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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

大型主题采访报道之云阳篇

保护利用生态人文 云阳用公园城市定义美好生活

“大美重庆·乘
郑渝高铁逛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大型主
题采访报道云阳篇
更多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云阳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向开放的
桥头堡，郑渝高铁通车后，将实现“2小时主城，
3小时成都，6小时北上广”，带动云阳融入全
国高速铁路大循环，为区域经济发展按下“快
进键”。

“抢抓高铁时代新机遇，我们正加紧完善
县域交通配套，培育旅游新业态，创新展陈模
式，进一步把生态人文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走好新时代的文旅融合之路。”林冬利说。

走进云阳江龙高速工程现场，数十台大型
施工车辆来回穿梭。就在今年3月，工程重要
节点之一的小尖山隧道双幅顺利贯通，预计
2023年前全线建成。

“建成后的江龙高速将串联起云阳龙缸景
区、普安世界级恐龙化石基地、巫溪红池坝等
旅游景点，畅通县域旅游路网交通。其中，普
安世界级恐龙化石基地便是我们‘十四五’期

间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林冬利说。
2015年，我市在云阳普安镇境内首次发现

恐龙遗迹化石群，今年3月又发现一种植食性
新属新种恐龙——元始巴山龙，这是迄今发现
的亚洲最古老的剑龙化石，生活在1.69亿年前。

目前，云阳已签约落地侏罗纪世界（中国）
恐龙公园项目，计划用3年时间，建成集生态、
原始、科技为一体的恐龙旅游产业园。“江龙高
速贯通后，从县城到恐龙公园不到一个小时，
这个公园也将成为我们打造科普文化研学游
的重要载体。”林冬利说。

与此同时，云阳还将推动旅游业数字化转
型，搭建起一些参与性、互动性较强的展呈平

台，用新颖的方式讲好长江三峡云阳故事。
“用力，使劲儿打”“太好玩了，我的拳力值

有五颗星”……张飞庙前，几位游客正挥动着
拳头，朝着一个身着古装的塑像猛击。这是当
地根据“张飞怒鞭督邮”的故事推出的交互式
体验项目，身着古装的塑像便是贪官督邮，旁
边的电子仪器能测试游客的拳击力度。

草船借箭、长坂坡退敌、义释严颜……在
张飞庙前的中心广场，像这样的互动小游戏还
有很多，让游客在玩耍中了解三国文化。

“我们不仅把文化融入到景观中，还将其
融入到生活、城市建设中，让云阳的文化元素
真正火起来，潮起来。”林冬利表示。

在三峡云梯，长长的步道阶梯上绘制了一
个个憨态可掬的卡通兔，格外引人注目，这是
去年云阳首次发布的城市IP形象“兴云兔”，代
表了云阳的盐井文化；滨江大道沿线，一排排
路灯灯柱上用三国篆书刻着“云阳”二字，无不
显示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高铁带来的不仅是
快捷便利，还将助推我们进一步融入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中。”林冬利表示，接下来，云阳
将继续用足用好生态和人文两个宝贝，联动成
渝城市、“大三峡”区县、高铁沿线城市合作推
进景区景点联合开发、合作运营、一体推广，持
续擦亮世界恐龙之都、天下龙缸、张飞庙、三峡
梯城、环湖绿道、歧山草原“六张名片”，依托长
江流域的整体性、系统性发展，建设国内外知
名旅游目的地，真正让世界知道云阳，让云阳
知道世界。

培育新业态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

□本报记者 左黎韵

碧绿的长江水缓缓流淌，水面不时有白
鹭、野鸭等水鸟划过；依山而建的“三峡云梯”
扶摇直上，市民们沿着步道结伴而行，有说有
笑；江岸边的张飞庙巍然屹立，像一位老者在
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6月13日，在“大美重庆·乘郑渝高铁逛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大型主题采访报道活动
中，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云阳县，感受这座滨江
小城的山水之美、人文风韵。

