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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认真分析资源禀赋和比
较优势的基础上，我市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更好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多措并
举加快打造“22℃商洛·中国康养之
都”，奋力谱写商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加强组织领导

我市成立市委书记挂帅，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任组长，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市直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高规格打造中国
康养之都工作推进专班，全面负责康养
之都建设有关工作，并强化组织领导、
工作落实和督查考核。各县区均成立
由县区委书记任组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执行组长的高规格康养专班。12 个
市级成员单位均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
机构，明确分管领导、科室和工作人员，
市委组织部、人社局联合发文抽调 12
名同志充实到市康养专班办公室，配齐
配强工作力量。市、县区工作专班每两
周召开一次例会、每月召开一次调度
会，明确各阶段工作任务和工作重点，
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确保不折不扣完成
既定目标任务。建立企业家联系机制，
及时了解掌握企业发展状况，帮助企业
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制定科学规划

我市按照“覆盖全域、统筹兼顾、层
次分明、彰显特色”的原则，聚焦增强规
划的指导性、操作性和实用性，积极联
系对接国内外著名专家和学者，对康养

之都规划进行完善提升，确定了培育千
亿级康养产业集群，编制了《商洛市打
造中国康养之都总体规划》，制定印发
了《商洛市打造中国康养之都实施方
案》，指导全市、各县区打造“中国康养
之都”工作。围绕西商融合发展和“双
对标、双 50”发展目标，邀请国内外著
名专家、学者对康养之都规划进行完
善，不断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指导性、落
地性、操作性，更好推动县区康养产业
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建设标杆项目

紧盯千亿级康养产业发展目标，
2023 年全市共谋划康养项目 244 个，
总 投 资 602.43 亿 元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175.05 亿元。其中，确定市级重点康
养项目 80 个，总投资 420.73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129.95 亿元；确定 2023 年
市 级 标 杆 项 目 11 个 ，总 投 资 50.7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17 亿元。截至 3 月
底 ，2023 年 市 级 标 杆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2.21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13%。其中，
商洛北客站项目已于“五一”假期前建
成投用；商洛皇冠假日酒店项目主体
已完成，幕墙工程完成 95%；镇安县创
盛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建筑主体已完
工，正在装修阶段；秦岭·商洛博物馆
项目地下部分已经完工，文创区已封
顶，非遗区正在进行主体建设，山上区
域主体建至第三层。

扶持重点企业

我市明确全市康养产业发展目标，
摸清产业园和康养产品相关事项的底

数，统计规上康养企业和康养产业信
息，建立企业信息库。通过征集、推荐
和筛选，初步确定 21 家全市重点康养
企业，建立市级和部门领导包抓责任制
度，目前正在修改完善，近期将提交领
导审定。对接重点企业，梳理汇总 17
家重点康养企业发展中的困境和难题，
筹备召开重点企业发展纾难解困研判
分析座谈会。截至目前，我市有 23 家
新培育的规上康养企业和 1000 家新
注册的康养企业。

抓实康养产业

健康医疗方面，我市出台了多个文
件，建成终南山寨医草康养院，商洛金
菊康复医院、丹凤第二医院（金山养老
公寓）正式运营。健康养老方面，全市
现 有 非 营 利 性 敬 老 院 75 家 、床 位 数
7378 张，累计培育医养结合示范点 14
个，商南老年护理院、山阳丰阳老年养
生公寓为省级医养结合示范基地。健
康文旅方面，开工文旅项目 64 个，完成
投资 94.38 亿元，增长 38.7%。新增规
上 文 旅 企 业 11 家 ，招 引 总 部 经 济 1
家。评定市级精品和特色民宿 12 家，
云山湖、莲花山等项目加快推进，金山
康养城、镇安兰花产业园、孝义文化体
验园、悦豪酒店等重点项目相继建成。
健康体育方面，两河口城市运动公园建
成开放，丹凤县、镇安县健身步道等 9
个项目累计争取省级资金 1000 多万
元。健康医药方面，全市中药材基地面
积 250.39 万亩，药材年产量 82.89 万
吨，中医药产业实现总产值 214.63 亿
元。秦乔科技、瑞琪药业、康新药业等
3 个健康医药产业新建项目年内完成

