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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 建设生态之城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持续做靓“三张名片”全面提升“三大能级”

近日，走进梁平区双桂湖国家湿地
公园，落日的余晖与湖面的碧波交相辉
映，芦苇随风摇荡，候鸟飞翔嬉戏，市民
漫步徜徉，人与自然如诗如画、和谐共
生的美好景象已悄然融入都梁儿女的
生活之中。

境内408条流域水系纵横交错、78
座湖库星罗棋布、80万亩稻田湿地明
珠散落，现有湿地面积近2万公顷，湿
地与城市协同共生构成了梁平区释放
生态红利的优势所在。

去年11月，梁平成为我国西南地
区唯一“国际湿地城市”。“国际湿地城
市”由国际湿地公约组织评估认证，代

表一个城市对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
就。如何巩固拓展国际湿地城市创建
成果，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梁平区在深化运营维护体系、深化
“全域治水·湿地润城”、深化湿地生态
价值实现形式探索上持续用力，全力做
好国际湿地城市“后半篇”文章，为梁平
带来更多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
价值，让湿地造福于群众。

着力涵养生态价值，建设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拓展绿色发展空间。
梁平区优化提升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
特色品质，加强青头潜鸭、中华秋沙鸭、
彩鹮等国家级保护动物以及荇菜群落

保护。利用城区“一湖四库六水”优质
水生态资源，打造城市湿地连绵体，实
施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城市小微森林、

“十百千”小微湿地示范工程等，梁平全
区呈现水清岸绿景美。

着力转化经济价值，积极探索推
广“小微湿地+”模式，为群众提供更多
更丰富的优质生态产品。梁平区以双
桂湖湿地为核心，建设西南地区首个
四季七彩田园，讲好稻子、柚子、竹子、
鸭子、豆子“五子登科”与湿地有机融
合故事。定期举办小微湿地文化节、
湿地农耕民俗文化节、湿地艺术生态
旅游节等，优化湿地产业布局，促进农

林文旅融合发展。
着力彰显社会价值，强化自然生

态教育，厚植湿地文化底蕴。梁平区
依托中国小微湿地创新联盟，争创重
庆市小微湿地科学研究示范基地。增
建水鸟标本室、昆虫标本室、乡村小微
湿地博物馆等一批科普场所，建设西
南地区首个数智湿地公园，共创梁平
湿地自然教育研学品牌。

在全国率先提出并践行“城市湿地
连绵体”“乡村小微湿地生命共同体”等
生态建设理念，梁平区为没有大江大河
的城市提供了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成
功经验。

做好国际湿地城市“后半篇”文章
实现城市能级新提升

坐拥巴渝第一大平坝，梁平区素有
“巴蜀粮仓”的美誉，是国家级重点产粮
大区、全国商品粮基地、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区，千百年来稻子、柚子、竹子、
鸭子、豆子“五子登科”享誉西南，形成
了独具风味的“都梁食风”。

食品从收获、加工、分销、零售的各
环节，均会产生温室气体，尤其是传统
食品行业更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拦路
虎”，预制菜产业一头连接田间地头，一
头连接餐饮消费，发展预制菜产业是食
品行业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梁平区树立高质量发展绿

色导向，依托良好的农业禀赋和初具规
模的食品加工业基础，看准预制菜的广
阔市场前景，聚焦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预制菜产业基地，提出打造中国西部
预制菜之都，并将其作为推动梁平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增强“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绿色
赋能，梁平区围绕加快构建“三区五中
心九平台”预制菜产业生态，引导产业
链向绿色低碳转变。一手抓供应基地
建设，通过调优农业产业、产品结构和
区域布局，做大做强“粮猪菜”保供产
业，提质增效“柚竹渔”特色产业，大力

发展稻子、柚子、竹子、鸭子、豆子“五
子”产业和蔬菜、渔业、生猪等特色产
业；一手抓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把预制
菜产业作为“强二产、带一产、活三产”
的重要抓手，辐射带动发展农产品基地
的同时，构建以预制菜为主的农产品精
深加工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千亿绿色工
业大区。目前，梁平区已有6家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企业入选全市“双百（即
100 家领军企业、100 家高成长性企
业）”企业。

