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九月，行走在石柱乡村，到处
洋溢着现代农业的气息：田成方、渠相
通、科技燃起新方式，机械入田收割
忙。农业产业发展活力四射，莼菜田
碧波万顷、果蔬产业带生机勃勃、中药
材产业带上硕果累累，乐了游客、富了
农人，农旅融合的路子越走越宽敞。

翻开这里的农业成绩单，里面记
载着今年以来石柱在“三农”工作中的
丰收和喜悦：上半年，全县实现农业总
产值为15.5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5.9%；农业增加值9.15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加4.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9090元，同比增长14%。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近
年来，石柱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业农村发
展活力为主线，以促进康养产业发展、
稳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切
入点，按照“资源优先、合理布局、突出
重点、完善功能”和建“大龙头、大基
地、大市场、大产业、大品牌”的原则，
全力构建产业链条完整、功能多样、业
态丰富、利益联结紧密的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书写产业振兴
新篇章。

进入秋季，又到了辣椒丰收的季节。
近日，在石柱县三河镇千亩辣椒示范片正
火红一片。

“作为全县的辣椒种植大镇，辣椒是三
河的名片，也是百姓致富的产业。”三河镇
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一亩土地一年只
卖一次辣椒，平均单产能达到900公斤/
亩，管得好的每亩收入能达到4000余元。
农户真真切切尝到了种植辣椒的甜头。”

据统计，作为我市辣椒主产区，石柱辣
椒种植面积已达10万亩，总产值5亿元，被
中国调味品协会授予“中国调味品原辅料
（辣椒）种植基地”。

瞄准农业特色产业，石柱把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摆在乡村产业振兴工作首位，围
绕高山、中山、低山三大区域对农业产业精
心定位和布局，立足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产业发展格局，在巩固提升持续发展辣
椒、黄连、莼菜等传统特色产业基础上，持
续推进以黄连为主的中药材，以辣椒、脆红
李为主的果蔬，以生猪为主的养殖等特色
产业，有序有力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让
特色产业托起发展大梦想———

如今，全县果蔬菜种植如火如荼。以莼

菜、辣椒、脆红李等为代表的特色果蔬产业
常年保持在30万亩以上，获得“中国辣椒之
乡”、世界规模最大的莼菜生产区等荣誉称
号；养殖产业蓬勃发展，全县中蜂饲养规模
达15.4万群，生猪存栏16万头，出栏近10.5
万头，同比分别上涨17.3%、18.7%；中药材
发展方兴未艾，全县累计中药材在地面积
31.1万亩，其中木本中药材23.5万亩，草本
中药材7.6万亩，预计预计年产量达6.5万吨
以上、综合产值10.8亿元。

产业基础一新，带动农业提质，绿色有
机、品牌产区正成为这里新的代名词。截
至目前，该县累计培育“三品一标”等品牌
农产品286个，石柱莼菜、石柱辣椒获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石柱黄连产业、石柱莼菜
产业获“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同时石
柱黄连产业、石柱莼菜产业、石柱辣椒产
业、石柱蜂蜜产业获“重庆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石柱莼菜和石柱蜂蜜两个产品获“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称号，石柱辣椒获“全
国十大名椒”称号。

特色引领，产业壮腰，石柱通过大力发
展农业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积蓄起强大
的底蕴。

莼菜是石柱最具特色的一项产业。
过去，这一产业只能是原料式的销售，效
益不高，但如今却有了新变化。以石柱莼
菜为原料、混合20几种药食同源中药材
加工提炼而成的小莼莼饮料产品异军突
起，在去年更是拿下2000万元的外贸订
单。

“以前，莼菜看似不愁销路，其实赚到
手的钱很有限，根本原因便在于产业链条
短，产品附加值低。”据石柱县农业农村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直到县里引进了潘婆婆
莼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才迎来了改变。

自该企业入驻以来，便致力于推动莼
菜产业向二产业延伸，如今已利用莼菜成
功开发出包括食品、美容护肤、保健养生
三大类共28种产品，共申报专利16项，其
中取得证书的有11项。产业链的延伸也
让石柱莼菜迎来转型升级，如今产值达到
2亿元，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莼菜生产区，
国家出口食品（莼菜、黄连）质量安全示范
区、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和全国有机农
产品基地。

延伸产业链，扩大价值链。近年来，
石柱不断调整优化农产品加工产业结构，

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向精深加工迈进，使
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
重要抓手。

通过强化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培育，促进主导产业上层次、提效益。同
时，结合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积极培育农
产品加工优势主导产业。经过调整和发
展，该县农产品加工业已基本形成了辣椒
加工、莼菜加工、中药材加工、蜂产品加工
等多类型农产品加工行业。通过大力支
持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不断逐步完善农业产业化合作
机制，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得到
不断提升。同时，新品不断涌现。去年以
来，新研发的即食莼菜产品胶原莼露和

