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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绿色崛起 打好“五大主动仗”

石柱加快建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目前石柱县辣椒种植面积有10万
亩，年产椒达8万吨，综合产值6.5亿元。

“石柱相继被评为‘中国辣椒之乡’
‘中国辣椒百强县’，辣椒已经成为一张亮
眼的土特产名片。”近日，石柱县农业特色
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王小军介绍。

近年来，石柱持续发展以黄连、辣
椒、莼菜为主的“三色经济”，探索出了一
条“山上种黄连、山下种辣椒、水中种莼
菜”的立体发展模式。同时，该县还打出
百亿级泵阀产业、全国生态康养胜地两
张“特色牌”，推动一二三产业高质量发
展。

做优“一产”
“三色经济”年综合产值达30亿元

石柱75%的面积位于海拔800米至
1900米之间，草场、森林等生态资源丰
富，如何依山就势打好生态特色农业牌？
发展红（辣椒）、绿（莼菜）、黄（黄连）“三色
经济”，是石柱给出的答案。

“我们从2001年开始规模种植辣椒，
目前种植面积达10万亩——其中千亩种
植基地就有4个，带动3万余农户增收。”
王小军介绍，全县现有辣椒加工企业和专
业合作社31家，辣椒调味品销往国内各
省市乃至欧美地区。

如何让辣椒格外“红”？“我们紧紧围
绕‘种、产、加、销、研’5个方面进行全产
业链建设。”王小军说，如在良种方面，建
成辣椒繁育基地3个，培育出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石辣、石椒系列辣椒品种20余
个，全县辣椒良种自繁自供率达95%以
上。

石柱是全国最大的莼菜生产区，自
1992年成功试种莼菜以来，先后在黄水、

冷水等乡镇选择适种地区发展莼菜产业。
“为培育好莼菜这一‘生态宝贝’，我

们采用了无污染绿色培育方式。”王小军
说，例如在冷水镇利用水质无污染、气温
适宜的生态优势，探索不使用化肥、农药
的方式培育生态有机莼菜，受到国内外市
场的欢迎。

目前，石柱县莼菜种植面积1.4 万
亩，年产量达1.4万吨；培育加工企业11
家，开发上市休闲食品、饮料及美容护肤
等系列产品35种，年综合产值3亿元。

黄连方面，石柱黄连产量占全国
60%。“我们建设了黄连产业科技园，搜集
64种国内外黄连品种，培育独属于石柱
的优势品种。”石柱县农业农村委黄连遗
产管理办主任聂广楼介绍，该县共种植黄
连6.2万亩，年加工产值10亿元。

截至目前，石柱“三色经济”年综合产
值已达30亿元。

做大“二产”
力争2027年泵阀产业产值

突破100亿元

2023年，石柱被定位为重庆市泵阀
产业基地，开始着力建设西部地区泵阀产
业新高地。

目前，石柱泵阀仪器仪表产业累计签
约企业91家，在建项目22个，落地投产
企业14家，一个新兴的“百亿级”产业链
正在加速形成。

石柱一无泵阀产业原材料，二无邻近
消费市场，如何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
展好？

“我们在政策支持、服务企业、基础设
施保障等方面都下了功夫。”石柱县工业
园区管理委员会招商服务中心主任邹正
洪介绍，石柱发展泵阀产业有三大优势。

一是政策支持上，创新出台《支持泵
阀产业链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个
性化制定“政策兑现清单”，为泵阀企业提
供贷款延期和减息等政策红利套餐20余
项，解决企业资金难题。

二是服务企业上，建立了“企业吹哨、
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多部门一站式服务，
高效解决企业难题，同时充分利用周边人
力资源，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三是基础设施上，石柱工业园区已建
成33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开通直达东部
的物流专线，中欧班列可达中东欧国家，
铁海联运可达上海、广西出口。

今年上半年，石柱泵阀产业实现规上
工业产值7.7亿元、同比增长29.0%，产值
在装备制造业产值中占比达57.1%。

下一步，石柱还将结合自身产业基础
和发展实际，高标准规划打造“百亿级泵
阀产业集群”、建设“百亿级泵阀产业链”，
力争到2027年，招引泵阀类企业150家
以上、产值突破100亿元，建成西部地区
最大的泵阀产业集群。

做强“三产”
让游客在不同时段和地点

有不同体验

“现在接待游客需要讲普通话了。”8
月19日，黄水镇太阳湖景区负责人向峻
笑着对记者说。

今年，黄水入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知名度进一步打响，太阳湖景区的外地游
客明显增加。

“这段时间是黄水旅游的旺季。”石柱
县黄水旅游度假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阎
宗正告诉记者，黄水有了“国字号”招牌
后，前来度假游玩的游客日趋增多。

如何让游客变“留客”？多元业态、丰
富消费场景至关重要。

“以往太阳湖经营模式是‘小木屋+
游船’，游客来去匆匆，我们只能做夏季生
意。”向峻说，而今太阳湖景区增加了摩托
艇等水上娱乐项目，又新建了一批特色民
宿，“食、住、行、玩”全方位升级，人气越来
越旺。

事实上，石柱各个景点都在“想方设
法”留住游客。近年来，该县先后打造了
黄水太阳湖水上游乐中心、桥头镇艺术写
生基地等特色景点。

“力争让游客在不同时段、不同地
点，可以有不同体验。”阎宗正介绍，就
拿目前的避暑游来说，游客白天可以参
加太阳湖、月亮湖的水上活动，或者去油
草河漂流；晚上可以去天上黄水大剧院看
《天上黄水》歌舞演出、跳“万人摆手
舞”，在非遗广场看非遗展演、逛非遗市
集，还能在土家风情街感受“千人长桌
宴”，或者到土家大舞台自编、自导、自演
文艺节目。

