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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于 北 碚 的 缙 云
山，是重庆中心城区的

“绿肺”。2018 年 6 月，
我市启动缙云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环境综合整
治，同步开展综合提升
工作（以下简称“缙云山
综合提升”），启动了一
批生态环境品质提升、
生态文化保护传承、生
态文旅产业发展重点项
目。几年过去，巍巍缙
云山旧貌换新颜，焕发
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做好缙云山综合提
升“后半篇”文章意义重
大。构建缙云山“一心
四片”发展格局，是北碚
做好缙云山综合提升

“后半篇”文章的重要抓
手。北碚聚焦“两大定
位”，做好“四篇文章”，
以“一心四片”打造为总
战略，全力书写缙云山
综合提升“后半篇”文
章，助力北碚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湖之变 山水林田湖一体成景

深秋的黛湖，犹如一方碧玉镶嵌于缙云山麓。用一抹活跃的绿意，妆点着一片
收获的金黄。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市民和游客于此驻足，流连忘返。

上世纪30年代，由卢作孚组织修建的黛湖水域面积30亩，总库容12.5万立方
米，生长着130多种藻类，被称为“藻类基因库”，属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
区”范围。多年来，黛湖周边建起了占地面积2.23万平方米、房屋面积1.62万平方
米、床位近300张的4家酒店和农家乐，对黛湖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2019年5月，北碚克服重重困难，将前述酒店和农家乐全部拆除，伴随缙云山
综合提升，启动了黛湖生态修复工程，涉及面积约6.5万平方米。其中，陆地生态修
复面积4.2万平方米，水域面积及其它2.3万平方米，主要包括黛湖库型修复、湿地
治理、水生植物及乔木栽植、滨水栈道及人行步道建设等内容。

修复过程中，结合缙云山地理环境、气候、植物生长规律，依托缙云山生态和景
观价值，加强林相、色相、季相设计，整合黛湖沿线水系、山林与动植物资源，通过恢
复湿地水文，增加湿地植被覆盖面积，恢复生物多样性，建设高效的“山地溪塘复合
生态系统”。

春观花、夏纳凉、秋赏叶、冬辨形。如今的黛湖，已成为山水林田湖为一体的生
态亲水公园，成为重庆生态修复的样本。

山之变 还绿于野，造福于民

黛湖之变，是缙云山旧貌换新颜的生动范例。缙云山环境之变，当归为八
字“还绿于野，造福于民”。

缙云山综合提升中，北碚按照“分类施策、应拆尽拆”标准，累计投入资金
28.95亿元，拆除违法建筑62万平方米，保护区内269宗突出环境问题全部清零。

创新实施保护区内居民生态搬迁试点，统筹生态补偿、征地拆迁、社会保
障等各项政策，引导203户520名居民完成生态搬迁。

立足一体化、协同性、生态性旅游综合需求，科学布局和配套旅游休闲功
能，优先建设旅游休闲景点项目，完善旅游服务配套和衔接项目，进一步增加
景区可游览性。

引进高水平运营团队，创新构建“山地溪塘复合生态系统”，谋划打造黛
湖、腾龙垭、雨鸣涧、凭风看云等生态修复项目28项。栽种各类植物近100万
株，实施生态修复77万平方米。

合理设置“快进慢行”系统，分级布局旅游驿站7个、观景平台2个，建设缙云
山生态环道约62公里，完善嘉陵江滨江星光大道、缙云山登山步道、璧北河彩色
步道等衔接步行设施约61公里及配套设施，让沿线景观“串珠成链、连点成片”。

人之变 缙云山是永远的家

李星华是原缙云山缙云村大屋基社居民。缙云山综合
整治前，他投入全部积蓄重建了自家房子，准备开一家农家
乐。重建后的房屋，土地面积超过218.9平方米、建筑面积
747.8平方米，成为整治时核心区体量最大的建筑。

面对憧憬的新生活和一纸拆迁通知，老李抵触情绪极
大：“我不走！既然说我的房子‘部分违建’，那就请政府帮
我把违章的部分拆除，给我把合法的留下！”

要彻底整治修复保护好缙云山生态环境，让大量当地
居民搬出去是关键。“只有把群众的思想工作做通做实，保
障群众合法权益，解决群众后顾之忧，才能尽可能争取群众
支持。”北碚区相关负责人说。

面对老李的合法诉求，镇村工作人员一边让拆迁队拆除违
建部分，一边向他讲政策、讲规划、谋未来。考虑到剩下房屋结
构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一栋民房拆了8天还没完工。但8天苦
口婆心的劝解和小心翼翼地拆迁打动了李星华一家。第8天下
午，李星华找到政府工作人员，只说了一句话：“全拆了吧！”

