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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加快建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位于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冷水镇八龙村的云中花都景区迎
来了众多游客。

总投资超过1亿元的云中花都，是集生
产、生态、观赏、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现代农
业观光园，拥有观赏植物3000亩，年产绿
色蔬菜、果品 4000 余吨。春看牡丹遍山
野，夏赏百花竞艳馨，秋采脆李满山岗的云
中花都，将游客留在了冷水，为周边村民提
供了近200个工作岗位，让村民们吃上了

“康养”饭。

近年来，冷水镇围绕高山、森林、草场、
湖泊、田园、古镇、湿地公园等景观，以“康养
旅游”为核心，深度融合健康养生、旅居度
假、生态运动、文旅体验、休闲农业五大功
能，在河源村和八龙村打造国际康养旅游度
假区，推动康养小镇建设。

冷水的康养小镇建设，是石柱加快建
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的缩影。近年来，
石柱聚焦“全域康养、绿色崛起”发展主
题，努力打造渝东鄂西综合交通新枢纽、

“两群”绿色协同发展新典范、武陵山区
乡村振兴新样板、成渝地区康养经济新标
杆。

近年来，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
亲临石柱视察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积极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市域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聚焦
“全域康养、绿色崛起”，全
力打好乡村振兴、产业升
级、城市更新、动能提升、绿
色转型主动仗，努力打造渝
东鄂西综合交通新枢纽、

“两群”绿色协同发展新典
范、武陵山区乡村振兴新
样板、成渝地区康养经济
新标杆，加快建设全国生
态康养胜地。

□本报记者 陈维灯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打
好“五大主动仗”、建设“四新一地”目标。“四
新”即：打造渝东鄂西综合交通新枢纽、“两群”
绿色协同发展新典范、武陵山区乡村振兴新样
板、成渝地区康养经济新标杆，“一地”则为加快
建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

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石柱县委书记张华。
重庆日报：石柱为什么提出建设“四新一

地”？
张华：确定这一目标定位，主要把握了以下

原则：一是既与原“三区一枢纽一中心一胜地”
目标定位一脉相承，又做到了与时俱进；二是既
发挥了自身优势特色，又把握住了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重大战
略机遇；三是既充分考虑了石柱的现实基础、发
展条件和潜力空间，又体现加压奋进、实事求是
谋发展的精神。

重庆日报：接下来，石柱将从哪些方面发
力，确保“四新一地”目标实现？

张华：建设“四新一地”是一个长远目标、长
期过程，需要分阶段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此
我们提出到2026年“四新一地”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将全力推进“八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全
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农村发展水平；
二要全力推进产业提档升级，不断提升经济质
量效益；三要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提
升城镇功能品质；四要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
不断提升发展动力活力；五要全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六要全力推进
社会民生事业，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七要全
力推进文化事业发展，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八要全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
理能力。

综合看，“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石柱
发展机遇大于挑战，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县上下将大力弘扬“敢吃黄连苦、不怕辣椒
辣、乐享蜂蜜甜”的精神，以作风建设年为契
机，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政策，确保“四新
一地”目标如期实现，奋力开创现代化石柱美
好未来。

“十四五”期间
石柱将着力建设“四新一地”
——专访石柱县委书记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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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石柱交旅融合重点项目——渝利
铁路沙子站客运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已完
成总投资4.25亿元的82%。

渝利铁路沙子站（增设客运设施）于
2020年7月开工，计划2022年9月完工，建
成投用后将进一步改善区域旅游景区交通格
局、增添旅游产品、增加商气人气，提升石柱
康养产业发展水平。

很难想象，在1991年，石柱对外联络的
通道，仅有一条公路。当时，从石柱到重庆，
需先乘车到高镇，再乘船到朝天门，要耗时一
整天。

历经30年不懈努力，如今，独特的区位
和便捷的交通，已成为推动石柱高质量发展
的有利条件和必备要素。

从石柱乘高铁，已经实现“1小时重庆、5
小时武汉、8小时广州、9小时上海、10小时
北京”。

特别是近年来，石柱一面加强与周边
区县联动，一面强化自身交通建设，全县

“一环七射八联线”公路网络和“四高一铁”
的综合交通骨架逐步成型，交通优势日趋
凸显。

未来5年，石柱将充分发挥联通“两群”和
鄂西的节点作用，抢抓高铁时代机遇，聚焦东
南西北、铁公水空、互联互通，全力建设高质
量交通强县，加快构建“七高四铁一港一场”
对外综合交通体系，切实推动交通区位优势

转化为对外开放优势，努力在渝东鄂西区域
发展中发挥集散作用。

同时，石柱将积极推动渝宜高铁、梁忠
石高速等跨区域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深入
实施国省道、县乡道养护和改造工程，建好
管好四好农村路，不断完善产业路、旅游
路、便民路，努力打造渝东鄂西综合交通新
枢纽。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康养产业发展水平

