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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 放飞甜蜜事业 圆梦美好生活
““世界蜜蜂日世界蜜蜂日””活动在石柱启幕活动在石柱启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的重要指示和市委主要
领导调研石柱时要求制定“西沱
古镇-水磨溪-石宝寨”跨区域
发展规划的讲话精神，市规资局
牵头制定了重庆市“三峡库心·
长江盆景”跨区域发展规划，主
要范围涉及万州、忠县、石柱3
个区县。

建设“三峡库心”乡村振兴
示范区，是实施“三峡库心·长江
盆景”跨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板
块之一。石柱在“三峡库心·长
江盆景”跨区域发展总体规划框
架下，编制了以中益为重点的乡
村振兴示范带（下称“示范带”）
发展规划。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将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与“三峡
库心·长江盆景”有机融合，着力
打造“三峡库心”乡村振兴示范
样板。

示范带规划方案主要围绕
石柱建设“武陵山山地康养经济
发展示范园区”发展定位，按照

“一园二环五线三组团”架构，通
过推进示范带农业农村改革、产
业升级、人才升级、文化升级、组
织升级、提升人居环境与提升环
线基础设施等方面具体工作，持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力争在“十四
五”时期将示范带建设成为重庆
市级农业农村综合改革试验示
范区，切实助推武陵山区乡村振
兴示范区建设。

围绕规划，石柱相关乡镇积极行动，扎实启动
相关工作。三河镇推进大林村西兰卡普商业街，
白玉村高端民宿，川主社区内置金融，玉岭村、永
和村和四方村产业振兴等示范点建设；冷水镇加
强与中国乡建院合作，以改革为抓手，推动玉龙、
八龙村相关工作，同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目前已
有7~8家企业正在洽谈；中益乡围绕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华溪
村重点项目建设；黄水镇突出“五个振兴”，把握产
业发展、集体经济、农村改革、组织保障4个重点，
突出打造高山生态茶园综合体、发展休闲农业和
民宿旅游、推进农村综合性试点改革等具体工作；
沙子镇启动古银杏群、民宿度假、卢家坝子等相关
工作；桥头镇迅速启动乡村振兴市级帮扶重点镇
各项前期工作。

本次“世界蜜蜂日”活动将以石柱县中益乡
为“主阵地”举行，共邀请包括国内外蜂领域专
家、农业农村部领导、中国养蜂学会领导、友好省
市相关领导及市政府领导在内的约130名嘉宾
出席。

在活动上，中国养蜂学会将授牌中益乡“中
华蜜蜂小镇”。中国养蜂学会将授牌石柱县“五
倍子优质蜂产品基地”。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将授牌石柱县“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工
作站”。石柱县政府将与中国养蜂学会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中益乡将与中国养蜂学会签订

《建立技术工作站协议》。
活动“重头戏”高峰论坛上，相关嘉宾将围绕

“中蜂产业与乡村振兴”主题，开展《中华蜜蜂四
季饲养管理及病虫害防治》《成熟蜂蜜的生产与
销售》《倡导蜜蜂文化，走蜂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蜜蜂授粉与农业增产增收》《蜜蜂与生态平衡》
主题演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
有效衔接，推动全国中蜂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好蜜”及招商
推介、嘉宾游客体验游、集体婚礼等精彩纷呈的
系列活动。

如今的“5·20”，是一个被赋予了
更多甜蜜意义的日子。2021年 5月 20

日，“世界蜜蜂日”活动将以石柱为主会场拉
开帷幕。石柱县中益乡和石柱县将分别被授予

“中华蜜蜂小镇”“五倍子优质蜂产品基地”“生物多样
性保护专家工作站”3块金字招牌。

石柱物产丰饶。黄连、辣椒、蜂蜜并称“石柱三宝”，
由此派生出的“敢吃黄连苦，不怕辣椒辣，乐享蜂蜜
甜”的石柱精神，早已深得人心。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道路上，
石柱人持续放飞着中蜂养殖这一“甜蜜
事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逐渐
落地变现。

