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发展绿色生态工业 强化康养支撑
今年初，石柱工业园成功获批“重庆市康

养消费品产业园”，这对石柱来说，是惊喜，却
不意外。

近年来，石柱县大力引进培育康养消费
品产业，着力打造“康养制造”产业体系，为县
域“大康养经济”及“康养制造”奠定坚实产业
基础。重庆市康养消费品产业园的成功获
批，正是成果之一。

6月初，石柱县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康养
消费品产业园和方斗山绿色新型建材生态产
业园项目推进工作。目前，在全县上下一心、

攻坚克难下，方斗山绿色新型建材生态产业
园项目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康养消费品
产业1月—4月完成工业投资1.24亿元，实现
工业产值3亿元。

“康养消费品产业园和方斗山绿色新型
建材生态产业园项目是我县‘十四五’时期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石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规划设计，强化督查督
办，全力以赴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争取早日形
成康养消费品精深加工和新型建材制造全产

业链，以完善康养经济体系、壮大康养产业发
展规模、扩大康养品牌市场影响力。”

如今的石柱县，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智能绿色不断普及、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康养制造不断壮大。

莼菜饮料等康养绿色新产品研发取得阶
段性成果，特色调味品、即食休闲食品已成为
康养美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药产业集群和
中医药产业集群初步成型，康养制造方面培
育规上企业15家，实现规上工业产值12亿
元，税收1437万元，分别占19%、8%。

提质发展绿色有机农业 夯实康养根基
近年来，紧紧围绕“全

域康养、绿色崛起”发展主
题，以“风情土家、康养石
柱”为价值定位，石柱上下
齐心，协同作战，县委、县
政府先后出台了多种措施
和办法，攻坚克难，指导
“康养石柱”落地建设，举
全县之力构建以观养、住
养、动养、文养、食养、疗养
和康养智造为支撑的“6+
1”大康养产业体系，取得
了阶段性成就。

截至2020年底，石柱
康养产业增加值达84.34
亿 元 ，占 GDP 比 重 的
50.2%。石柱县康养项目
投资占全县固投比重的
41.8%，康养消费实现零
售额突破58亿元、占社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65.9%。康养，已成为石
柱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源动力。

迈入“十四五”，锚定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康
养经济示范区，石柱将聚
焦打造全国绿色有机农
副产品及加工品供给地、
全市康养消费品产业示
范基地、全国康养旅游消
费目的地，坚持走高质量
发展道路，积极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
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
展，展现担当、作出贡献。

时值仲夏，万物茂盛，桥头镇野鹤村的“藤
子沟”脆红李正在蓬勃生长。走入脆红李基地，
成片的李子树扑入眼帘，满目翠绿间，一条条枝
桠都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腰。一颗颗似玛
瑙、似碧石的脆红李在绿叶间悄悄露出头，等待
即将成熟的那一刻。

不打药、不染色、不催熟，“藤子沟”脆红李
采取原生态的有机种植、科学的管理方法、专业
技术人才呵护，成功注册“藤子沟”地理商标，出

品真正的绿色有机水果。
2017年以来，石柱县以调整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为抓手，围绕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
展，从产地环境、生产规模、产品质量、产业
效益上下功夫，大力推进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建设，成功建成莼菜、水稻、辣椒、黄连、蔬
菜、马铃薯、水果、天麻、黄连等有机农业示
范基地38个，基地规模达到2.8万余亩。其
中，莼菜、天麻、水稻等1.3余万亩有机示范

基地已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批准为“全
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目前，我县有机农产品线上线下年销售额
累计达到3亿元以上，莼菜、黄连等有机产品知
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能力还在不断提升。”
石柱县相关负责人说，持续壮大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提质绿色有机农业，石柱农产品得到
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

突出发展康养休闲旅游业 做优康养品牌
西沱古镇、万寿山、大风堡景区成功创建

国家4A级景区；开工冷水国际康养运动游乐
中心、石龙（国际）康养文旅目的地、冷水特色
康养旅游小镇等重点项目，总投资226.8亿元；
排演京剧《秦良玉》并在国泰艺术中心大剧场
成功首演；湾底院子成功申报为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推出重庆市全国大众单板滑雪挑战
赛、太阳湖公开水域游泳比赛、千野之夏·马拉
松赛、冷水服务区生态旅游自驾营地等一系列

叫得响的“六养”品牌，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
定和高度认可……

近年来，石柱喜讯连连，硕果累累。先后
荣膺“全国康养60强县”、中国康养美食之乡、
中国天然氧吧、中国（重庆）气候旅游目的地、
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康养基
地等称号。