投资 2.06 亿元。健康食品方面，有绿
色食品 56 个、有机产品 24 个，有 54 家
规上健康食品企业；全市发展食用菌
4.55 亿袋，实现产值 82 亿元，同比增长
17%、37%。

争创康养品牌

我市组织举办“年味商洛”15 项
2982 场次系列宣传活动，数百万人次
线上观看“把商洛唱给你听”原创歌曲
迎新春演唱会；烟花、社火表演吸引数
万人现场观看，抖音短视频大赛累计
播放量超 1.1 亿人次。组织举办牛背
梁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暨花开商洛·康
养柞水推介会、“春来早·游商州”西安
推介会、第八届“美丽中国·深呼吸小
城”春季文化节暨丹凤桃花节、“品秦
岭山珍美味·游中国康养之都”短视频
大赛、商洛精品（特色）民宿授牌暨系
列文旅宣传活动颁奖仪式、商洛十大
文化符号评选、全民短视频大赛和全
国摄影大赛等活动 10 多场次，市、县
联动推介花开商洛旅游线路和景区民
宿产品。建立全媒体宣传推介矩阵，
推出文旅局长话文旅等精品短视频
60 多个，商洛迎春花、金凤山红梅、商
南茶园、终南山寨、塔云山等 8 条宣传
视频和图文信息登上央视、新华社客
户端。“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亮相
西安 1.5 万辆出租车顶屏。受邀参加
第四届氧吧产业发展大会并作经验分
享和推介。我市先后荣获“美丽中国·
深呼吸之都”“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试
点建设市”“中国天然氧吧”“商洛·中
国气候康养之都”“国家森林城市”等
18 个“国字号”称号。

我市多措并举加快打造“中国康养之都”
本报通讯员 王 卫

本报讯 （通讯员 刘
培英 张 驰 李琰悦）今
年以来，人民银行商洛市中
心支行充分发挥好货币政策
工 具 的 总 量 和 结 构 双 重 功
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
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
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力
度，持续推动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有效满足实体经济融
资需求，为全市经济平稳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一季
度，全市金融运行总体平稳，
开局良好。

人民币存贷款总量稳步
扩大。3月末，全市人民币存
款余额1707.66亿元，同比增
长 13.81%；一季度新增存款
120.30亿元，同比多增 14.23
亿元。3月末，全市人民币贷
款余额 940.15 亿元，同比增
长 16.71%，分别高于全国、
全省 4.91 个和 5.46 个百分
点，较同期增速提高 2.03 个
百分点，增速呈现逐月加快
态势；一季度新增贷款 62.53
亿元，同比多增 14.77 亿元。
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速明显加快，
企事业单位贷款平稳提速。3 月末，
全市住户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7%，
较上年末加快 2.58个百分点，较上月
末加快 2.87个百分点。其中，住户消
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6.44%，住户
经营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5.99%，分
别较上年末加快 2.4个和 2.69个百分
点，分别较上月末加快 1.79个和 3.58
个百分点。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
比增长 16.94%，其中，中长期贷款占
比达74.78%，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
长 17.58%，较上年末加快 1.15 个百
分点。分机构看，全国性银行增势较
好。3 月末，全国性银行各项贷款余
额同比增长 19.41%，较上年末加快
1.85 个 百 分 点 ，一 季 度 新 增 贷 款
28.88 亿元，同比多增 10.39 亿元；地
方性金融机构同比增长 13.55%，一
季度新增31.97亿元。

