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武陵山深处、云雾缭
绕之间，坐落着一座以土家
文化闻名的康养胜地。

重庆石柱，作为中国四
大土家族自治县之一，在武
陵山深处凭借生态资源的全
产业链发展打响了“康养胜
地”名号。

据石柱县发展改革委数
据，2020 年以来，全县大康
养产业占比逐年提高、康养
投资消费占比大幅提升、康
养经济成效显著。在“三驾
马车”的协力拉动下，2020
年全县“大康养”经济增加
值 占 GDP 比 重 提 升 至
50.2%，2021 年全县“ 大康
养”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
达到51%。

一方水土，养出了一方
绿色健康的生态资源，而勤
劳智慧的石柱人，正是利用
天赐的优势，探索出了一条
石柱特有的“康养+”发展
路径。

核 心 提 示

康养+农业
擦亮“康养石柱”名片

群山巍峨、森林连绵。在石柱这片土地上，生长
着不计其数的自然珍宝。

依托于天然的山地优势，鲜红的辣椒走出武陵深
山、珍贵的黄连长势旺盛、嫩绿的莼菜跻身于石柱的骨
干产业，为数万户石柱农户带来不俗的致富效益……

近年来，石柱深谙“康养+”模式，通过大力促
进特色康养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形成了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模式和绿色生态工业模式，已启动了
23个500亩以上的县级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包括
8个有机莼菜基地、7个有机水稻基地、3个有机蔬
菜基地、4个有机辣椒基地、1个水果基地建设。

当前，通过农业的现代化融合发展，石柱已形成
了以辣椒为代表的调味品产业、以黄连为代表的中药
材产业和以莼菜为代表的绿色果蔬产业组成的“三色
经济”，并以“红黄绿”三种颜色描绘石柱农业的康养
产业化发展。

在这里，有着健胃健脾、改善心肺功能之功效
的辣椒成为了农业的支柱型产品之一。而“石辣一
号”的名头更是无人不知。目前，全县育成包括“石
辣一号”在内的优质辣椒品种已有10多个，累计种
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在此基础上，加工生产了
10万亩以辣椒为主的调味品，培育了包括重庆谭
妹子金彰土家香菜加工有限公司、重庆小天鹅百福
食品有限公司、石柱兵哥泡椒股份有限公司等以辣
椒为主的企业，构建了从辣椒到调味品工业化的完
整产业链条。

在黄水镇的高山上，大片种植的黄连长势旺盛，
他们都来源于黄连产业链的上游——黄连研发中
心。漂浮式育苗、小拱棚种植等新技术从这里出发走
向农田、再走向县里的大型黄连专业交易市场和中成
药深加工工厂。

近年来，石柱与重庆市中药研究院、西南大学合
作，开展以黄连为主的中药材种植技术与产品加工研

究，启动黄连及前胡良种选育、病虫害预警与防控、间
套作等研究工作，成功研发以黄连为原料的日化品、
以百合为原料的百合爽饮品。

如此，围绕诸如黄连、黄精、天麻种植的一条科技
研发、市场交易和加工全产业链已然在石柱开拓出了
中医药康养的新途径。

离开黄水镇，向南眺望。在冷水镇的八龙村，生
长在片片水田之下的莼菜叶片为这里的山色更增添
一抹绿意。

“水中种莼菜，开门迎客来。”石柱县农业特色
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莼菜素有‘水中人参’
的美誉，具有清热解毒、利湿消肿的功效，是石柱
人待客餐桌上一道珍贵菜品。”如今，石柱县已创
建成国家有机莼菜认证示范区，每年向日本、韩
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出口莼菜超过1万吨，成为了
石柱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一块“绿色”敲门砖。

在融合发展中，石柱里引进重庆潘婆婆莼科技有
限公司入驻，建成莼菜种苗繁育基地100余亩，选育
出莼菜品种5个，并通过加工，公司已成功开发出包
括食品、美容护肤、保健养生3大类共28种产品，共申
报专利16项，其中取得证书的有11项。

“辣椒红”“黄连黄”“莼菜绿”构成了石柱的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代表农产品，也为以“康养+”思
路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融合提供了成功的解决
路径。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石柱
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开始形成一种新的体
系。”石柱县相关负责人说，通过这种融合发展的体
系，使石柱的特色产业链条得到延伸。

康养+文旅
助推“全域康养”格局

近年来，石柱先后荣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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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优质的绿色生态和康养条件，石柱在大力发
展以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绿色生态工业的基础
上，还明确将康养休闲旅游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以
文旅融合为抓手，做精做靓康养休闲旅游业，打造了
一批围绕康养理念的高端旅游产品。

据石柱县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
年石柱县文化旅游招商项目实现合同引资33.5亿
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25.6218亿元。有序推进了
冷水康养特色小镇、万寿山国际康养度假项目、中
国—石龙（国际）康养文旅目的地、石柱莼菜产业融
合国际康养体验产业园、西沱土家风情园项目、中
国黄水·懒人山谷旅游景区综合开发一期、森林王
国休闲旅游度假区、石柱冷水国际康养运动游乐中
心（let's go游乐世界）等一大批重点文化旅游项
目的建设。

在康养资源的加持下，2021年，全县累计接待游
客1715万人次，同比增长6.09%；过夜游客975.57万
人次，同比增长1.8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7.8亿
元，同比增长6.71%。康养文化旅游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达7%。

截至目前，石柱已经承办了5届康养大会。秉
承着康养胜地的建设理念，石柱以高规格迎接每次
重要节会的到来，并在此基础上，汇集一大批特色农
产品，发挥旅游与康养资源富集优势、夯实文旅产业
与一二产业的结合效益。未来，依托于成熟的康养
旅游资源，石柱将进一步推动三大特色农业产业园
区、城郊休闲康养旅游区、大黄水生态康养度假区、
沿江文化康养旅游区、地质公园自驾探秘康养旅游
区、康养消费品产业基地建设，构建康养产业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
文商旅的融合，还将进一步促进接待服务的能

力、中医服务能力、管理服务品质的提升，新兴业态也
随之而来。

风情土家、康养石柱。围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
“全域康养”画卷正在逐渐清晰。

康养+三产互融
筑就“康养经济”蓝图

据石柱县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全县大康养
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

其中，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明显，扎
实推进。石柱县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8.7%。

绿色生态工业高质量有序发展。石柱县第二产
业增加值增速达到4.7%，位列渝东南区县第五；规上
工业增加值达到8.4%。

康养休闲旅游业蓬勃发展。2021年旅游接待人
次达171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7.8亿元。且第
三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8.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全国生态康养胜地
为建设目标的石柱深谙此道，并将未来对全县康养经
济的建设聚焦在以产业发展为龙头、项目建设为核
心、科技创新为引领、产品开发为主线的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上。

石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通过“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石柱县针对现有的康养产业达成
171个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461.1亿元，进一步完善
以市场为导向的“全域康养”模式。”

俯瞰藏迹于武陵山深处的这片淳朴大地。“红黄
绿”三色遍布肥沃土地、绿色生态工业集群带来无数
机遇、武陵古镇风情人流如织……

未来，围绕着一二三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体
系，一副全域生长的康养经济蓝图正在这片生态大地
上徐徐擘画。

··石柱特刊石柱特刊

6
2022年5月5日 星期四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陈文静

石柱“三色经济”走出武陵深山“全域康养”描绘壮美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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