专家学者云集 共商发展大计

放飞甜蜜事业 筑就产业高地

链接》》

为迎接本次“世界蜜蜂日”活动，石柱县文
旅委携手中益乡，精心设计了“蜜蜂文化体验
线”和“脱贫旅游精品线”两大旅游线路，串联
起“一村一谷八大景点”。

其中，“一村”即华溪村，“一谷”为中华蜜
蜂谷，八大景点包括蜜蜂乐园、蜜蜂桥、蜜蜂
馆、金溪沟、蜜乐园、养蜂场、脱贫路、大湾民宿
等。

清洁美丽的景观公路，依山傍水的土家吊
脚楼，风格各异清澈见底的小溪流水潺潺，处
处涌现出独具特色的美丽村景，一户庭院就是

一处风光……而今，蜂飞蝶舞的中益乡，正积
极打造以蜜蜂文化为主题的中华蜜蜂小镇，跻
身石柱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阵地。

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特别是文旅产业深
度融合，是石柱发展康养经济，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石柱致力打造美丽休闲示范村
镇。开工建设冷水特色康养小镇，建成特色功
能小镇6个、市级美丽宜居村庄12个，中益乡
坪坝村、黄水万胜坝村、冷水八龙村被评为“国
家休闲乡村旅游示范村”，黄水镇等4个乡镇、
桥头瓦屋村等12个村、三河镇北岭山休闲采
摘园等21个点被认定为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单位，中益乡华溪村被评定为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黄水镇金花村被定为市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成功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4
条，全县莼乡休闲观光度假带、高山农业休闲
带、鱼池观光旅游带，城周采摘体验休闲带的
乡村旅游布局逐步形成。

全县文旅节会有声有色。成功举办中国·
重庆（石柱）第四届康养大会，连续举办太阳湖
公开水域铁人三项赛事，常态化举办农民丰收
节、油菜花节、茶艺节、梨花节等精品文旅节
会，康养石柱知晓率和美誉度稳步提升。

纵观全域，石柱聚焦“风情土家·康养石
柱”价值定位，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融合发
展为主线，通过实施产品提升、产业融合、产业
支撑、精准营销、提质增效五大行动，全面挖掘
保护传承土家文化、秦良玉文化、巴盐文化、啰
儿调文化，秦良玉京剧成功复演，文化精品层
出不穷，文化自信显著提高。

黄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大风堡—太阳湖
国家5A级景区稳步推进，万寿山—巾帼土司
城国家5A级景区创建完成前期工作，万寿山
景区、西沱古镇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金铃
广寒宫加快国家4A级景区创建步伐，千野草
场、大风堡景区完成提档升级，黄水森林乐园
积极完成升级改造，刀背梁网红打卡地上全国
热搜，全县旅游品牌持续发力，旅游产品供给
再上新台阶。

去年，石柱文化旅游产业增加值达15亿
元，文化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县GDP的比重
力达到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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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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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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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蜂产业是石柱康养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蜂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石柱康养经济
全面勃兴的生动范例。

石柱从2016年起启动康养产业战略行动
计划。5年来，石柱康养经济产业体系持续完
善、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牌影响持续扩大。
2020年全县大健康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50.2%，不仅助力石柱成功摘掉“穷帽子”，还为
石柱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石柱成立了康养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康养
发展促进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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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研究平台等工作机构。制定出台了《石柱
县康养产业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石柱县促进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计划（2020—2025年）》《石柱县推动康养消费
品制造行动计划（2020—2025年）》及30余个
工作方案等相关政策。建立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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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3年成功发布《康养石柱白皮书》，康养经
济发展实现有据可依。

全县以“四个30万”工程为重点的现代山
地高效农业成效显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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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三
品一标”农产品达257个，上架“源味石柱”区域
公用品牌绿特产品193个。以“食、药、器、械”
为主导的康养消费品制造快速发展，规上康养
制造企业达14家，获批“重庆市康养消费品特
色产业基地”。以生态融合发展为路径的康养
休闲旅游业持续壮大，打造国家4A级景区4
个、3A级景区3个。有序推进“1中心4基地”康
养运动基地建设，持续举办全国铁人三项邀请
赛等精品体育赛事。

石柱康养品牌逐步叫响——康养大会成功
升级为民革中央、重庆市政协主办的全国性的
产业发展大会并永久落户石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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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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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康
养60强县”“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等称号，“康养
石柱”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当前，面对乡村振兴带来的重大机遇，石柱
正按照“年产值20亿元、规上10户以上、5亿级
龙头企业2家”示范基地标准，围绕特色农产品
精深加工、康养医药加工、智能康养电子产品、
康养特色日化美妆、动养器具（材）产品等领域，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行动，力争到2023年成功创
建市级康养消费品特色产业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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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蜜源植物种类繁多，全县现已查明野
生植物2216种。其中洋槐、荆条、乌泡、五倍
子、乌桕等主要优质蜜源植物22种。同时，500
多年的中蜂养殖史也赋予了石柱蜂农丰富的养
蜂经验。

