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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凉山工业凉山 系列报道——宁南篇

打
造
金
沙
江
畔
最
佳
康
养
福
地

打
造
金
沙
江
畔
最
佳
康
养
福
地
、、最
美
阳
光
香
城

最
美
阳
光
香
城

一座新城 建设“山城一体·公园城市”的朝阳县城

宁南——宁静致
远康养福地,南国天府
阳光香城。

凉山州宁南县，自
古便是出川入滇的重
要通道，是古代南方丝
绸之路的一大驿站，随
处可见“丝路遗风”。这
个古来客商云集的地
方，历经岁月浸润，越
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

而今，“艰苦奋斗、
智慧创新、忠诚担当、
实干争先”的新时代宁
南精神，正在铸就康养
宁南、美丽宁南、活力
宁南、幸福宁南的新时
代。

在宁南月光坡，记者沿着一个个紫藤
花、玫瑰、三角梅等花卉盘绕的鲜花拱门，
领略这个浪漫动人的民宿风采。

“我们来的时候，这里除了太阳和月亮
什么都没有。”民宿老板徐安美说，她看准
了宁南康养旅游发展的前景，和朋友投资
了 500 万元，在宁南县披砂镇后山村这片
荒山上，打造了目前宁南最大的民宿。民宿
占地 20多亩，有 20多间住房，还有宴客饭
厅、包间等，设施齐备。

“现在的日子有盼头了。”从今年4月民
宿正式开始营业之后，这里的生意一直不
错。徐安美笑着说，之前自己在宁南街上卖
菜为生，生活就是养家糊口，现在转行做事
业，生活有了目标，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

随着宁南发展不断向前，像徐安美这
样的“追梦人”越来越多。

“立足资源优势，实现农文旅融合互惠
发展，把宁南打造成为中国优质茧丝之都、
四川南部清洁能源产业重要基地和金沙江
畔最佳阳光康养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郭
均说，现在宁南县经济正处于蓄势突破攻
坚期、转型升级关键期、政策机遇窗口期的
重要关口，宁南县委、县政府按照“1553”发
展思路，努力走出了一条县域经济特色发
展的新路子。

“1553”发展思路，总体目标极为明确：
立足宁南得天独厚的气候特征和自然资源
条件，打好“生态旅游”牌，做好文旅融合文
章，打造金沙江畔最佳阳光康养休闲度假

旅游目的地，努力把宁南建设成为“宁静致
远康养福地·南国天府阳光香城”。

为此，宁南不断构建全域开放新格局，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通过整合农文旅项目、
升级完善 4A级景区、打造特色旅游线路，
加快招商引资建设温泉二期、南丝路特色
小镇等项目，打响蚕桑文化、金沙文化、医
养温泉、高峡平湖等品牌，实现农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把县城及其卫星城镇打造成
为金沙江畔最具特色的阳光医养温泉小
镇、丝路小镇、金沙小镇。

发展壮大实体产业。以推动经济持续
增长为目标，充分挖掘优势和潜力，大力扶
持现有产业，进军新领域、发展新产业，抓
好农业园区和工业园区建设，实现双轮驱

动。加快盘活点石公司、依补河四级五级水
电站等一批现有企业，积极培育铁矿石生
产加工、新型蚕丝加工、建材生产、木材和
桑枝综合加工等多类企业，进一步做实经
济增长点。

突出抓好文旅产业，近、中、远期相结
合，全力发展三产服务业，着力培育批发零
售业、餐饮业、酒店业，增加数量、做大体量。

同时，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深化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创建步伐，加快推进幸福镇乡村振兴省级
试点工作，示范引领5镇10村，高标准完成
全县乡村振兴发展规划。

追梦新时代，宁南已经做好准备，正在
阔步向前。

绿水青山，现在的宁南给人的第一印
象是宜居。

地处金沙江边和云南省巧家县隔江相
望，宁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夏无酷暑冬无严
寒，四季如春。走进宁南，现代化的城市建
设让人眼前一亮：漂亮的音乐广场，气派的
南丝路大厦，风情的西瑶新寨，热闹的凯地
里拉温泉，优美的金钟山景区，规整的县城
街道，还有商业广场那棵年代久远的黄桷
树……无不美好动人。

“现在宁南城乡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一沓泛黄的老照片让宁南的“往日”
重现：低矮的房屋，杂乱的街道，比起今天
的“光鲜亮丽”，之前的宁南可以说是“灰头
土脸”，处处都是“年代感”。

青山依旧，绿水依然，宁南县却已换了
一个模样，从一座全州的边陲小镇变成了
如今功能健全、建设新潮的朝阳县城。

“今年，宁南围绕建设‘山城一体·公园
城市’目标，推进县城扩容提质。”宁南县委
书记郭均说，宁南以加快旧城改造、打造城

市水景观和推进城市亮化提升、打造城市
景观步道、建设城市综合体为抓手，加快构
建产城一体、产城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全力
打造金沙江畔最佳康养福地、最美阳光香
城。

