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大家都知道巫山下庄有个毛相
林，带领村民在绝壁上开凿出了一条

“天路”，最终战胜了贫困，其实我们
村的村民也修过一条“天路”。

我们庙坝村大部分区域属于金
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渝
黔两省市交界的峡谷地带，平均海拔
达到1400米。大山给了我们得天独
厚的生态资源，却也让村民们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困”守深山，守着绿色宝
库却只能挨穷受苦。

因为交通条件不断升级，如今的
庙坝村从穷乡僻壤变成了观鸟胜地，
作为一名“公路人”，我想给大家讲讲
庙坝村这三条路的故事。

修挂壁公路
让与世隔绝的山村迎来生机

我的老家在巫山福田镇，但是我
从小就在县城学校读书，其实没有怎
么经历过农村生活。工作之后我都
在机关里上班，下乡的机会很少，所
以到庙坝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对我
来说也是全新挑战。

去年6月到任时的场景，我还记
忆犹新：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行驶，
峰回路转处，一个绿色村庄跃然眼
前，农家乐、露营基地、停车场一应俱
全……站在村口放眼望去，满目苍
翠，山清水秀，充满生机。

此情此景，让我大感惊讶：这里
曾是南川最偏远、最贫穷的乡村之一
吗？

迎上来的庙坝村支书、主任程坤
祥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他快人快
语：“别不相信，也就是近几年日子才
好起来了！”

在村里住下来后，我开始在村干
部的带领下走访村民，逐渐揭开了这
个村子的“面纱”。

庙坝贫穷的根源在于交通：后河
与灰矸河所在的两大峡谷，将庙坝牢
牢锁在了大山深处，一条不足3米宽
的泥巴路是村民外出的主要通道。
可是这条路路面坑坑洼洼，小车根本
走不了，走路去镇上要3个半小时，
骑摩托车虽然要快一点，但是对车辆
的磨损很大，几乎两年就要换一辆。
所以村里的人走不出去，村外的人也
引不进来。程坤祥告诉我，在道路修
通前的几十年里，村里娶的媳妇不超
过20个。村里原本有八九百人，但
流失了不少，只剩下120户360人。

要致富，先修路。1985年的一
个晚上，全村人聚集在火炉旁，定下
了修路的大计。

下定决心后，全村男女老少齐上
阵，村民们把铺盖卷带到工地上，饿
了就啃家里送来的红薯、洋芋，累了
就倒在碎石子上休息，醒来又接着干
活。5年时间，庙坝人硬是一錾一錾
凿、一锤一锤敲，修出了一条3米宽、
20公里长的挂壁公路，给庙坝的发展
带来一线转机。

公路硬化通车
村民吃上“旅游饭”

道路修通后，庙坝人发现，村里
虽然不适合种粮食，但各方面条件都
适合种植黄连。1992年，程坤祥率
先在村里种植了2亩黄连，到1995
年，他每年种黄连的收入就超过了2
万元。

近年来，庙坝村黄连种植规模不
断扩大，面积已达2000亩，每亩收入
达到3万元。黄连带走了生活的苦，
成了村民的“绿色银行”。

林下有黄连，林间则有蜂蜜和笋
竹。庙坝村森林覆盖率高，野生蜂蜜
资源丰富，村里也有养蜂的传统。程
坤祥带头做示范，养殖中蜂40群，取

得成功，吸引不少村民加入。2023
年，全村蜂群达2000群，产值约200
万元。庙坝村的蜂蜜品质好，不愁销
路，常常供不应求。

不仅如此，庙坝村还大力发展笋
竹种植。从2014年到2023年，全村
产笋量由8吨增加到100多吨，笋竹
收入从3.2万元增加到近100万元。
这些绿色产业，成为庙坝人从山里挖
出的“第一桶金”。

2014年，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
态公园至庙坝村的公路硬化通车，将
景区和庙坝村串联起来，昔日与世隔
绝的庙坝村开始吃上了“旅游饭”。

我们村本来就有良好的自然生
态和得天独厚的风景，作为“新村
民”，我对此深有体会：在这里，天山
坪原生态大峡谷穿梭其间，谷内溪水
潺潺，白颊黑叶猴嬉戏，红腹锦鸡掠
空而过。翻过垭口来到村头，一汪碧
池鱼翔浅底，几缕炊烟若隐若现，错
落有致的民居安静地点缀着四周的
青山绿水，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
觉。

路通了，这些“绿色宝贝”开始为
世人所认识，来乘凉、耍水甚至探秘
的人多了起来，歇脚和吃饭的需求大
增。

程坤祥看到了机遇，劝说大家办
农家乐，却遭到了不少人反对：“修建
农家乐至少投入几十万元，万一打水
漂怎么办？”

程坤祥只好带头示范，村里的
“遥泽居”就是他贷款60万元建的农
家乐。对于当时已年近花甲的他来
说，举债创业需要很大勇气。程坤祥
却信心满满，他说开办农家乐一方面
可以挣钱，另一方面能带动群众发展
乡村旅游。受他的影响，如今村里已
经有9家农家乐和民宿、一家酒店、5
个露营地，去年村里迎来了游客5万
人次。