对于石柱来说，“十四五”是塑造全域康养
经济新优势、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开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时期。
石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我们将积极把握新发展阶段的要求，科
学谋划‘十四五’规划目标，不断完善现代康养
产业体系，做精做靓康养休闲旅游业、做实做
好现代康养服务业，助推康养经济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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莼菜田

石柱地处中西部交界处、渝东北三峡
库区城镇群与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重
要联结点，既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直通
中东部的交通要道，又是渝东南武陵山区
城镇群通江达海、融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的前沿阵地。

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市
域“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正在深入推进，作
为重要节点，石柱将抢抓机遇、发挥优势、
乘势而上，全面融入和服务市域“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努力在全市部署中体现石
柱担当、展现石柱作为、作出石柱贡献。

据石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石柱将从
3个方面统筹谋划，分步实施。

主动对接主城都市区发展。承接主
城都市区产业转移，瞄准先进制造业细分
领域和环节发展优势配套产业，加快构建
康养消费品产销对接机制，积极开展与高
等（职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深化与南
岸区、綦江区对口合作，努力实现功能互
补、协同发展。

积极融入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发
展。加快推进广忠黔铁路、万黔高铁和梁
平—西沱—石柱高速公路项目，推动共建
长江经济带东向出海和西部陆海新通道
南向联结点；主动融入“大三峡”全域旅游
发展，联合忠县、万州高水平打造“三峡库
心·长江盆景”，协同开展长江上游流域生
态保护修复，共同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先行示范区。

合力推动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发
展。加快推动石黔高速建设，扎实抓好石
彭高速项目，协同建设武陵山区文旅融合
发展示范区、乌江画廊文旅示范带、武陵
山区民俗风情生态旅游示范区，协作共建
渝东南武陵山区科技成果转化共享平台，
全面加强各领域合作，合力打造文旅融合
发展新标杆。

近年来，石柱发展重点优势产业，“十三五”
时期，石柱县累计接待游客5698万人次、创旅
游综合收入352亿元。2020年，康养经济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到50.2%。

谋划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起点，石柱既往
开来，擘画蓝图。

在优化全局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方
面。据数据统计，“十三五”末，石柱县制造业规
上企业达41家、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6亿元，分
别占全部规上企业的84%、73%，引进培育了新
材料、医药、电子等规上制造类战新企业6家，产
值规模超10亿元；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22个、
市级工业互联网试点项目3个，通过国家两化融
合体系贯标企业2家，建成市级智能工厂1个、
数字化车间9个，量劲科技二期、超米电子等项
目建成投产。

建成认定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中小企业技
术研发中心6个，市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1家、
高新技术企业9家，申报创新指导性目录8个、
市级重大新产品6个、高新技术产品40个，规
上工业研发人员占规上工业从业人员的比重
达2.5%。

未来5年，石柱将聚焦打造全市康养消费
品产业示范基地，优化工业园区空间布局并完
善基础设施功能，大力实施绿色生态工业产业
链供应链“六大工程”，培育壮大“四大绿色生
态工业产业集群”，力求工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达到24%。

在打造康养旅游融合发展方面。2020年，
石柱完成培育“康养美食名店”40家，累计接待
游客1617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119.7亿元，
住宿和餐饮业营业收入达到14.7亿元。康养，

已成为石柱“十三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源动力。

接下来，石柱县将围绕“四大康养文旅融合
发展板块”优化提升景区布局，推动一批康养文
旅产业重大项目建设，丰富拓展“六养”产品及
业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成功创建国家5A级
景区1个、4A级景区4个以上，力争旅游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到10%。

在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方面。2020年，培育
绿色食品22个、有机转换认证农产品20个，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石柱莼菜和中华蜂蜜）2个，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石柱莼菜）1个，重庆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1个（中华蜂蜜），农产品地理证
明商标1个（中益蜂蜜），全年“二品一标”等农产
品品牌达到48个，认证总产量近1.7万吨。

“十三五”时期，石柱县扎实推进“四个30
万”工程，中药材、果蔬在地面积分别达到31.1
万亩、33.7万亩，养殖中蜂13.8万群，30万头
生猪产业化项目开工建设，绿色有机农业和
生态养殖业 产值达到 17.4 亿元，农业增加
值增长5%。

下一步，石柱将聚焦打造全国绿色有机农
副产品及加工品供给地，以“四个30万”工程为
重点，进一步调优农业产业结构，突破农产品精
深加工，加强农业“三品”建设，构建“1+4+N”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体系，形成“一圈三带
多点”农业产业发展格局，力争绿色有机农业和
生态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0%。

刘玉珮 肖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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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融入“经济圈”建设
和“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石柱

从重点产业发展看石柱高质量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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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力联兴公司电枢线全自动生产车间

小天鹅食品公司豆瓣晒制车间

嘉酿啤酒包装车间全景

石柱冷水风谷休闲度假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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