在城市管理中，则以生态示范街建设
为试点积极探索街区治理新模式，努力实
现城市共治共管共享，让县城在开发中发
展，让群众在发展中受益；抓好乡镇区划调
整工作，努力构建“一核两极四星多点”竞
相发展新格局。

同时，借力大国重器白鹤滩水电站建
设，进一步夯基筑底，打通交通“大动脉”，
大力发展交通，紧紧围绕“打通主动脉、畅
通内循环”的大交通目标，加快形成更加开
放快捷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着力构建
到昆明2小时、到攀枝花1.5小时、到西昌1
小时的“2151”经济圈，吸引带动人才流、资
金流、信息流向宁南聚集。

高效服务“两高两国一码头”规划建
设，加快推进 G248、G353 等 6 个库区道路

迁复建工程，积极推动西宁高速、白鹤滩翻
坝码头等项目早日动工，把宁南建成四川
南向进省出川主通道上的咽喉之地。

从发展之中，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宁
南——这颗“金沙明珠”在县域经济竞相发
展中正熠熠生辉。

一张名片 擦亮“宁南桑蚕丝，美丽全世界”金字招牌
11 月初，记者走进宁南县“蚕桑第一

村”——新村乡碧窝村。
这里一派繁忙的景象，原本杂乱的河

滩已经筑起了堡坎，拟规划建设施工的区
域已经全部破土动工……碧窝村省级现代
蚕桑产业园区建设如火如荼。

“大家都期盼着，园区建设早点完成。”
碧窝村 1 组村民王作海说，从碧窝现代产
业园区开始动工，村民们积极参与建设，一
路见证了园区一步步从蓝图成为现实。

王作海是村里的养蚕大户，他的养蚕
经验很丰富，上茧率能达到90%。因为自家
的房子被园区征用，今年他租用产业园区
的大蚕房养蚕，养了 100多张蚕，一年靠着
养蚕能挣30多万元。

随着园区的逐步建成，他给自己定下
了一个新目标：争取 5 年内实现全年养蚕
500张，收入突破100万元。他还计划着，等
园区打造完成之后，把自家的房子周围种

上果树，做成民宿，再多一份收入。
宁南县是“国家级农业标准化优质桑

蚕茧示范县”、商务部“东桑西移”首批项目
县、“四川省精品蚕业标准化示范区”，2016
年被中国丝绸协会授予“中国蚕桑之乡”和

“中国优质茧丝基地”称号。
作为“川蚕丝”的代表，经过 40多年的

发展，蚕桑已经成为宁南农民增收致富的
支柱产业之一。

据相关数据统计，宁南县建成标准化
高产桑园 23万亩，带动 2.5万户、10.2万农
业人口从事桑蚕茧丝产业，建立蚕桑专业
合作社17个，培育养蚕规模40张以上的蚕
桑家庭农场268户，年养蚕收入5万元以上
的农户 1688 户，收入 1 万元以上的农户
12390户。

年产干茧 5000 多吨、生丝 2000 多吨，
户均养蚕收入2.2万元以上，农户养蚕收入
最高达到 58万元……宁南蚕茧总产、养蚕

单产、人平产茧、蚕茧质量、蚕农收入 5项
指标连续 18 年稳居全省第一，养蚕单产、
人平产茧、蚕茧质量 3 项指标长期稳居全
国第一。

“立足资源优势，努力整合全州茧丝资
源，把蚕桑规模做大，把茧丝产业做强，把
丝绸产品做精。”宁南县委副书记、县长王
潇说，如何擦亮“宁南桑蚕丝，美丽全世界”
这张金字招牌，如何让“中国蚕桑之乡”的
名号更加响亮，宁南一直在探索之中。

蚕桑产业是宁南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是乡村振兴和现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面对新形势，宁南积极响应乡村振兴
和我省打造现代农业“10+3”产业体系建设
号召，培育“川蚕丝”特色产业，拟定了“一
轴一核四基地”的现代蚕桑产业园区创建
方案，对照省级星级园区建设标准，在碧窝
村建设省级现代蚕桑产业园区，丰富园区

经济业态，着力把园区建设成为农文旅相
结合的文旅休闲基地；在 2020年继续打造
黑水河轴线、梓油核心区和其余三个基地，
争取创建为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

通过园区建设，带动宁南县蚕桑产业
逐步形成产业特色化、生产标准化、技术科
学化、经营规模化、服务社会化、产品品牌
化、发展融合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新模
式，示范引领全县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
宁南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产业保障。

“下一步，宁南县还将以此为契机，推
动宁南优势特色蚕桑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将蚕桑优势区域逐步由低海拔地区向二半
山地区扩散，蚕桑经营模式逐步由零星散
户向适度规模化集中，引领全县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向更高级形态、更合理结构，全面
提升蚕桑产业发展水平。”

王潇说，对于蚕桑产业的“明天”，宁南
信心满满。

一个目标 打造宁静致远康养福地、南国天府阳光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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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4A景区——凯地里拉温泉度假区七彩泡池

凯地里拉温泉

南丝路集团标准化的缫丝车间

南丝路集团优质生丝

宁南新村乡碧窝村的桑园

农民售茧忙

鸟瞰宁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