今年初，石柱三河特色农产品冷链物流
电商产业服务中心建成投用。该产业服务中
心占地25亩，总投资9798万元，立足于打造
集农副产品批发零售展销、农特产品展示展
销、冷链物流、电子商务、餐饮美食服务等
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综合服务平台，
使之成为立足石柱、服务周边区县的农副
产品信息中心、物流集散中心、线上线下交
易中心。

位于服务中心一楼的“源味石柱”品牌直
营店，宽敞明亮，占地1000余平方米，能够同

时接待超过200位游客。大厅内展示了200
余款石柱特色农产品，不仅设有石柱农产品
专区，还为涪陵、长寿、丰都等9个区县提供
展区。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铁公水空综合交通
体系，石柱正加快建设渝东南综合物流园、西
沱临港综合物流园、农特产品冷链物流电商

产业服务中心，打造辐射渝东南、服务三峡库
区的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

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交通助力，使地处
中西部交界处的石柱，成为“两群”重要联结
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直通中东部的交通
要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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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柱县委书记张华介绍，石柱将立足长
江上游、武陵山区、“两群”节点，以高水平打
造“三峡库心·长江盆景”为牵引，加强与“两
群”区县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保等
方面的协同协作，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
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努力在“两群”
绿色协同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两群”绿色协同发展 促进康养经济区域共享

立夏时节，冷水镇八龙村，群山沃野映衬
于蓝天白云之下，同纯正的田园风光组构成
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画卷。

这里是全球最大最优质的莼菜基地。依
托绝佳的生态环境，八龙村村民种植莼菜
4000余亩，每年都会举办莼菜文化月，挖掘
和宣传莼菜文化，助力产业振兴、地方发展。

环境优美、产业兴旺的，不仅是八龙村。
在桥头镇桥头村，一栋栋小青瓦、木阳台

的巴渝特色农房格外引人注目。
“过去桥头村人多地少，缺乏支柱产业，

穷得很。这两年，我们发挥村子紧靠藤子沟
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优势，加快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质量，招商引资建设风情渔村农旅融
合项目，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村民谭
雪梅曾在石柱县城工作，去年3月回村后被
选为全镇最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她发挥所
学专业优势，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

截至去年底，石柱新建续建莼菜、黄连、
水稻、脆红李、茶叶等有机农产品基地41个，
新培育绿色、有机农产品26个，新评定市级
名牌农产品9个，“石柱乌天麻”“石柱辣椒”

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建成黄连种质资
源圃1个、中蜂标准化示范场23个；完成粮
食播种面积 66.64 万亩、增长 0.7%，产量
22.35万吨、增长1.5%；累计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80个、发展农民合作社992个、家庭农场
1017家，确保了乡乡有支柱产业、村村有增
收项目、户户有致富门路、人人有生活保障，
逐步构建康养业态全域格局。

“石柱过去的主战场是脱贫攻坚，现在的

主阵地是乡村振兴！”张华告诉记者，石柱将大
力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全力打好乡村振兴
主动仗，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以乡村振兴示范带、示范片
建设和桥头镇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为重要抓手，
分层分类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努力在武陵山区乡村振兴中发挥
先行作用，打造武陵山区乡村振兴新样板。

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构建康养业态全域格局

100万亩原始森林，5000亩高山湖泊，
森林覆盖率达 80%以上，夏季平均温度
21℃。黄水，是一座“躺”在国家森林公园里
的生态小镇，是避暑旅游的胜地。一入夏，这
里就成了渝鄂两省市康养游客眼中的“天上
黄水”。

黄水如今已是石柱发展康养经济的“火
车头”。握紧自然生态、土家风情两张名片，
石柱以康养经济为重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正
越走越宽广。

2021年，石柱康养经济增加值占GDP
比重达到51%；预计到“十四五”末，全县康
养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55%，康养
经济已经撑起石柱GDP“半边天”。

石柱聚焦“转型康养、绿色崛起”发展主
题，全力发展康养经济。目前，已构建起以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绿色生态工业、康
养休闲旅游业为重点的大康养产业体系，

“观养、疗养、食养、文养、动养、住养”等康
养业态的不断丰富完善，将中医药与康养
紧密衔接在一起。

目前，石柱有黄连标准化种植基地5万
亩以上，年产黄连3000吨以上，占全国总产
量60%以上；2021年，黄连产区农民户均收

入达到3.7万元，农户最高收入达到100万元
以上。

不仅是黄连，近年来石柱还规模种植
黄精、辛夷花、吴茱萸、木瓜、大黄、前胡等
中药材，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近 31.2 万
亩。

目前，石柱中药材初加工企业已达48
家，建成黄连、天麻的繁育基地和全国唯一的
黄连种植活体基因库，并研发出黄连花茶、黄
连牙膏、木瓜果酒等康养产品，大健康产业体

系建设成色初显。
在此基础上，石柱的全域游、四季游不断

走向纵深。
围绕巾帼英雄秦良玉、黄水国家森林公

园、七曜山地质公园、千野草场、国家首批历
史文化名镇西沱古镇云梯街等自然人文资
源，当地正加快推进黄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工作，做好大康
养产业体系的架构工作，促进一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

推动三产深度融合 构建康养产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