“三峡蜜罐”牌中益土蜂蜜、百花蜜、“蜂与
自然”牌黄莲花蜜等蜂产品已投产上市，
黄连牙膏、黄连香皂产品已完成试制生
产。

二产延伸，产业提效。截至目前，全
县累计发展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市级龙
头企业20家，县级农业龙头企业51家，培
育农产品加工企业135家，农产品加工业
不断发展壮大。

特色产业强起来 产业链条长起来 多元融合活起来

石柱 面向农业现代化 做足产业振兴好文章

整体活动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秉
承“庆祝丰收、输出品牌、振兴乡村”的宗旨，
开展“全民庆丰收、稻乡乐丰收、佳货展丰收，
吃新享丰收”四大系列活动，充分展示三星乡
村农旅融合新风貌及石柱县农业发展新成
果，助推石柱县乡村振兴发展。

1.“庆丰收·感党恩”石柱2021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暨三星乡打谷文化节开幕式及文艺
表演

活动内容：以三星乡高歇香米基地村稻
田为背景，开幕式及文艺表演在《康养稻乡·
同庆丰收》《脱贫感恩·丰收报喜》《振兴乡村·
喜奔小康》3个篇章中拉开活动序幕。同步将
举办“欢喜有稻”打谷比赛，由三星乡政府组
织以村为单位，全乡辖6个行政村各村选派5
名村民，在10分钟内，完成“人工割谷+人工
打谷”两项任务，最终以打落谷粒的重量为评
判标准，评出冠军1组、亚军1组、季军1组、
优秀3组。

2.“稻乡乐丰收”趣味互动活动
活动内容：将组织当地村民或现场游客，

开展稻田赶鸭趣味互动活动。在规定稻田区
域内，放置10只稻田鸭，20人一轮，在规定5
分钟内，抓获即得。现场准备游戏稻田鸭共
40只，抓完即止。

3.“佳货展丰收”特色集市
活动内容：将布置特色农产品“佳货展丰

收”大集市，5个摊位集中展示三星乡农特产
品、特色美食、民俗产品等，突出当地乡村振
兴成果。

4.“吃新享丰收”土家尝新宴
活动内容：将围绕传统吃新民俗文化，开

展“吃新庆丰收”活动。活动将以吃新品丰味
庆祝丰收，祈愿国泰民安。

乡土文化大餐飨群众
“中国农民丰收节”石柱指南

“引进和培育经营主体18家，发展产
业园5个，组织带动2302户农户新发展
中药材、特色果蔬等农作物1.8万亩。‘中
益蜜蜂小镇’电商平台实现农产品销售
1800余万元，70余家‘黄水人家’乡村旅
游接待户实现旅游收入500万元。7个
村均成立集体股份制公司或专业合作社，
都有自己的骨干产业项目，去年每村平均
集体经济实现收入30.1万元……”一个
个鲜活的数字，展现着中益乡从一产到三
产转变的独特魅力。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资源禀
赋，中益乡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参与、农民
受益的共建共享机制，正让一三产业深度
融合，而村集体和农民则通过土地流转、
发展民宿、就地务工等方式，顺势融入乡
村振兴建设，共享发展收益。

一融俱融。石柱顺应农业产业化转
型升级的趋势，以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为
主线，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共享
利益链，加快现代农业经营机制创新，初
步形成了农业产业链延伸型、农业农村功
能拓展型、互联网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型
等多种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石柱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加强了农业三产带动主体的培
育。目前，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72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978个，家庭农场1203家。

在农旅融合上实现新突破。大力发
展休闲农业，该县被评为“市级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区县”，黄水镇万胜坝村、
冷水镇八龙村、中益坪坝村被农业农村部
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4个乡镇12个
村21个点被认定为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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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体验休闲带加速形成，常态化举办的莼
菜节、菜花节、梨花节、桃花节、脆红李采摘
节等文旅节会，带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

对外开放成为常态。去年全年先后
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农产品产销对接洽谈
会10余场，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
交易会暨第二十届中国西部（重庆）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期间，石柱县参展企业现场
销售额达38.2万元，达成意向性订单80
万元。

农业加速触电上“云”。大力发展农
产品电商，已累计培育农产品电商销售额
1000万元以上企业13家、年农产品电商
销售额上亿元企业2家，2020年农产品
线上零售额达到3.6亿元……

三产融入，掘金农业新增长极，一幅充
满活力的石柱产业振兴新画卷愈加清晰！

刘玉珮 龙搏
图片由石柱县农业农村委提供

石柱三星乡，撂荒地复耕后不仅种出“三星香米”，而且成为美丽梯田景观

连农交易场景

石柱中华蜂蜜产业基地

三星椒农喜获丰收

做优一产走出特色路
在转型升级中实现平稳发展

做强二产延伸附加值
在调优结构中实现快速发展

做活三产激发新动力
在优化布局中实现跨越发展

石柱莼菜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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