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抓“中医药+康养”发展机遇
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

明互鉴、维护人类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
前，中医药正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
独特优势，受到全球更多国家和民众的广泛认可。

石柱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宜中药材生长，有野生
中药材品种 1700 余个，是著名的“中国黄连之
乡”。近年来，石柱立足地域优势，以黄连为主的中
药材产业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沿江低山地区的佛
手、中山地区以前胡为主的草本药材和皱皮木瓜、
高山地区的黄连和“三木”药材种植齐头并进的格

局。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以上，初步
形成一定规模的中药材加工基地，开发出一批中药
材健康产品。

中医药发展，重“药”也重“医”。
在石柱黄水、冷水、鱼池等镇，依托镇中心卫生

院建起的精品中医馆，已经成为避暑居民和当地群
众治疗疾病、保护健康的热门选择。推拿、拔罐、针
灸、熏蒸等传统医疗技术，正在为更多人所接受和
喜爱。以黄水镇中心卫生院为例，精品中医馆建立
后，全院接受中医药诊疗人数大幅提升，中医药诊

疗总费用由每年约20万元，上升到100万余元。
近年来，石柱抢抓“中医药+康养”发展机遇，

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中医药服务体系。县中医院
住院大楼和14个乡镇精品中医馆相继建成投用，
打造出市级中医重点专科1个、中医特色专科3
个、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1家，张光复全
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通过验收。引
进中医医疗机构2家，备案中医诊所6家，行政审
批中医诊所35家。

不仅如此，石柱还积极探索发展中医药康养旅

游，邀请知名中医药专家和美食专家
研发出10余种药膳食品，推出黄连
香皂、黄连祛痘膏、黄连牙膏等日化
产品。黄连新药“左金胶囊”进入二
期临床试验。

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显著提升
和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环境的明显
改善，为石柱中医事业不断实现跨
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营造发展环境做大康养经济
中医药产业和事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石柱

康养经济之“热”。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石柱县委书记、

县长双双“挂帅”康养经济发展领导小组，下设县
康养产业发展中心，组建起“2院1平台1中心1
公司”（重庆康养研究院、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康养
学院、中山大学—石柱县康养产业联合研究平
台、重庆市山地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农旅融合发

展集团公司）。连续 3 年发布《康养石柱白皮
书》，建立以“六养+康养制造”为核心“6+1”康养
产业体系及其核算体系、指标体系、标准体系、统
计体系、考核体系，康养经济发展实现有据可依。

全县制定了促进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
动计划、推动康养消费品制造行动计划、深入推
进医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康养产业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及30余个工作方案，高标准编制全域

旅游总体策划、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印发《石
柱县建设全国著名康养休闲生态旅游目的地实
施方案》等文件，有效完善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体系。

康养大会的连续举办和提档升级，亦让“康
养石柱”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2019年，中
国·重庆（石柱）康养大会成功升级为民革中央、
重庆市政协联合主办的全国性产业发展大会并

永久落户石柱，并被纳入《重庆市建设中西部国
际交往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
石柱先后荣获“中国最美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

“中国天然氧吧”“中国（重庆）气候旅游目的地”
“中国康养美食之乡”“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全国
康养60强县”“中国康养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百
强县”等称号。

践行“两山论”做强特色产业
康养经济发展的底色是生态。石柱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十三五”以来，新增营造林50.9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
达到60.08%，林木覆盖率超过75%。全县空气优良
天数350天，年均负氧离子浓度达3000个/立方厘米。

康养经济发展的优势在生态。石柱立足生态
优势，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持续
推动农业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大力实施农业“四个
30万”工程，着力推进有机农业发展。2020年底，

全县中药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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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加快建设。以黄连为重点的中药材产业发展
取得积极成效，全县黄连产量占全国的60%、全球
的50%，拥有全国唯一的黄连专业交易市场，交易
量占全国90%以上，拥有“中国黄连之乡”“道地药
材基地”“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中药材
GAP认证”等荣誉和知识产权。全县有黄连种植、
加工、销售企业25家，以黄连为原料的黄连牙膏、

香皂、抑菌液、降压药、沐浴露等产品深受市场欢
迎，加工产值达到5.8亿元。

目前，石柱正按照“年产值20亿元、规上企业10
家以上、5亿级龙头企业2家”标准，打造全市唯一的市
级康养消费品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已培育规上康养制
造企业14家，总投资5.55亿元的7个新项目有3个即
将建成投产，康养消费品年产值预计达15亿元以上。