信贷精准支持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中长期贷款
数额同比增多。3 月末，全
市中长期贷款余额 699.99
亿元，同比增长 16.51%；一
季度新增 42.24 亿元，同比
多增 11.47 亿元，助力全市
重大项目高质量推进和个
人合理住房需求。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增势正盛，3 月
末，全市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余额 44.20 亿元，同比增长
34.06%，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17.35 个百分点，较年初新
增 7.14 亿元。涉农贷款增
速明显加快，3 月末，全市涉
农贷款同比增长 19.30%，较
上年末加快 2.94 个百分点；
一季度新增 43.34 亿元，是
上年同期增量的 1.77 倍，有
力支持了乡村振兴战略的
稳步推进。普惠小微贷款
增速保持高位，3 月末，全市
普 惠 小 微 贷 款 余 额 125.11
亿元，同比增长 22.51%，高
于各项贷款增速 5.8 个百分
点。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住宿和餐饮业贷款保持高速增长，
3 月末，全市住宿和餐饮业贷款同比
增 长 42.86% ，高 于 各 项 贷 款 增 速
26.15个百分点。

市场主体融资成本持续下行。
今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充分发挥市
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存款利率
逐步下行，降低揽储成本，持续推动
减免相关附加费用等措施，促使贷款
利率进一步下行。3 月，全市一般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5.90%，比上年末
低 0.4 个百分点，其中法人机构一般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6.69%，比上年
末低 0.51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信贷回暖，保持上涨
态势。3 月末，全市房地产开发贷款
余额 13.25 亿元，同比增长 28.58%；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61.28 亿元，同比
增长 11.82%；当月个人住房贷款批
准金额同比增加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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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黄朝梅）为调动产业
高素质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培养和
选拔茶叶加工技术骨干，奠定陕茶人才振兴基
础，4 月 24 日至 26 日，第五届全国农业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茶叶加工赛项陕西省选拔赛在我市
商南县举行。

本次比赛为期 3 天，30 名来自汉中、安康、商
洛的参赛选手通过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操作技能

考核，经过激烈角逐，汉中市代表队获得优秀团体
奖，商洛市特色产业与休闲农业指导中心、安康市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获得优秀组织奖；周天山、彭群华获得
优秀裁判员；比赛前四名参赛选手谢珊、周敏、包玉龙、
江宁成功突围，将代表陕西省参加全国农业行业职业
技能大赛茶叶加工赛项的总决赛。

参赛选手首先进行了理论知识考试，这既是对选
手茶叶加工相关理论知识积累的全面考核，也是拉开
差距的重要环节。在现场操作技能考核环节，首先开
始的是精制筛号茶拼配技术考核，选手们根据组委会
提供的标准样和筛号样，通过一系列感官审评技术，力
争拼配出与标准样外形一致的茶样。

好茶是种出来的，也是加工出来的。一片片青翠
欲滴的茶叶，要经过高温杀青、揉捻做型、干燥提香等

一系列工序后，才能变成一杯杯香茗。在茶叶加工操
作技能考核现场，选手们随机抽取锅号、领取茶青，在
12 个小时内完成摊放、杀青、揉捻、干燥、精制等操
作。鲜叶经过大家的妙手翻飞后，变身成外形品质俱
佳的成品茶。

“此次大赛选手以中青年为主，参赛选手认真严
谨，整体理论水平较往届大幅提升，茶技加工手法娴
熟、技艺精湛，关键工序掌握到位，成品茶质量大幅提
高，为茶叶加工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省茶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大赛裁判长余有本说。

“本次比赛，通过对选手的理论知识、拼配技能、制
茶水平等内容的考核，并结合所制茶样的感官品质、审
评结果进行综合评定，选拔优秀制茶能手，旨在弘扬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传承传统手工制茶技艺，提高产业
水平，发展壮大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洪亮说。

目前，我市现有省级茶叶龙头企业 7 家、市级茶叶
龙头企业 12 家、茶叶专业合作社 140 个，主产区茶农
户均年收入 2 万多元，人均收入 5000 元，逐步形成了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格局。截
至 2022 年底，我市茶园规模达 60.1 万亩，茶叶产量达
1.09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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