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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进入3月以来，我市各色花卉不约而
同进入盛花期，“开往春天的列车”也再次
出发——

在渝中区佛图关公园，美人梅好似粉
色云雾，崖壁上的杜鹃“犹有花枝俏”，轨
道交通2号线列车从花海中呼啸而过；两
江新区礼嘉智慧公园旁的“时光缆车”沿
线，千余株美人梅正处于盛花期，市民可
一边赏梅一边俯瞰嘉陵江岸风光；九龙坡
区彩云湖国家湿地公园，品种繁多的梅花
芳菲满园，不时有轨道环线列车驶过……

细心的市民发现，今年，“开往春天的
列车”不论是线路班次，还是打卡视角都

更多了。“开往春天的列车”为何越来越
多？连日来，记者采访我市相关部门人士
和专家，揭开它们“从1到N”的秘密。

点上精品
小尺度景观精致耐看

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华龙大道半山
公园位于轨道交通5号线半山站旁，一条
150米长的樱花大道美得十分惊艳。“这
里有花与叶互生的早樱，也有花似樱桃、
形似铃铛的晚樱。在家门口不经意间就
能欣赏到的小景观，往往更打动人。”附近
居民李静对樱花品种如数家珍。

“大道、立交转盘等城市主要公共空
间节点以及口袋公园都可以是城市景观
中的重要节点，要求城市管理者善用‘绣
花功夫’，让小尺度景观精致耐看。”市城
市管理局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廖聪
全谈到打造点上精品景观时说。

“近年来，我们的城市园林绿化部门
开展了一系列‘增花添彩’专项工作，通过
科学选育推广应用开花植物，展现不同尺
度的景观。”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王胜介绍，“具体来讲，我们的城市在点
上、线上、面上的景观各不相同，需要考虑
城市空间尺度与植物规模之间的关系，大
尺度看规模效应，小尺度要精细化打造。”

轨道交通9号线渝中区化龙桥驶往
富华路方向，乘客从车窗向外望去，渝中
区红岩公园新华日报总馆旧址内，一株红
梅树非常显眼，与周围景观和建筑相映成

趣。“单株红梅树姿态优美、色彩鲜明，刚
好能够引导游客的视线到地标建筑和轨
道列车上。”渝中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如果成片栽植反而会遮挡景观。

串“珠”成链
大尺度营造群体美

山水之城的重庆，大尺度景观随处可
寻，且不失层次与细腻，富有变化与美感。

在渝中区嘉陵江滨江路（轨道交通2
号线黄花园往大溪沟方向），道路中分带
栽植了开花小乔木月季、美人梅，并搭配
一些常绿植物，好似一条彩色飘带，与飞
驰的轨道列车、江上游船相得益彰。

“城市快速路、道路中分带等线性空
间，需要营造一定数量的大尺度景观，呈
现层次丰富的群体美。”廖聪全介绍。

巴南区渝南大道被当地居民亲切地
称呼为“玉兰大道”，几乎与轨道交通3号
线八公里到鱼胡路方向重合。近段时
间，家住重庆恒大城的居民李慧每次乘坐
轨道交通3号线，都忍不住向窗外多看几
眼——绵延十余公里的玉兰花成片栽植，
紫玉兰尽吐芬芳，白色玉兰点缀其间……

另一方面，一些孤立景观串“珠”成
链，也能在开阔视野下，重构一幅大尺度
风景线。“我们正在完善城乡公园体系建
设，通过绿道串联城市公园，使公园与其
他公共空间构成完整的城市活动体系。”市
城市管理局公园管理处处长王皓敏介绍。

陈良是龙湖两江新宸小区居民，周末

喜欢与朋友相约骑行。“九曲河公园到金
海湾公园有一条全线贯通的自行车道，沿
途有自行车停放点，还有饮水机，非常方
便。”陈良告诉记者，一路上像项链般串联
起来的景色也让“骑士们”心旷神怡，“九曲
河公园可以看玉兰观桃花，金海湾公园有
樱花和海棠，这两天杜鹃和红叶李也开了，
累了就下车赏花，快慢之间自在惬意。”