推进预制菜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梁平预制菜产业园被列入重庆市特色

产业基地创建名单，位居工信部赛迪研
究中心“2023中国十大预制菜产业基
地”榜首，是西部地区唯一入选的预制
菜产业基地；3家企业入围“2023中国
预制菜企业竞争力百强”，预制菜产业
已成为梁平工业经济发展、提升产业能
级的重要支撑。

一招落子满盘活，梁平区还全面推
进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业、居民生
活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持续推进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
建设，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正从蓝图
变为现实。

推动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走深走实
实现区域协作能级新提升

“丘陵起伏，六水蜿蜒”，梁平境内龙溪河、铜钵河、新盛河、普
里河、汝溪河和甘井河6条主要河流迂回于平坝浅丘之间，分别流
入垫江、大竹、开江、万州和忠县，呈现出“两山夹一坝”的自然景
观。

近年来，梁平区将新盛河、铜钵河联防共治作为深化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渝东北川东北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
与毗邻的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大竹县签署《任市河（新盛河）水环
境区域联动共治协议》《达州—梁平铜钵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联
防联治协议》，建立联席会商、联防共治、信息共享、流域生态补偿、
联合执法等机制，推进川渝两地跨界流域治理合作再深化。

在齐心协力办好合作的事的同时，梁平区集中精力办好自己
的事，分期分批建成投运镇村污水处理厂45座（镇级8座、村级37
座），日处理规模达6825吨，建成污水管网330余公里，全面清理
整顿沿河工业企业，深入实施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实施铜钵
河、新盛河全流域生态修复工程。2022年，铜钵河梁平区上河坝
断面年均值达到Ⅱ类水质，新盛河梁平区联盟桥断面年均值稳定
达到Ⅲ类水质。

跨界污染协同治理是梁平区全面加强川渝毗邻地区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梁平区主动扛起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的历史重任，持续推动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走
深走实，今年2月，由梁平区、长寿区、垫江县、邻水县、达川区、大
竹县、开江县共同编制形成的《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发展规划》
正式印发。该规划把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作为提升示范带发展
能级的重要抓手，聚焦做优做强绿色农业、发展壮大绿色制造业、
提档升级生态旅游业等重点任务，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夯基赋能。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梁平新作为，梁平区努
力在环境保护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聚焦生态环
保共建共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互动互促、社会民生共
建共享等重点领域，持续放大明月山生态旅游文化节、“绿色中国
行”等系列活动“滚雪球”效应，全面提升川渝地区区域协作能级，
为“生态之城”绘就“生态优先”最美底色。

王琳琳 马菱涔 张常伟

推进“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绿色崛起
实现产业能级新提升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初秋时节的梁平，从山巅到沟壑、从田野到湖畔，依然一片绿意葱茏。绿色，正不断勾勒出梁平建设生态之城最靓丽

的底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地处大三峡绿色发展纵深地带的梁平，手

握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典型示范区、国家水生态文明示范区桂冠，如何将独特的生态优势、自然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执好“生态画笔”，绘好发展蓝图。梁平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擦亮“国际湿地城市、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明月山绿色发展

示范带”三张名片，全面提升城市能级、产业能级、区域协作能级，奋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践行“两山论”样板地的典型经验和成功范例。

为“生态之城”增添“绿色发展”强大动能，一幅湿地与城市协同共生的画卷正在梁平大地再度续写，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愈发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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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新城区赤牛溪湿地公园小微湿地景观一角 摄/向成国

重庆范围内首次发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鹮，现身于梁
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 摄/余先怀

重庆渝每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人在检查自动化包装流
水线上的预制菜 摄/熊伟

“长江经济带美丽河流”“重庆市十大最美丽河流”——龙溪河（梁平段） 摄/熊伟

国际湿地城市——重庆梁平 摄/吴梦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