同时，石柱积极提档升级康养休闲旅游业。围
绕提升城乡品质，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环境，持续

推动黄水市级特色小城镇、冷水特色康养小镇建设，
成功打造7个国家级传统村落、12个市级传统村
落。建成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31个、市级“大美乡
村”示范片1个。2020年接待游客1617万人次，创
旅游综合收入119.7亿元。全县将力争到“十四五”
末，成功创建国家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4个以
上，旅游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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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游泳、自行车和跑步于一体的“铁人三项”，是一项极其考
验运动员体力和意志的运动项目。铁人三项公开赛是历届石柱
康养大会的重头戏。今年康养大会期间，石柱除举行农旅杯
2021年中国·石柱成渝双城铁人三项公开赛外，还将携手中国
铁人三项协会，举办青少年铁人三项夏令营及2021年中国·石
柱成渝双城小铁人邀请赛。

近年来，石柱认真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重庆市全
民健身条例》，把“动养”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紧
扣“全域康养、绿色崛起”发展主题和“风情土家·康养石柱”价值
定位，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出发点和着
力点，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走出了一条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
子，为推动康养石柱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建设体育强县
奠定了坚实基础。

竞技综合实力全面提升
在新近闭幕的第六届市运会上，石柱代表团摘得4

金2银4铜，不仅取得市运会历届最好成绩，还实现了
在市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

市运会上崭露头角，标志着石柱体育竞技综合实力
的全面提升。近年来，石柱不断深化体教融合，积极推动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以三河小学女子足球队为代
表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已初见成效，校园足球正逐

步成为石柱“动养”发展又一张新的名片。
纵观全县，三河小学等11所学校被命名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渝中实验小学被教育部命名
全国校园网球特色学校；石柱中学初中部和马武小学被表彰为
全国校园篮球特色学校；西沱小学被重庆市教委命名排球特色
学校。

同时，石柱大力扶持社会体育培训机构，调动全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青少年竞技体育发展，社会培训机构逐渐成为培养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力量。目前，全社会体育培训机构已发展
30家以上。

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如果把竞技体育视作“动养”的塔尖，那么群众体育无疑是

“动养”的塔身。
石柱以举办全民健身周活动和县民族体育运动会为引领，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同时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走进
乡村院坝，积极开展拔河等群众喜闻乐见、易于参与的体育活
动，把健身体育服务主动送到百姓家门口。

全县常年举办全民健身体育赛事活动100多场次，参与群
众超过5万人次，带动健身人群超过15万人次，逐步形成了石
柱县“三对三”篮球比赛、马武镇边贸篮球赛等一批有影响力的
全民健身品牌活动。

石柱每年举办国家级和市级体育赛事10多项次。2019年
黄水太阳湖公开水域游泳比赛被评为重庆市体育旅游精品赛
事。当前，正努力将全国铁人三项赛、太阳湖公开水域游泳赛、
冷水国际冰雪节、千野之夏·马拉松打造成精品体育赛事。

伴随一项项“动养”赛事品牌逐步打响，“康养石柱”的知名
度、美誉度大幅提升。

“动养”环境基础不断夯实
确保“动养”之塔屹立，还需有牢靠的塔基。
近年来，石柱大力实施体育基础设施振兴行动，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重点建设了一批群众身边的公共健身体育设施，着
力解决好群众“健身难”问题。基本建成以县城为核心的康养休
闲运动中心、太阳湖为载体的高山湖泊水上运动基地、冷水国际
滑雪场为载体的冰雪运动基地、千野草场为载体的露营基地、格
林童话足球村为载体的足球运动基地的“一中心四基地”，加速
建设全市乃至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

截至2020年底，石柱共建成体育场地达1609个，公共体育
设施面积达83.31万平方米，人均公共体育设施面积2.2平方
米，超全市平均水平，为“动养”发展提供了充分保障。

石柱不断扩大国民体质监测人群，从城市逐渐向农村延伸，
为群众开具“运动处方”。每年监测人数超过6000人，合格率上
升至94.6%。全县现有体育社会组织22个，每年培训社会体育
指导员近1000人次。大型体育场馆每年对外免费开放达360
天，每周免费开放时间都保持在60小时以上，超过国家“全年
330天、每周35小时”标准，年均接待健身人数约60万人次，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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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 更健康