近年来，石柱加大主要蜜源植物普查，先后
培植槐花、百花、盐肤木、五倍子、三叶草、苜蓿等
优质蜜源基地80万余亩；围绕全县农业产业结
构深度调整“3+3”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中蜂产业
链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全覆盖带动，提高贫
困群众参与度和受益率；引导和扶持企业开发高
附加值蜂产品，促进蜂产品及制品多样化、多元
化，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创建石柱“中益蜜
蜂”地理商标；加大与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
力度，为中蜂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技术支
撑；积极为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的担保体系，落
实贷款的各项财税扶持政策；中益乡积极打造以
蜜蜂文化为主题集休闲、观光、体验、采摘为一体
的中华蜜蜂小镇；正确引导蜂农及企业诚实经
营，巩固和提升石柱蜂产品品牌、知名度；加强蜂
业专业队伍建设，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
技术保障。

不懈努力之下，目前石柱中蜂产业已覆盖全
县33个街镇乡、179个行政村，中蜂饲养规模达
14.6万余群，年产蜂蜜730吨，年综合产值达5.2
亿元，蜂农7000余户，户均收入1万元以上。建
成中华蜜蜂保种场1个，良繁场5个，中蜂标准示
范场10个、成熟蜜基地1个、中蜂养殖家庭农场
36个，高品质蜂蜜溯源基地5个；蜂蜜加工企业2
个；中蜂康养产品、文化展示及销售门店5家；新
增培植经果林、中药材及草本蜜源植物80万余
亩。

2018年—2019年，石柱相继荣获“中国蜜蜂
之乡”“全国蜂业优秀之乡”“全国养蜂精准扶贫
示范县”及“重庆市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荣誉称
号。2020年，中蜂产业被纳入“石柱县乡村振兴
四个30万工程”。到“十四五”末，全县将完成中
蜂保有量30万群，新增培植优质蜜源植物60万
亩，中蜂产业将实现产值10亿元。 中益乡新场镇中益乡新场镇 摄摄//谭华祥谭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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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益乡“世界蜜蜂日”
自助游线路推荐

（一）徒步线路
蜜蜂文化体验线：主会场（柿子坝感

恩广场）—中益客运站（参观摄影展）—
蜜蜂乐园（蜜蜂研学体验项目）—蜜蜂桥
（网红打卡点）—蜜蜂科普馆（中华蜜蜂
故事）—干培基地。

脱贫旅游精品线：干培基地—谭家
院子（土戏表演）—初心广场（参观马培
清院落）—偏岩坝（参观扶贫乡村旅游项
目）。

（二）自驾线路
蜜蜂产业体验线：游客接待中心—

初心广场—老屋坝（蜜乐园蜜产品体
验）—养蜂场（参观养蜂）—干部培训基
地—大湾民宿—全家院子—进入黄水大
环线。

石柱县精品自驾游线
路推荐

“揭秘石柱·文化溯源”文化祈福线：
县城—大歇镇—沿溪镇—西沱镇—河嘴
乡—临溪镇—王家乡—石家乡—鱼池镇
—悦崃镇—龙沙镇—县城。

“土家三名·亲孝康养”自然生态线：
县城—六塘乡—沙子镇—冷水镇—枫木
镇—黄水镇—中益乡—三益乡—桥头镇
—三河镇—县城。

“探索世界·感受奇迹”山地探险线：
县城—下路街道—三星乡—六塘乡—沙
子镇—金铃乡—金竹乡—新乐乡—洗新
乡—六塘乡—县城。

“乐游巴山·耕读武陵”农耕体验线：
县城—六塘乡—黄鹤镇—马武镇—龙潭
乡—六塘乡—县城。

乡村旅游

中蜂养殖

示范蜂场益点甜蜜蜂蜜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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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益乡场镇航拍中益乡场镇航拍 摄摄//谭华祥谭华祥

引导农户养蜂致富引导农户养蜂致富，，乐乐
享甜蜜新生活享甜蜜新生活 摄摄//谭华祥谭华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