为保护生态而搬迁，很多搬迁户内心是支持的。然而，生
活水平是否受影响，补偿奖励能否兑现，户口和社保怎么解决，
会不会影响子女入学……大家对生态搬迁有着更现实的考虑。

对此，北碚依法依规、科学有序解决搬迁户生产生活问
题，办理城镇居民户籍转移2051人、城镇养老保险1492
人，提供巡山守卡、森林防火等就业岗位700余个，并让搬
迁群众享受就业培训、子女入学等政策，确保生态搬迁群众

“稳得住”。
除此之外，北碚还整合各类资金2.2亿元，统筹做好搬迁

群众户籍、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保障工作。建成生态搬迁
迁建房1.3万平方米，实施人居环境和建筑外立面改造3.8万
平方米。改造升级保护区原有主要道路，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搬离缙云山后，李星华拿着搬迁赔偿款，住到了北碚城
区的女儿家。缙云山依旧守护着他的新家园，也如同肺叶
呵护着他的新生活。对于无数和李星华一样的北碚人来
说，缙云山是他们的家，永远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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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缙云山综合提升的目的在于实现生态价值转
换，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清欢渡”是缙云山上一家小有名气的民宿，其前身是农家乐“雷氏山
庄”。2018年6月缙云山综合提升启动后，“雷氏山庄”被纳入整治范围。在
政府的引导下，“雷氏山庄”拆除了原有的违建。投入400多万元，将50多个
房间的农家乐，改造成只有13个房间的民宿“清欢渡”。

尽管房间少了一大半，但环境的提档升级，却让“清欢渡”迅速收获市场认
可——改造前，“雷氏山庄”年营收仅40万元。2019年，升级后的“清欢渡”营
收便达到240万元，并稳定经营至今。

缙云山综合提升中，北碚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财
富，对31家农家乐进行统一包装提升，形成独具巴渝风情的民宿集群，并配套
开发围炉煮茶、露营住宿等休闲项目，让缙云山成为近郊旅游的网红打卡地，
也让当地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集中连片发展“温泉+旅游”“温泉+康养”“温
泉+养老”等高端业态，加速打造世界温泉谷核心区，近三年接待温泉游客
44.84万人、带动消费3.06亿元。

北碚区环缙云山生态建设及生态产业化项目作为重庆市两个试点项目之
一，被成功纳入国家EOD模式试点。在全市率先启动完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定量核算，为绿水青山贴上337亿元“价格标签”；争取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试点，探索城市开发边界点状供地，建立文旅产业发展基金，创新绿
色金融支撑；建成投用西南首个竹缠绕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年产能约9000吨，
年产值约2亿元。

产业发展中，北碚还注重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特色文化。系统挖掘缙云
山文化资源，梳理红色文化点位12处、可利用不可移动文化资源近100处，收
集整理红色文物319件（套）、照片1000余张；开放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
地旧址等各类文博场馆84个，构成主题博物馆聚落，年接待游客300余万人
次；推出革命教育等主题研学路线7条，承接600余个党支部研学。

路之变“一心四片”实现统筹发展

蓬勃发展的绿色产业，助力北碚在2021年10月斩获
国家级荣誉——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这也标志着缙云山综合整治“前半篇”文章圆满完成。

近年来，北碚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
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构建缙云山“一心四
片”发展格局，全力书写缙云山综合提升“后半篇”文章，加
快推动缙云山片区高质量发展，不仅提升了绿水青山“颜
值”，也实现了金山银山“价值”。

“一心四片”即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地旧址为
中心，以缙云山东西南北四个片区为导引，大力培育红色教
育、生态研学、高端康养、精品民宿、共享农场、大健康装备
制造等产业；统筹布局文、旅、康、体产业集群，加快形成“以
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生动局面。

目前，缙云山“一心四片”统筹发展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管委会+平台公司+商运公司+专班”一体化办公模式运行
良好；缙云山片区规划体系正在抓紧构建，进一步明确了缙
云山片区功能与定位，为项目实施提供政策依据，为产业落
地做好空间保障；以“生命健康”为主导发展方向的产业体系
正在形成，未来将打造大健康生命智造产业园和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微度假康养目的地；以交通为先导的综合配套正加
快完善，渝武高速复线、澄江大桥、遂渝支线等对外通达道路
正加速建设，缙云山生态环道、景区道路、登山步道等内部通
畅道路即将建成，片区基础配套已逐步完善。

10月11日，北碚区委主要领导带队调研北碚文旅并举行
座谈时指出，构建缙云山“一心四片”发展格局，是做好缙云山综
合提升“后半篇”文章的重要抓手。北碚将高位推进缙云山“一
心四片”建设，把缙云山打造为建设美丽重庆的先行示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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