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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富不富
得起来，关键还得看产业。

去年，石柱深挖资源禀赋，深耕
以辣椒为代表的调味品产业、以黄连
为代表的中药材产业、以莼菜为代表
的绿色蔬果产业，以“红黄绿”为主色
调的乡村振兴美好画卷，徐徐而展。

时值隆冬，骤降的气温并未影响
石柱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热情。在
九龙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车辆机
械往复穿梭，工作人员风尘碌碌，一
块块“鸡窝地”“巴掌田”，变适宜机械
化、规模化耕作的沃土。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
重要基石。石柱去年在11个乡镇完
成3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以此“举
旗”，大力发展“三色”经济。

依靠科技赋能，鲜红的辣椒走

向全国；打造全产业链，苦黄连成为
农民增收的“甜”产业；致力农旅融
合，嫩绿的莼菜产业附加值不断提
升……

去年，石柱采取“椒粮（菜）共
建”方式千方百计扩种辣椒，打造
1000 亩以上辣椒示范基地 2 个、
100亩以上示范片43个、30亩以上

乡镇示范片67个。以辣椒为代表
的调味品产业实现大发展，种植规
模达到12万亩以上，实现综合产值
6亿元。

新植前胡、黄精等草本中药材
1.6万亩，以黄连为代表的中药材产
业稳定在31.2万亩，中药材产量2.78
万吨、同比增长22%。

打造千亩级莼田2个，发展以莼
菜为代表的绿色果蔬31.5万亩，实
现水果产量 3.89 万吨、同比增长
15.9%；蔬菜产量51.5万吨、同比增
长3%。

同时，石柱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康养产业，打造全国生态康
养胜地。2022年，以“红黄绿”为主
的康养农业产业总产值预计达57.3
亿元，规上工业产值预计达89亿元，
旅游综合收入超138亿元，康养经济
占GDP比重达到51.5%。

石柱 奋力打造武陵山区乡村振兴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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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
素。乡村人才振兴，就是要让更多
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能出
彩。

陈小平，中益乡远近闻名的养蜂
人，也是众多返乡创业的中益人之
一。近年来，中益乡大力发展养蜂
业，打造中华蜜蜂小镇，吸引在外从
事蜜蜂养殖的陈小平返乡创业。凭
借多年养蜂经验和不断摸索，如今他
已在家乡养蜂500多群，帮村集体管

护蜜蜂1500多群，每年创收六七十
万元。

“中益乡政策好、环境好，我相信
下一步的发展会更好。”谈及未来，陈
小平眼中充满憧憬。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
兴。在中益乡，像陈小平一样的致
富带头人不胜枚举。全乡下辖7个
行政村中，有5个村党支部书记都
是创业有成、回归家乡的“新乡
贤”。

中益乡是石柱乡村人才振兴的
缩影。去年，石柱按照“搭平台、聚人
才、推项目、促发展”的思路，深入实
施“人才柱石”工程，精准实施“十大
专项人才子计划”，为加快建设“两
群”地区融合发展人才聚集地，推进

“四新一地”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去年，石柱争取到中核集团、

山东淄博、市级部门等选派21名优
秀人才前来挂职任职。这些人才
大都被分配到乡村振兴一线，在农

业农村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重要
作用。

2022年12月底，依托全市第四
个、渝东南片区首个高层次人才一站
式服务平台——石柱县英才服务港
开通人才服务专线，5名人才服务专
员24小时服务，跑出线上线下人才
服务“石柱速度”。

去年二、三季度，全县英才服务
考核位居渝东南片区第一，“人才柱
石”品牌效应持续彰显。

“三色经济”引领乡村产业振兴

“人才柱石”赋能乡村人才振兴
金竹乡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我们的节日·端午节”志愿服务活动

石柱大力发展以辣椒为代表的调味品产业

风景如画的黄水万胜坝莼菜基地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优秀的文
化，正在融入石柱的乡村生活。

在中益乡华溪村初心小院，清香
扑鼻的米米茶是游客消费得最多的
美食。这种由阴米炒制，细盐调味的

小吃清香回甘，备受食客好评。
小院主人谭明兰夫妇每天早上

都会在5点过就起床打扫卫生，张罗
茶摊。3元一碗的米米茶，夫妇俩每
天最多能卖200多碗，成为谭家人增
收的重要来源。

闲暇时，谭明兰夫妇喜欢和游客
讲米米茶的故事。明末，秦良玉率白
杆兵北上抗清，制作简单、亦饮亦餐、
易于保存食用的米米茶支撑着石柱
子弟兵，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惨烈的战
斗，多数人为保家卫国献出了生命。