面上见景
突出山地城市立体感

近日，市城市管理局发布了《2024年
重庆市“公园里的春天”赏花指南》，收录
重庆各地一直到5月期间的赏花信息，包
括220余个赏花点近50种开花植物。

“重庆城市绿化基础较好，但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进
一步提升，城市的色彩应该更丰富。”廖聪
全称，近年来，重庆城市“窗口地区”适当
扩大了现有三角梅、紫薇、树状月季等植
物的种植面，形成连贯性，突出规模化，从
整体层面营造景观丰富、色彩搭配协调的
城市景观。

“城市公园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我们注重突出公园赏花特
色。”王皓敏介绍，开花植物广泛栽植于城
市公园，与其他乔灌草合理搭配，增加植
物的层次感和山地城市的立体感。

随着城市景观的不断提升和轨道交
通建设的不断推进，更多“开往春天的列
车”将出现在人们的身边。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见习记
者 王光平）三分春色今馀几，开尽桃花见李花。3月12日，
第六届长江三峡（巫山）李花节暨春季旅游产业活动在巫山县
曲尺乡开幕。让人惊讶的是，李花尚未盛放，便有客商“锁定”
了上万吨巫山脆李。

“我们就是要从李树开花起，全过程参与到脆李管护中
来。”开幕现场，重庆金果源商贸有限公司产品负责人谭勇告
诉记者。

“由于热带地区并不出产李子，巫山脆李在新加坡、泰国、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深受欢迎。”谭勇说，为从源头上采购
优质果品，今年他们特地赶在李花节来到曲尺乡，初步确定在
当年采购上千吨巫山脆李的计划，采购金额超千万元，“下一
步，我们还打算将巫山脆李出口至中亚国家及俄罗斯等地。”

除了鲜果收购商，现场还来了不少深加工企业，巫山振兴
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口气包揽了曲尺乡
10个果园的脆李。”该公司农特产品采购负责人侯元介绍，企
业主要将收购的果品用于脆李酒等深加工，近两年鲜果收购
量在数百吨至上千吨不等。

成都中国青年旅行社三峡线负责人雷电也带来了好消
息：“今年，我们与巫山签订了合作协议，全年计划从四川吸引
3万名左右游客组团游巫山、品三峡。”雷电算了一笔账，川内
游客前来巫山将在小三峡、神女峰、神女溪等景点贡献门票收
益150元/人，住宿一晚及三餐人均消费300元左右，而且“依
照往年经验来看，巫山脆李等特产很受游客青睐。”

巫山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刘仁鹏透露，本届李花节
前及当日，已有来自四川、湖北、陕西、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
30多名客商，预订了上万吨巫山脆李。

据了解，巫山脆李种植面积已达30万亩，其品牌价值更
是高达27.1亿元，连续三年蝉联全国李品类第一。今年进入
3月中旬，分布在巫山海拔175米至800米处的30万亩李花
陆续开放，赏花期将持续约一个月，当地专门推出了多条沉浸
式精品旅游路线及10余项主题活动。

李花节才开幕
上万吨巫山脆李已被预订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3月11日，
记者从中铁大桥局陶家隧道工程一标项目经理部了解到，由
该局承建的陶家隧道工程一标白彭路高架桥右幅现浇梁近日
完成浇筑。至此，白彭路高架桥顺利实现贯通，标志着陶家隧
道项目建设迎来本年度“开门红”。

陶家隧道项目是快速路五横线穿越中梁山的重要节点工
程，全长约13.5公里，线路整体呈东西走向，起于绕城高速西
侧九龙坡与江津交界处，途经陶家镇，以特长隧道形式穿越中
梁山，经跳磴、小南海等片区，终点接快速路二纵线李家湾立
交。该项目建设包括1座特长隧道（陶家隧道全长3.6公里），
1座互通式立交，3座简易立交。

白彭路高架桥位于既有国道白彭路上方，上跨陶家隧道
项目主线。该桥采用分离式预应力现浇连续梁结构，单幅全
长182米。白彭路高架桥周边不仅有商铺、民居、工厂，空中
还有高压线和通讯线，地下有燃气管线、供水管线、排水系统
等，施工难度较大。因此，白彭路高架桥是制约陶家隧道项目
及白彭路立交工程建设的一个控制性工程。

如何在狭窄作业空间里安全、高效地施工？中铁大桥局
建设者将各种构筑物及管线与原始地貌图绘在一起，并逐一
标注出来，然后用BIM（即建筑信息模型）建模软件进行空间
布置和施工时序模拟，既避免管线迁改的相互制约，也为施工
生产打通了通道。