云阳地处三峡库区腹地，长江、彭溪河绕
城而过。近年来，当地在重庆率先探索推进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通过一手抓生态修
复，一手抓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有效
激活了沿线生态人文资源，绘就了一幅山水
人城和谐相融的新画卷。

□左黎韵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
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
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因
此，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
好也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
内容。

“说起张飞庙，云阳的老百姓眼里
总带着光。”采访中，云阳一位文化干
部坦言，张飞的故事蕴藏着深厚的家
国情，他的忠肝义胆、赤子之心是云阳
人的精神脊梁。

一个地方的发展史、文化史就凝
结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中，它们
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护
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文物的
保护不是让他们藏于深山、孤芳自赏，
而是要让他们活起来，走进更多人的
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

从发布城市IP形象兴云兔，到张
飞庙开发的互动小游戏，在连日走访
中，记者看到，云阳围绕历史文物的活
化利用进行了诸多探索，但也遇到了
一些困惑。譬如，当地一文化景区负
责人就向记者透露，他们想引入沉浸
式游览项目，又担心会影响文物的整
体风貌，只能作罢。保护与利用边界
何在？如何两全？

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支
招，文化景区可以在遗址范围以外，划
分专区打造互动式体验项目，或是将
线下体验搬至线上，达到既保护了文
物，又借助科技手段提升旅游体验的
目的。不过，文化 IP 的挖掘、打造才
是景区开发的核心，如果单纯只是为
了秀科技、秀特效，而脱离了文物本身
的传承利用，这样的声光电项目不要
也罢。

让文物走进更多人的
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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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井公园位于县城环湖绿道南段，置身
其中，阵阵花香扑面而来。沿江消落带区域，
一丛丛芭茅草、狗牙根已有半人来高，随着微
风轻轻摇曳。

“这里原来是一片荒滩，现在生态好了，
我们也多了个休闲的好去处。”在一簇簇淡
蓝色的绣球花旁，几位老人正在练习太极。
70多岁的当地居民姚锡加表示，天气晴好
时，他总会和老伴一起来这里锻炼、赏花，远
眺长江山水风貌。

云阳依山傍水，几年前便着手谋划打造
“公园城市标杆地”。“这一思路与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的建设不谋而合，成为我们改善城乡环
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有力抓手。”该县副县
长林冬利表示。

云阳水域面积广阔，拥有68.8公里的长江
江岸线，以及 50 多公里长的彭溪河（云阳

段）。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非法码头、砂石堆
场、乱搭乱建等侵占，江岸环境极其脆弱。“滨
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过去江岸线就像城市
的一道‘疮疤’。”该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邓绪
林坦言。

结合长江生态修复，云阳在33公里城区
江岸线启动了环湖绿道建设，采取工程治理与
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模式，在整治涉江违建的同
时，因地制宜种下了一片片生态林、景观林，对
江岸线进行全面复绿。

一条绿道将8个城市公园、30多个休闲节
点串联成珠，实现一步一景。记者沿着绿道打
探，曾经以转运砂石、水泥、钢材为主要功能的

码头，如今成了供市民游乐、休闲的生态公园；
江岸沿线的消落带被种上了狗牙根、马蹄筋、
芦竹等乡土植物，在固土护岸的同时，也让滨
江一带重现水清岸绿的美好景象；步道、跑道、
骑行道贯通全程，两旁树木林立，花圃、草墙处
处可见，纷至沓来的行人在江边驻足留影，构
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这只是云阳构建公园城市的一个缩影。
“我们将50平方公里的城区范围作为公园城
市建设的‘核心层’，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
机融合，以核心层带动周边乡镇，打造全域公
园化，形成人城景业高度和谐统一，具有山地
特色的公园城市体系。”林冬利说。

漫步云阳的大街小巷、城镇乡村，一条条
绿廊绿道、一个个小游园相互交融，扮靓了城
乡颜值，让绿色成为最靓丽的色彩。

位于城区中心的云阳龙脊岭生态公园，是
一条以城市山脊线为轴心，以“长江—彭溪河”
为纽带的生态通廊。这几年，围绕公园城市建
设，当地对龙脊岭实施了森林提升工程，通过
低效林改造、深挖造林空间、栽种乡土珍贵树
种等，打造了林相多样、季相更替、色相差异的
多彩森林，将森林植被覆盖率提高到80%左
右。“山青了，水绿了，云阳真的是处处皆风
景。”正在山林间散步的市民李咏舒说。

