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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2024年夏天，德隆让人眼前一亮。

被称作“南川高原”的德隆是高寒边远山

区，在盛夏时节，凸显出特有的海拔优势和生

态优势。随着“大金佛山178环山趣驾”的持续

“出圈”，德隆镇利用滨水、林下、草坪等空间，按

照规范要求开设露营基地，接住了露营避暑经

济这波“富贵”。为了促进露营健康有序发展，

该镇还组建露营互助协会。协会会长袁建介

绍，他们对自发形成的露营基地进行统一规

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

“以前我做活路一年只有5万块钱左右，现

在开农家乐和露营基地，毛利润在20万元左

右。”洪湖村村民李光友说。

以山为静，以水为乐。通过因地制宜开

发，德隆镇的避暑产业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多

人吃上了旅游饭。目前，全镇拥有民宿、农家

乐70余家、露营主体10余家，引导、鼓励上百

户村民接待夏季避暑群体。

数据显示，2024年，德隆镇共接待夏季避

暑露营游客20万人次，经营主体户均增收3万
元，旅游综合收入达到3000万元。

不仅如此，2024年，德隆镇积极做强“流

量”，举办古树茶文化节、书画作品展、中秋文化

活动、山地户外运动邀请赛、美食文化节等文

化节会活动10余次，受到各级媒体关注，全年

被市级以上媒体报道25篇，人民日报、新华网、

华龙网等媒体全网刊（转）文章超过5000篇次，

点击阅览量超过500万次。

王兵表示，近年来，德隆深度融入“178”环
线，致力提升景区景点可游性、民宿露营过夜

率、避暑康养承接量、节会活动传播力、古茶产

业竞争力，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努力将德隆

打造成为“178”环线上一颗靓丽的明珠。

2025年，德隆镇将紧紧围绕“党建统领三

项重点任务”和“1343”总体思路，锚定“生态原

乡 绿色德隆”定位，做好大树茶三产融合发

展示范区、生态原乡旅游度假目的地两篇文

章，在“两山”转化上做文章，把思路蓝图化作行

动，坚持党建引领，赋能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聚

焦产业提档，打牢镇域发展经济基础；回应民

生关切，创造人民满意品质生活；筑牢平安堡

垒，打造安全稳定和谐社会，扎扎实实推进各

项工作取得新进步。

擦亮高原明珠
——德隆镇2024年亮点工作回眸

大树茶加工10余万公斤，产值8000余万元；保质保量完成投资近3000万元的陶坪村以工代赈项目、1100余万元的银杏村杨家沟传统村落保护项
目；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00余万元……一组组数据见证了德隆的可喜变化。

2024年，德隆镇紧紧围绕全区“1343”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要求，立足镇域实际，依托自然资源、突出产业特色，有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良好发展。

（本版稿件由记者邓的采写，图片由德隆镇提供）

眼下正是茶园冬季管护黄金期、关键

期，在德隆镇茶树村基地，当地正全面推

进冬季茶园管护工作，为来年春茶增产增

收打基础。

在德隆镇茶树村基地里，一株株幼龄

茶树长势良好，工人们在茶园间穿梭，有

序开展除草、施肥等冬季管护。由于德隆

镇海拔高、气温低，冬管工作将持续到本

月底。

德隆有悠久的茶文化，是著名的“大

树茶之乡”。平均海拔 1300米、15℃左右

的年均温度、1000～1500毫米的年降雨

量……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这里聚集

了一片古老的野生茶树群，拥有 2700年
树龄的“茶树鼻祖”，自然生长着 1.7万多

株上百年至上千年的古茶树。

近年来，德隆镇大力发展古树茶产

业，采用“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

发展模式，发展古树茶种植面积超 8200
亩，目前投产 2000亩，年产鲜叶 10万公

斤，培育发展金山红、龙蝉香等古树茶生

产企业和9个专业合作社，茶产业综合产

值超过 8000万元，大树茶成为当地群众

“致富茶”“幸福茶”。

在保护好原有的1.7万多株野生古茶

树的同时，德隆镇着力推动其规模化发

展，利用现代科技人工培育了约 8200亩
大茶树，当地生产的优质茶叶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并打入海外市场。同时，该镇深入

推进“茶文旅”融合发展，相继推出特色景

点、民宿、露营基地等。如今，大树茶产业

正逐步成为德隆镇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

和龙头产业，过去当地人眼中不值钱的古

茶树“大树叶”成为了致富的“金叶子”，更

成为德隆现代农业的特色之处。

“特色”是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引

擎”，它孕育和彰显地方特色，也是实现地

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德隆镇党委

书记王兵介绍，除了发展大树茶外，2024
年，该镇积极争取资金50万元，创建玄参

GAP示范基地200亩，建设标准化烘干房

一座并购置安装两套烘干设备，玄参种植

超2000亩。另外，方竹笋、羊肚菌、高山蜜

李、中蜂、高山大米等特色产业持续巩固。

1月5日，冬天的太阳晒得大地暖烘

烘的，是个“陶坪人家”开心的日子，大伙

儿来到德隆镇陶坪村吃刨猪汤。村主干

道由破损的水泥路变成了黑油油的沥青

路，到房门口的入户路也已建成，一脚油

门开到了老乡家院门口，交通不再影响

村民出行，更不会制约产业发展。

该村以工代赈项目仅实施一年多，

村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工代赈是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

工程，群众参与建设获得报酬，以此取代

直接赈济的扶持政策。去年，在市、区两

级发展改革部门的支持下，陶坪村成为

我区第二批以工代赈示范点。

近年来，德隆镇把以工代赈作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重要抓手，结合陶坪村区位优势、基

础条件、资源禀赋，经过反复调研论证，

在市、区两级发展改革部门的支持下，去

年，陶坪村成为第二批以工代赈示范点，

并制定了《南川区德隆镇陶坪村乡村振

兴以工代赈综合示范工程建设方案

（2023-2025）》，将德隆镇陶坪片区打造

成为全市展现新时期以工代赈工作的示

范样板。

王兵表示，依靠以工代赈示范工程，

当地旅游资源被外界所熟知，一大批游

客来此探险、打卡、度假，露营基地、民宿

等项目相继落地。

2024年，德隆镇保质保量完成陶坪

村以工代赈项目，投资近 3000万元，改

扩建6.5米宽沥青路面2.1公里、5.5米宽

沥青路面 5.1公里、4.5米宽混凝土路面

2.3公里，新建陶坪村旅游步道 10公里，

生态停车场 3 个，3.5 米宽入户路 10
公里。

陶坪村以工代赈项目只是德隆镇

基础设施建设的缩影。这一年，该镇坚

持将基础设施当成经济发展的“血管”、

社会进步的“骨架”，靶向清晰抓项目，

持续推动基础设施升级，投资 300余万

元，完成 3户房屋搬迁和集镇农贸市场

主体框架建设，投资 48万元建成 800平
方米五人制足球场。加快打造银杏旅

游集群，投资 1120万元建设银杏村传统

村落保护项目，完成 41户农房改造并新

建入口标识牌、停车场、微型消防站等

基础设施。投资 380万元新建集旅游咨

询服务、农副产品销售、餐饮、住宿等功

能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综合服务中心。

投资 70万元新建饮用桶装水加工生产

线一条。

如今，道路宽了、乡村美了、钱包鼓

了……大家谋未来的信心更足了，一幅

村美民富产业兴的画卷在德隆渐次

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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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青少年自然探索南川区乡村行活动走进德隆。

大树茶基地。

大树茶成了当地村民的“致富茶”。

陶坪村以工代赈幸福路通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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