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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南岸篇

重庆是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

关口，对长江中下游

地区生态安全承担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近

年来，重庆深学笃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定不移贯彻“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方针，筑牢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地

处主城都市区中心城

区的南岸，把实施重

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

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

优先项，生态环境发

生了显著变化，“山水

有颜值 南岸起风

景”也成为了南岸区

一张新的城市名片。

核心提示

记者手记

□文/本报记者 王翔
图/本报记者 谢智强

成片的蜡梅争相绽放，香气四溢；草
地上，几只赤嘴鸥正在嬉戏，不时振翅翱
翔于江面之上……日前，重庆日报记者跟
随“看效果·大江奔流——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五周年”采访团来到长江上
游最大的江心岛——广阳岛时看到，岛上
花草繁密，树木茂盛，乡村小屋点缀于山
坡、溪流、梯田之间，形成了一幅令人神往
的生态画卷。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再现林木葱茏梯田层叠景象

“这里是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综
合示范地。这些小鱼可不是喂养的，而是
野生的。”进入广阳岛的中部区域，刚刚下
车就听到水流的潺潺声，走近一看，原来
是一个小溪塘，周边长满了半人高的水
草。清澈的溪水中，偶尔还能看到几条小
鱼。同行的广阳岛绿色发展公司党委书
记王岳说，这片区域，从过去的开发建设
地恢复到现在的自然生境，颇费了一番功
夫。

广阳岛是长江上游面积最大的江心
岛，由于大规模开发，其生态环境曾经遭
到巨大破坏。2017年，重庆果断叫停岛
上的建设。2018年2月，重庆市委、市政
府决定以广阳岛为核心规划建设广阳岛
片区，努力把广阳岛打造成为“长江风景
眼”“重庆生态岛”，生动表达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

此后，广阳岛生态修复被纳入议事日
程。经过精心准备，2019年10月，广阳
岛生态修复一期项目正式启动，重点开展

“一线”即10公里环岛生态体验线路，“六
点”即西岛头、综合示范地、山顶观景平
台、粉黛草田、东岛头、广阳营等的生态修
复，并同步对全岛范围裸露地面进行生态
治理。

沿着综合示范地的乡村小道前行，记
者看到，除了修复湖塘水系和山体外，岛
上还恢复了上百亩梯田，栽种了各类瓜果
蔬菜。田坎边，还有不少野花野草，与巴
渝风的农家小屋相融，形成了山丘起伏、
林木葱茏、溪塘相连、梯田层叠、瓜果飘香
的原生态巴渝乡村田园风景。

41岁的张永刚曾是广阳岛上坝村的
渔民，随着长江禁渔、征地搬迁，他上了岸
改了行，2019年到广阳岛绿色发展公司
当起生态保安。对于广阳岛的变化，他感
触颇深：“现在到处鸟语花香，比以前的环
境好多了。有时候还能看到灰天鹅和一
些小动物出没……有些动物，我之前打渔
的时候都很少看到！”

融入生态文化，生态岛变身
休闲游憩体验地

在广阳营，正在举办的“广阳岛历史
文化展”讲述着广阳岛的变迁。

“广阳岛的风景与韵味，不仅来自于
它的优美生态，也来自于它的历史人文积
淀。”王岳介绍，广阳岛的历史大致可分为
四段，这里曾留下古代先民的足迹，岛内
原始人类生活遗址超4000平方米，并有
渔猎文化的痕迹，是巴渝文明的繁衍之
地；抗战时期，广阳岛则是护卫重庆的空
军基地；上世纪60年代，这里建设了广阳

坝农场；上世纪80年代，这里成为重庆市
的体育训练基地。

为了更好地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
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
信，广阳岛在打造“长江风景眼”“重庆生
态岛”的过程中，积极将生态文化融入其
中。抗战时期建起的广阳营，就变身为