目前，石柱正在开发冬季旅游产品，
逐渐将黄水旅游度假的高峰时段从
5—10月延长至全年，进一步拓展黄水旅
游的“宽度”。

打好三张“特色牌”石柱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8月23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扛起
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第17场主题新
闻发布会，石柱县相关负责人围绕“发挥
比较优势 推动绿色崛起 打造全国生态
康养胜地”作主题介绍，并回答媒体记者
和网友提问。

石柱县委书记张华表示，当前石柱正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打好乡村全面振兴、
产业优化升级、城市更新治理、动能转换
提升、绿色低碳转型“五大主动仗”，加快
打造全国生态康养胜地。

推动“万企兴万村”
吸引1183家企业，实施“兴

村”项目1296个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产业要振
兴，企业是关键。近年来石柱持续推动

“万企兴万村”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从三个方面持续推动‘万企兴

万村’行动助力乡村振兴。”石柱县委副书
记王凡鹏介绍，一是坚持主动搭台，让市
场主体愿意来、留得住。

目前石柱通过各类商会以商招商、以
企招商、以情招商，吸引成功人士返乡、民
营企业下乡、产业项目到乡，累计吸引
1183家企业投资25.3亿元、实施“兴村”
项目1296个。

二是支持“企业唱戏”，让乡村产业强

起来、旺起来。
比如，在桥头镇采取“龙头企业搭建

骨架、链上企业补充业态”方式，推动企业
抱团发展，在陶然居、天籁教育等龙头企
业带动下，累计吸引38家企业参与打造
农文旅融合全产业链、30家企业参与打
造艺术写生全产业链、26家民宿参与打
造民宿休闲全产业链、28家企业参与打
造文化生态体验全产业链。

三是动员群众参与，让发展成果共分
享、可持续，探索企业、群众、村集体“三方
共赢”模式。

据了解，石柱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
以来，274家企业扩大了公司规模，10家
企业获评“万企兴万村”行动优秀民营企
业；95%的村集体年收入超10万元，3.8
万户群众实现户均增收1.9万元。

“凉”资源变“热”经济
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1017万人次

今年6月，石柱黄水旅游度假区被认
定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该景区平均海
拔1500米，夏季平均气温21℃，拥有得
天独厚的避暑旅游优势。

“旅游方面，我们以黄水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为龙头，带动全域康养，今年以来
大黄水片区单日最高游客接待量近40万
人次。”张华说。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凉”资源如何变
身“热”经济？张华说，石柱县主要从四个
方面发力。

一是便捷内外交通，对外建成投用了
黄水动车站，实现重庆中心城区1.5小
时、成都3.5小时、武汉4.5小时直达黄
水；对内开通旅游专线，提供公交车、租车
包车、网约车等配套服务，让游客可以“快
进漫游深体验”。

二是涵养生态环境，充分利用夏季平
均气温21℃、森林覆盖率85%，以及负氧
离子浓度约为中国气象行业最高标准的
2.5倍等优势条件，建设生态康养胜地。

三是丰富旅游产品，立足独特自然资
源和特色民族文化，打造大剧院广场同唱
土家啰儿调、同跳万人摆手舞等特色品牌
活动，推出森林王国体验空中漂流、丛林
穿越等多种旅游产品。

四是完善配套服务，引进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等多家医院的专家，让游客在
度假的同时也能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同时石
柱还完善了各类旅游惠民便民设施配套，
为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旅游生活服务。

今年1—6月，石柱县全县累计接待
游客1017万人次，同比增长27.04%；旅
游综合收入71.2亿元，同比增长19.34%。

依托风、光、水、矿资源
打造四大产业集群做强工业支撑

“工业方面，我们依托风、光、水、矿等
资源禀赋，打造清洁能源、泵阀仪器仪表、
康养消费品、新型材料‘四大产业集群’，
重点围绕清洁能源、泵阀仪器仪表打造两
个100亿级产业链。”石柱县委副书记、县

人民政府县长郭小萍表示。
在全市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方面，石柱

风力资源储量达500万千瓦以上，居全市
第一。该县围绕这一清洁能源的产业链，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运营及设施设备维修
维护等配套产业。

目前，石柱风电总装机容量达46万
千瓦、在建48万千瓦，已核准开工76万
千瓦，开发规模居全市首位，每年可实现
碳减排约106万吨标准煤。

在打造全市泵阀仪器仪表产业基地
方面，石柱正加快构建“铸造泵阀—仪器
仪表—自动控制”产业链，按照“今年初见
效果、明年形成规模、2027年形成集群”
的目标，加速集聚东部地区泵阀、仪器仪
表等产业转移落户石柱，累计签约泵阀企
业91家。

同时，石柱打造产业生态，打通“产供
销”全流程体系，针对性补齐产业链所需
工艺，联合中核西仪、重庆川仪等“头部”
企业成立重庆市泵阀行业协会，搭建西部
地区泵阀产业供销平台。

此外，该县提升泵阀仪器仪表产业能
级，全方位解决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人
才、资金等问题；大力招引仪器仪表、自动
控制等后端企业，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和产
品附加值，促进泵阀仪器仪表产业向中高
端迈进。

预计到2027年，石柱的泵阀仪器仪
表投产企业将达150家以上，年产值有望
突破100亿元。

▲8 月 20 日，石柱县龙沙镇长坪村，村民在采摘辣椒。
目前，该县辣椒种植面积达10万亩。

▲8月20日，重庆渝东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人在分拣阀门零部件。

▲8月19日，石柱县天上黄水大剧院外，万人齐跳摆手舞。

（本栏图片由记者李雨恒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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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石柱县冷水镇八龙村，村民在采摘莼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