7月20日，主题为“中医药与康养”
的中国·重庆（石柱）第五届康养大会，将
在避暑胜地黄水镇拉开帷幕。

本届康养大会由民革中央、重庆市
政协主办，旨在进一步汇聚众智众力，深
化交流合作，推动“康养石柱”建设实现
新突破、再上新台阶，助力全市乃至全国
康养产业发展。

大会期间，石柱农旅杯2021年中
国·石柱成渝双城铁人三项公开赛、土家
歌舞展演、康养大会开幕式及专家主旨
演讲、康养药膳美食品鉴会、中医药产业
发展专题研讨会、“秦良玉”文化专题研
讨会、招商推介暨投资洽谈专题研讨会、
康养消费品推介展览会、康养石柱“住
养”项目推介会、“康养石柱”考察活动
10项活动将陆续开展。

近年来，石柱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全力发展康养产业、打造康养经济，加快
建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

2020年，石柱康养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50.2%；预计到“十四五”
末，全县康养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将
达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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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经济撑起石柱GDP“半边天”
中国·重庆（石柱）第五届康养大会盛大启幕

住下来 更安逸
近日，伴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从重庆主城前往石柱黄

水的公路也一天比一天拥挤。特别是周末，前往黄水的盘山
道总是挤满了车辆，热闹堪比黄金周。在火热的山城，26℃
的自然清凉格外令人向往。石柱以黄水为中心的避暑胜地，
已经成为“住养”的天堂。

近年来，随着城市居民避暑需求的增长，黄水一年年热
闹起来，康养旅游地产开发的触角不断向周边延伸。2020
年以来，新开工了山林间、黄水印象、云山森语、兴茂国际旅
游度假区（一组团）、懒人山谷、阳光森林、林海月湾等旅游地
产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截至2020年底，完成
旅游地产建设约17万平方米，实现销售约5.3万平方米，占
全县商品房销售额比重11.4%。

同时，石柱围绕康养定位，大力推进特色小镇和宜居村
庄建设。累计投资9760万元持续打造黄水镇市级特色小城
镇，结合黄水镇休闲旅游、产业发展、民族文化、经济发展等
实际，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和打造特色旅
游项目，以特色小城镇为示范，推动黄水镇旅游、产业、经济、
文化融合发展，同时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发展。2015年以来，
累计投入资金2500万元，大力创建冷水镇等11个县级特色
功能小镇，聚焦“精准定位，突出特色”的原则，按照“一镇
（乡）一主业、多业融合发展”的思路，构建特色功能小镇产业
发展支撑体系，带动区域示范发展。2013年以来，累计投资
1956.8万元创建沙子镇鱼泉村等17个美丽宜居村庄（含农
民新村），围绕康养定位，统筹整合资源，加快推进农村旧房
整治提升，积极创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片，打造宜居宜
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此外，石柱还不断加快旧城区改造升级和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积极推进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让“住养”惠及更多群众和游客。

细观赏 更愉悦

去年，石柱万寿山景区和西沱古镇景区先后跻身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与大风堡、千野草场景区一起形成了石柱“四足
鼎立”的旅游新格局。

“这里空气好、环境美，好耍好看的地方特别多！”在黄水
镇避暑已经5年的渝北区居民吴先生的评价，代表了多数游
客的观点。

截至目前，石柱面向社会开放的景区景点已达到17个，
包括4A级景区4个、3A级景区3个、在创4A级景区2个、在
创5A级景区1个；有国家级地质公园1个（七曜山国家地质
公园）、国家级森林公园1处（黄水国家级森林公园）、市级风
景名胜区1处（黄水市级风景名胜区）、市级自然保护区1处
（大风堡自然保护区）、县级自然保护区1处（水磨溪湿地自然
保护区）、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1处（石柱县八
龙莼乡休闲农业示范园）、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3
个（黄水镇金花村、桥头镇瓦屋村、冷水镇八龙村）；县域内旅
游资源丰富，共有旅游资源单体591项。

诸多景区和旅游资源为石柱的“观养”发展提供了优厚的
现实基础。近年来，石柱依托优势资源，围绕“全域康养、绿色
崛起”发展主题，明确“风情土家、康养石柱”价值定位，提出加
快建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目标定位，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和武陵山区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有关规划编制，完
善巾帼土司城、大风堡—太阳湖国家5A级景区、黄水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规划，以及《石柱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
划》，加快实施“三峡库心”建设。全县旅游重点项目推进有
力，旅游产业运行良好。

2020 年，石柱累计接待游客 16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6%；过夜游客957万人次，同比增长9.34%；旅游综合收入
119.7亿元，同比增长28.4%；预计旅游投资50亿元，实现旅
游次均消费达74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