“广阳时光生态文化营”，成为广阳坝历史
文化风景眼、生态岛休闲游憩体验地。

记者在广阳营看到，除了对这个抗战
遗址建筑群进行保护修缮外，南岸区还巧
妙利用好了这些营房。其中，1号营房布
置了“长江流域生态影像展”，2号营房布
置为广阳岛规划展陈，招待所1号院子以
诗书画为主题、2号院子以老照片为主
题，使广阳营成为一处公共文化艺术空
间，让上岛市民不仅能体验生态之美，更
能享受颇为丰盛的文化之宴。

“明年，我们将启动剩余营房的整体
打造工作。”王岳说，3号营房拟利用为

“时光书屋”，4号营房拟利用为“小院茶
社”，5号营房拟用作文创空间，6、7、8号
营房则作配套管理服务用房，真正让市民
享受到多元化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

目前，广阳岛正在筹建“长江文化书
院”，该书院定位为长江流域文化展示、学
术文化沙龙活动、国际合作会晤接待重要
场所，聚焦生态和风景，营造富有重庆地
域和人文特色的文化书院。

引领未来生活，广阳岛智创
生态城蓄势崛起

“长江风景眼”风景已初现，“重庆生

态岛”生态正迷人。然而，广阳岛的生态
修复，只是广阳岛智创生态城三年行动计
划中的一部分。

今年3月，重庆提出将广阳岛片区建
设成为广阳岛智创生态城，一座生态之
城、智慧之城、创新之城、未来之城正在崛
起。

以广阳岛为核心，一幅城市绿色发展
的新蓝图正在快速绘就。

广阳岛智创生态城位于重庆东部生
态城核心区域，规划面积约115平方公
里，包含“一岛一湾三城”（广阳岛、广阳
湾、东港新城、迎龙新城、通江新城），规划
居住人口32万人。

“目前，我们正按照广阳岛片区总
体规划，积极开展控规编制，同步推进
生态环境、综合交通、市政设施、智慧
城市、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专项规划
编制和城市设计，统筹优化空间格局
和功能布局。”王岳表示，按照生态修
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优先
原则，广阳岛智创生态城近三年将陆续
实施68个重点项目，总投资1000亿元
以上。

一方面，通过系统开展生态保护和生
态修复，将自然引入城市、让城市融入自
然，以生态引领建设、用建设彰显生态，再
现开门见绿、推窗见景、天人合一的长江
生态画卷。

另一方面，汇聚各类创新资源和创新
人才，围绕“生态+”“数字+”，大力发展大
生态、大数据、大健康、大文旅、新经济“四
大一新”产业，布局总部基地、绿色金融基
地、教育科研基地、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
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等，打造绿色产业集
群。

“势必将广阳岛智创生态城打造成为
‘回归五百年前的生态，引领五十年后的
生活’的未来之城。”王岳说道。

和谐共生和谐共生
广阳岛变身“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

山 水 有 颜 值 南 岸 起 风 景

□王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绿色发展成为主流
的当下，新的发展理念为解决传统发展模式弊端找
到了出路，也带来了大量发展机遇。然而，要抓住这
些发展新机遇，并非易事，不少地方仍旧守着绿水青
山喊穷。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有“新理念、新资源、
新模式、新内容”，从绿水青山中寻找发展新机。

广阳岛智创生态城的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
前些年，在传统城市化进程和发展过程中，广阳岛拥有
的首要优势是特殊的地理位置，其次优势才是较好的
生态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广阳岛，特别是周边区域，
只能被动地等待城市化，至于在城市化后能否在与其
他城市区域的竞争中取胜，不得而知。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决策部署下，南岸区转变发
展理念，首先将生态作为广阳岛片区发展的核心，大力
推动广阳岛及周边区域的生态保护和修复，使生态成
为其核心竞争优势。

其次是创新发展模式。生态保护和修复需要大
量资金，广阳岛除了会议中心等少量建筑外，没有任
何商业开发。因此，南岸区通过创新机制，平衡整个
区域发展的资金池，以广阳岛为地标，带动整个区域
发展。