2018年，石柱推动土家米米茶
制作技艺跻身市级“非遗”。茶碗里
蕴藏的家国大义，得以更广地流传。

“以文化人”铸魂凝神，需要春风
化雨顺势而为，也需要俯下身姿主动
作为。

1月11日，由石柱县委宣传部、

县 文 旅 委 主 办 的“ 我 们 的 中 国
梦”——文化进万家春节送文化进基
层活动走进中益乡，为当地群众送去
欢乐和新春的祝福。

活动现场，演职人员用精彩的歌
舞和杂技表演为观众带去欢声笑语，
用年画、对联等小礼物送上新春祝
福。“既好看又有年味，我们非常喜
欢。”华溪村村民曾化琼说。

近年来，石柱进一步健全三级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村庄文化活动场所
日趋完备。全县33个街镇乡、242
个行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
100%，广电覆盖率100%。

为确保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石
柱加强了基层文化队伍建设，积极培
育乡村文化振兴带头人。对基层文
化队伍开展培训，提高专业水平，更
好地满足群众文化生活之需。

“和谐共生”指引乡村生态振兴

县文化服务分中心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志愿服务——新编啰儿调培训

石柱的绿色支柱产业有机莼菜基地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石柱坚持生态引领绿色发展，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让良好的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

走进三星乡石星村，被评为全市“最美梯田”，上
榜市规资局、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重庆梯田地图》的
大梁子梯田，是最为惹眼的景观。依山而建的梯田层
层叠叠，错落有致，仿佛拾级而上便可直上云端。春
耕时节，山色天光倒映于充满水的梯田中，宛若九寨
美景。

令人赏心悦目的不仅有浑然天成的人文自然美
景，还有干净的道路、整洁的庭院、秀美的村落。随着
春节临近，三星乡连日来以“干干净净迎新春、欢欢喜
喜过大年”为主题，掀起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热
潮。环境更美了，群众发展产业振兴家乡的劲头也更
足了。

去年，石柱围绕“生态宜居”总体思路，以“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和绿色生态发展”为抓手，深入推进
乡村生态振兴。

整治中，石柱狠抓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治
理，持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覆盖率提高到89.5%，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到
83.12%，行政村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覆盖率、垃圾清运
率和无害化处置率均达到10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山更青、水更绿，
产业的“含金量”才能更高，发展的后劲才能更足。

乡村生态振兴中，石柱不断强化农村面源污染治
理，推动乡村绿色生态发展。深入实施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行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病虫害统防统
治覆盖率、绿色防控率分别达到93.8%、44.3%、45%；
全县规上畜禽养殖场配套率达100%，畜禽养殖场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84.17%。

“铸魂凝神”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强化堡垒”带动乡村组织振兴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端。如何
进一步激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
坚强的组织保障，是时代赋予石柱的必答题。

去年，西沱镇南坪村引进“石辣5号”，在青龙嘴组
发展种植的100亩辣椒喜获丰收。

年产辣椒约120吨，实现净收益10万元。所有收
益将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按照“2233”比例分配——
两成用于集体经济组织机构运转，两成用于集体公益
性事务，三成用于村集体经济再发展，三成用于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分红。

“这种分配机制既利于村集体经济发展，又兼顾
了村公益事业发展，实现了共赢。”南坪村党支部书记
谭海林说。

合理的分配机制得益于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农
村改革。

村党支部凝聚力和号召力不强，曾是制约南坪村
发展的桎梏。近年来，南坪村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不断提高集体经济组织牵引力，先后成
立南坪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石柱县南城寺蔬菜专
业合作社等村集体经济组织，迈开了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新步伐。2021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70万元，
152户农户土地入股共分红21万元。

南坪村是石柱以党建为引领推动组织振兴的生
动实践。近年来，石柱各级党组织制定出一系列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的措施，凝聚政府、市场、社会、基层“四
方力量”，发挥政策扶持、市场专业、社会资源、基层组
织“四大优势”，外联市场主体，内聚一方百姓，唤醒沉
睡资源，聚拢分散资金，盘活闲置资产。全县62%的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年经营性收入超过5万元。以“三
色”产业为主的农业产业规模达66万亩以上，“全国
有机农产品基地”规模居全市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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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2022年，石柱县紧扣“全域康养、绿色崛起”发展主题，围绕“风情土家寨、精致山水城”定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以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为着力点，全力推动乡村五大振兴，建设高品质生态宜居康养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