目前，陶家隧道项目隧道工程进尺超过3500米，有望于
4月初贯通。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直接服务双福、西彭、陶
家和跳磴等组团，实现江津区、大渡口区和九龙坡区之间的快
速通达，助推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白彭路高架桥贯通
陶家隧道有望4月初贯通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见习记者
王光平）3月11日，经过90天的精心组织、精密设计和精准施
工，由中国一重承担的西南铝3万吨立式模锻水压机升级改
造项目完成改造，正式竣工复产。

3万吨模锻水压机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大型设备，也
是西南铝“国宝级”装备之一，于1977年成功生产出航空用大
型铝合金框架模锻件，从此开启我国航空模锻件向大型化发
展之路。50多年来，3万吨模锻水压机不断书写我国铝加工
业的发展历史，担负起国家重点领域所需关键配套材料保供
的重任。

为持续提高战略保障能力，去年12月，西南铝3万吨模
锻水压机启动升级改造。在项目建设期间，以中国一重为主
体的多个参建单位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全力保障既定节点目
标顺利实现。特别是在春节期间，参建人员坚守岗位，奋战在
项目建设一线，最终提前10天完成升级改造任务。

目前，完成改造的3万吨模锻水压机的设备本体及控制
精度均得到大幅提升，模锻质量随之显著增强，生产效能也将
大幅提高，为西南铝生产模锻件、高温合金等先进材料提供更
加坚实有力的支撑保障。

“国宝级”设备焕然一新

西南铝3万吨模锻水压机
改造项目竣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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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重庆增加了23种观花植物

2023年——
重庆城市绿化常见的观花

植物有109种
中心城区新增开花、彩叶乔

木数量达23527株
新增开花、彩叶灌木地被面

积达221872平方米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3月12日是植树节，当天，我市各
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
倡导绿色生活理念，为美丽重庆建设再添
新绿。

当日上午10点，北碚区天府镇举行
2024年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来自区
委统战部、区水利局、区工商联等单位的
机关干部代表及志愿者共100余人参加
活动。大家挥锹铲土、扶树正苗、培土围
堰、提水浇灌，合力栽下800多株乌桕，形
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在渝北区玉峰山森林公园，松材线虫
病除治疫区迹地补植活动如期进行。玉
峰山林场志愿者在疫木除治地块栽种下
一株株香樟苗，通过补植补种阔叶树种，
调整林分结构，提高森林对松材线虫病的
抵御能力。

在渝中区菜园坝街道渝铁村社区，20
多名干部群众齐动手，有的挖坑、有的浇
肥、有的扶正树苗，合力栽下一棵棵美人
梅，为社区增添一抹抹生机盎然的绿色。
菜园坝街道地处滨江沿线，今年，街道结
合“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深化全民
义务植树活动，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见缝
插绿，拓展了城市绿意空间。

3月7日，潼南区新胜镇结合主题党
日，组织党员干部、“红岩党员·马掌铁”志

愿者开展“植树添绿践初心 党旗增辉树
新风”义务植树活动，栽种了200余棵桂
花树，不仅提升了城乡人居环境，也传递
了绿色、低碳、环保理念。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我市着力推
进“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设立“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41个，覆盖35个
区县，参与人数达到4407万，栽植苗木

18948万株。截至2023年底，全市共有
林地面积7034.6万亩，森林面积6803.7
万亩，森林蓄积量达到2.74亿立方米，森
林覆盖率55.06%。

春风催新绿 植树掀热潮

关 注 植 树 节

数说数说
重庆观花植物重庆观花植物

巴南区渝南大道，轨道交通3号线列车穿梭在玉兰花海中。（本报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辛飞/视觉重庆

▲3月12日，璧山区广普镇，镇人大代
表、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者共40余人开展绿植增补栽种活动。

莫晓蓥 摄/视觉重庆

两江新区礼嘉智慧公园，市民在时光缆车下的花海里游玩。（本
报资料图片） 见习记者 李雨恒 摄/视觉重庆

◀3月11日，綦江区隆盛镇振兴村，村
干部、村民、志愿者等50余人种下500余株
李子苗。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渝中区佛图关公园，“开往春天的列车”穿过花丛。（本
报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辛飞/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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