第三是引入新的资源。良好的生态，吸引了不少
新资源落户广阳岛及周边，最为典型的就是生态文明
干部学院。其之所以落户广阳岛智创生态城，看中的
就是广阳岛及周边的生态示范效应。

第四是充实发展内涵。传统城市化进程中，如何
充实产业是一个难题，而在新的发展路径下，这个问题
很快得到解决。结合南岸区自身实际，广阳岛智创生
态城提前布局总部基地、绿色金融基地、教育科研基
地、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等绿色产
业集群，为下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

目前，广阳岛正在积极促成与易华录、华为、去哪
儿网、复兴集团、银泰集团、航天科工、宝能集团、中铁
建、力合科创、中建科技、重庆赛迪研究院、重庆邮电大
学、重庆工商大学等知名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
项目落地。

相信很快，广阳岛智创生态城将在生态文明的滋
养下，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动人心弦的光芒。

从绿水青山中
寻找发展新机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发了张这里的
‘花海’朋友圈，大家都不相信这里曾是
废弃矿区，一些人还专程跑来看。”近日，
在南岸区南山街道金竹村的废弃矿区，家
住附近的村民佘左华与记者聊起了矿区

的事。
在南岸区南山街道的金竹村和泉山

村，原美心、巨成采石场关闭后，遗留下约
62.9公顷的废弃矿坑，成为南山上的一道

“疤痕”。

为加快主城“四山”生态修复步伐，
2017年，南岸区启动了南山关闭矿区生
态修复工程，在关闭矿区完成62.9公顷
生态复垦。通过铺填种植土、栽种各类花
草，如今，矿区已被花草所覆盖。

“要是没来过的人，真看不出这里以
前是矿区。”佘左华说，以前他在这里挖过
矿，那时灰尘满天，窗户上经常是厚厚一
层灰。后来矿区关闭后，这里栽花栽草，
吸引了不少人来此露营休闲。

抓住这个机会，佘左华开起了“渔家
乐”，包了几十亩鱼塘，客人可来此钓鱼、
吃鱼，“听说这里将打造成一个户外休闲
郊野公园，到时候，来的人肯定更多，我的
生意肯定越来
越好。”

矿山整治矿山整治
废弃矿区变身户外公园

“现在这里环境太好了，有树有花有
草有水，真的是大变样。”近日，在南岸区
江南新城苦竹溪滨河生态公园里，不少市
民在此休憩，说起这几年苦竹溪的变化，
大家纷纷“点赞”。

苦竹溪又名长生河，为长江南岸一级

支流，由南向北纵贯江南新城（茶园），在
广阳湾汇入长江。由于污染严重，过去的
苦竹溪一度成为“臭水沟”。

为了彻底改善苦竹溪生态环境，南岸
区启动实施了苦竹溪环境综合整治。南
岸区城管局一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是我市

首批“清水绿岸”治理提升项目和“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修复试点项目，总投资25.08
亿元，将整治河道共计29公里。目前，近
4公里的示范段整治已进入收尾阶段，滨
河风景带风貌初显。

沿着苦竹溪栈道前行，记者看到，经

过黑臭水体整治，苦竹溪的水质已大为改
观，靠近河岸的地方能一眼望见水底。河
道岸线两旁，栽种了各类树木和花草，在
一些河湾处，还有小型的生态湿地，水生
植物长于其中，鱼儿游过，不时荡起一阵
水波。

“政府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正在栈
道散步的长生桥镇同景社区居民陈潓玲
说，前两年一到夏天，这里就臭味难闻，根
本没人愿意来河边，甚至住在附近的人都
不敢开窗户，“现在好了，我在家里推开窗
户就是一片美景。”

河道治理河道治理
“臭水沟”变身滨河风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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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重庆广阳岛，经过系统修复和空间优化，岛上生态环境优美，不少野生鸟类在此栖息。

12月21日，南岸区南山街道，南山关闭矿区生态
修复工程项目，原本寸草不生的地方已经绿意盎然。

12月21日，南岸区苦竹溪叠水公园，环境综合整
治后风景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