久。早在公元619
年，内江就生产天冬并因质量优良而作
为贡品。据《中华道地药材》卷3天冬项
目记载：天冬尤以四川内江等地最为适
宜生产。

东兴区是内江市唯一的革命老区，这
里气温、日照、雨量、土壤等自然条件都非
常适宜天冬种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
育出了道地药材——内江天冬。经检测，
东兴区产出的成熟期天冬浸出物含量达
94.15%以上，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产出
的天冬，符合出口标准。

内江天冬条粗壮、色黄白、半透明，
富有养阴润燥、清肺生津、强骨髓、抗肿
瘤、抗氧化、美容养颜等功效。内江天冬
不仅可以药用，还可食用。天冬汤、天冬
膏、天冬酒、天冬蜜饯在当地非常受欢
迎。尤其是天冬蜜饯，还被四川省评为
优质产品，制作天冬蜜饯的工艺也被评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1年，内江市东兴区被授予“中国
天冬之乡”称号，内江天冬也入选新华社民
族品牌工程，成为西部首个道地中药材入
选该工程的产区品牌。2022年7月，内江
天冬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成功。

区委书记带头点赞
借助评选提升品牌知名度

2021年，内江市东兴区第八次党代会

上，明确把以天冬为主导的中医药大健康
产业作为东兴区的主导产业，计划到2030
年，将天冬培育成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
元的大品种，新增就业1万人以上。内江
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把东兴区中医药
大健康产业项目纳入内江市2022年度重
大任务“揭榜挂帅”行动清单。

当前，东兴区正以育苗、种植、加
工、交易、研发、品牌营销、康养旅游

“七位一体”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
路径，推动天冬产业全链条发展，助推
乡村振兴。

内江市东兴区委书记康厚林表示，
2022“四川十大地理标志道地药材”评
选活动，是对内江天冬品牌的一次推
广。通过此次评选，将进一步凝聚对

“天冬一号工程”的广泛共识，展示区
委发展天冬产业造福东兴人民的坚定决
心。让更多人了解天冬，认识“中国天冬
之乡”内江东兴区。

落实品牌战略部署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瑰宝，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
人民健康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四川是全国地理标志产品大省，数量
居全国前列，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大“天然
药库”。在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
中，四川已初步查明中药品种数 7290
种。其中，常用中药材品种数312种，占
全国常用中药材品种数的86%。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此次评选活动，既是推动中
医药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贯彻落实
国家及省委省政府品牌战略部署，保护地
理标志产品的具体举措。

内江天冬、乐至白僵蚕、南江金银花、
巴州川明参……60种道地药材通过此次
评选活动走进了大众视野。

你是不是也想为家乡出一份力？快
来参与投票吧，选出你心中的“地理标志
道地药材”TOP10。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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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昌，地处安宁河谷腹地，因地形
宛如一只张开双翼的凤凰，拥有一个
美丽的别称：凤凰城。

1950 年 3 月 26 日，德昌迎来解
放。72年来，德昌县依靠优越的气候
条件、肥沃的土壤、便捷的交通，在群
山环抱中，深植阳光康养，种出的粮食
和果蔬装满粮仓和果篮，清洁能源布
局也从蓝图变成了现实。

新农业
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

11月22日，四川省政府印发《安
宁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2—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
安宁河流域要形成“一核两轴、三带四
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借力《规划》的“东风”，德昌乘势而
上，将规划优质稻生产区、水稻良种繁育
基地、德昌麻栗稻鱼园区等项目，与同处
安宁河流域的其他沿线县（市），共同构
筑起中国凉山·安宁河现代农业硅谷。

时间回到72年前，当年，德昌粮食年
产量仅4848万斤。此后，在土壤改良、引
进杂交水稻、地膜覆盖育秧等方式的试
验下，德昌开始勾勒出立体农业的雏形。

“德昌香稻”被誉为米中味精，今年
入选四川省优异种质资源。引进的超级
杂交稻发展势头正猛，在袁隆平团队的
指导下，德昌超级杂交稻单季亩产1200
公斤高产攻关基地，今年创下亩产
1132.22公斤的全省水稻单产新纪录。

如今，德昌正加快推进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建设，为凉山打造“中国农业
硅谷”和“天府第二粮仓”添砖加瓦。

新能源
基本形成风光水电互补格局

风电落户德昌仅有12年历史，但
已形成燎原之势。

2010年，四川首个风力发电场在
德昌启动。6年后，建成总装机规模
20.2万千瓦的德昌风电场，成为我国
首个山谷风力发电场。

风电，让这里打造出了一条产业
链。2016年5月，东方电气集团风电
叶片厂落户德昌，开工建设。

今年6月，德昌县腊巴山风电项
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国家首批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和雅砻江流域
水风光互补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示
范基地标志性项目，将让德昌清洁能

源发展再上台阶。
光伏和水资源利用也从未缺席。

2016年，在德昌县永郎镇建起农光互
补产业园，装机20.288兆瓦。拥有丰
富水资源的德昌先后建起水电站58
个，总装机容量达30.836万千瓦。

截至目前，德昌已开发风光水能
资源近80万千瓦，基本形成风光水电
互补发展格局。

新文旅
竭力打造阳光康养凤凰城

超2200小时的年日照时数、每立
方厘米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平均1.2万
个，更是德昌打造阳光康养城路上的
点睛之笔。《规划》中，德昌将与米易共
建攀西阳光康养高地。

成昆铁路复线全线开通后，从成
都出发一路向南，德昌是重要的停靠
站点。未来，德昌将抢抓安宁河谷阳
光生态走廊建设机遇，加快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
岭 罗石芊周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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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吧！

可食用可入药的内江天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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