目前，云阳已基本建成以大山、大水、大田
园为基底，龙脊岭生态文化长廊、环湖绿道为
核心，串联100余个门户园林景观的全域公园
格局，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7.5平方米，基本
实现推窗见绿，四季花开。

大小公园相互交融扮靓城市颜值

从历史中走来的长江，不仅有一江碧水，
更是一条文化的脉络。

与县城隔江相望的张飞庙飞檐翘角，碧绿
的琉璃瓦掩隐在山林之间，古朴而庄重。“张桓
侯庙，又名张飞庙，是云阳民众为纪念三国时
期蜀汉名将张飞，自发修建的，相传始建于三
国蜀汉时期……”正殿大厅前，28岁的讲解员
谭樱正向游客们绘声绘色地讲解着张飞庙的
历史，“你们看，每一块地板，每一方瓦块都编
了号，这代表着张飞庙内的一砖一瓦、一檩一
桷、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从水下的张飞庙旧址搬
迁上来，再进行整体组装的。”

山水相融的云阳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
源，孕育了峡江文化、三国文化、移民文化，是
长江沿岸的一颗人文瑰宝。“保存好城市历史
和文脉是云阳一以贯之的做法。”云阳文管所
副所长陈昀说，早在三峡工程建设期间，他们

便将库区77处文物点列入了保护规划，其中
地下文物点28处，地面文物点49处，通过搬迁
保护、异地复制、原地保护和留取资料等方式
对文物进行保护。

张飞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搬迁距离最远、
文物级别最高、单项工程投资额最大的文物迁
建项目。2002年10月，张飞庙闭馆后，当地便
通过整体搬迁，对老庙的结构布局、生态环境
等进行了原貌恢复。2003年7月，搬迁后的张
飞庙复建开馆，保持了依山座崖，与县城隔江
相望的旧有风貌，仍是长江沿线一道别有的景
致。此外，他们还对多处具有保护价值的古
镇、古民居进行了异地搬迁。

奔腾不息的长江铸就了云阳人的精神之
魂。在实施文物保护抢救的同时，云阳还处理
好了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旅游开发、产业发
展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利用、在传承中
发展，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筑牢人文
根基。

谭樱去年才从外地返乡，在张飞庙景区担
任讲解员，“最忙的时候，我一天要接待二三十
个旅行团，除了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还有许
多远归的游子，来这里寻根。”

一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游览完搬迁
的张飞庙后，禁不住热泪盈眶。临走前，他硬
是拉着谭樱在正殿楼下的一座骏马石雕塑像

旁合影留念。
“老爷爷一看就是土生土长的云阳本地

人。”谭樱说，“这座骏马石雕是作为张飞的坐
骑进行雕刻的，以前就矗立在老张飞庙的大门
口，几乎每一位生于上世纪的云阳人都有一张
骑在马背上的照片，它是云阳人的集体回忆。”

通往云阳县城至高点的三峡云梯，被誉为
“万里长江第一梯”，一路拾级而上，便来到三
峡文物园，园内复刻的三峡重点文物龙脊石吸
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太神奇了，龙脊石竟然沉在老县城长江
江心处，只有每年冬春枯水季节才露出水面。”
从湖北宜昌嫁来云阳的外地媳妇王芬惊叹道。

龙脊石全长200余米，宽约10多米，文化
园除了对外貌进行1：1复刻外，还对石梁上古
诗文题刻、水文石刻题记等都进行了还原。厚
重的文化底蕴让游客叹为观止。

留住城市历史文脉传承云阳记忆

▲云阳县月光草坪，市民正在拍摄婚纱。（摄
于6月14日）

◀郑渝高铁云阳站。（摄于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