建旅游公路
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多

据我观察，来村里的游客可以分
为几种类型：一是避暑客，二是亲子
家庭，三是露营爱好者，四是驴友。

观鸟人是他们中的特殊群体。
他们不太受旅游淡旺季的影响，只追
随鸟类的活动踪迹，不辞辛劳驱车数
千公里，蹲守在密林间，只为按下快
门的一瞬间。这两天到村里的就有
来自北京、福建、广西的观鸟人，他们
准备在这里住上一周。

人流带来了商机。
一次，村民梁大文在地里劳作

时，一位摄影爱好者拿出一些鸟儿的
照片问他认不认识，说这是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红腹锦鸡。梁大文看
了后，说这就是他小时候常见的“野
鸡”。

在梁大文的指引下，这位摄影爱
好者成功拍到红腹锦鸡。他将照片
发布到网上，引发爱好者们的狂热追
捧，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庙坝村拍
鸟。

近年来，摄影爱好者在庙坝村拍
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
叶猴、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腹锦
鸡等。一传十、十传百，这里竟成了
摄影爱好者的聚集地。去年，梁大文
的农家乐接待了上千人次的观鸟人，
仅此一项就收入二三十万元。

随着到村里的人越来越多，通车
几年的公路开始“不够用了”。我来
村里的第一年，游客向我“告状”，通
村公路太窄、弯道太急，容易晕车；村
民们也说，“178环线公路”通车后，
来庙坝耍的人越来越多，但现在的通
村路过不了 39人以上的旅游大巴
车，他们的生意受了影响。

我把这当成了村里发展的头等
大事。在向单位汇报和区级相关部
门对接后，我们争取到1690万元投
资，将5.5米宽的通村路拓宽为7.5米
宽，同时裁弯取直，让通行条件再次
提升。新的旅游公路预计于今年6
月通车，到那时来庙坝会更方便，游
客也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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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
33 岁，重庆市公路事

务中心机关团委书记，南
川区山王坪镇庙坝村驻村
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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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区山王坪镇庙
坝村，地处金佛山东麓和
渝黔两省市交界处，是南
川 最 偏 远 的 乡 村 之 一 。
过去因为交通不便，村民
长期困守高山。如今随
着交通条件不断升级，村
里的良好自然资源禀赋
被发现，成为了网红打卡
地和观鸟胜地。每年春
夏之交，许多观鸟人就会
扛着“长枪短炮”，来到庙
坝村。

更多精彩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
摄影爱好者正在庙坝村
拍摄红腹锦鸡。

记 者 解 小 溪
摄/视觉重庆

▲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红腹锦鸡。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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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

3月20日，巴南二圣镇万亩梨园进
入盛花期，漫山遍野的梨花犹如白雪点
缀枝头，吸引无数游人徜徉花海。

梨花盛开，二圣镇一年一度的梨花
节也正式启动。“梨花节、油菜花节、绣
球花节……在二圣镇，一年四季都有花
可赏。”二圣镇党委书记刘俊军介绍，
2023年，二圣镇的这朵“花”为全镇带来
了102万的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2.1亿元。

10余天盛花期，旅游综合
收入超百万元

二圣镇距中心城区约50公里，万亩
梨园就建在天坪山山顶地势平坦处。
二圣镇种梨的历史已有五十余年，几乎
家家户户都种有梨树。可长久以来，村
民们只关心每年7月梨子是否丰收、是
否能卖个好价钱，却对漫山遍野的梨花
习以为常。

17年前的春天，一名摄影师无意中
拍摄的二圣镇梨花美景意外走红。人
们这才发现，美丽的梨花不仅能结出爽
脆可口的梨果，也能结出“赏花旅游
果”。

“当时的政府初步意识到要发展赏
花经济，但限于当时的地理位置和交
通、食宿等基础条件，慕名而来的游客
寥寥无几。”刘俊军介绍，近年来，随着
各项基础条件不断改善，二圣镇的游客
越来越多，“特别是梨花、油菜花、绣球
花等赏花季，各村都是游人如织、车水
马龙。”

去年梨花节，短短十余天的盛花期
里，就涌入游客超30万人次，带来的旅
游综合收入超过百万元。“从目前的情况
看，今年的游客数量将远超去年。”二圣
镇宣传统战委员辜婕脸上绽放着笑容。

四季有花赏，促进农文旅体融
合发展

尝到甜头的二圣镇以梨花为引领，
整合周边生态资源，布局“四季有花赏”
旅游骨架，通过打造城市后花园，推动
农文旅体融合发展，云林天乡景区应运
而生。

“这里最初是苗圃基地，看到梨花
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后，我们主动与当
地政府部门对接，以赏花经济为基础，
打造了云林天乡景区。”云林天乡负责

人梁荣介绍，景区利用原有的苗圃和水
塘周边空地种植了油菜花，当年油菜花
季就吸引了近10万人次的游客。

以此为基础，云林天乡不断完善各
项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已逐步建成集
研学营地、亲子乐园、特色民宿群落、青
少年户外运动拓展、园艺养生等于一体
的田园养生旅游休闲度假景区，并已成
功申报国家AAAA级景区，每年游客
超60万人次。

如火如荼的花经济也吸引了亲子
研学、低空滑翔、自行车赛等农文旅体
融合产业入驻二圣镇。

“2023年，我们引进了11个项目，
计划投资金额达3.8亿元。”刘俊军介
绍，为实现已有产业多元化、良性发展，
二圣镇还主动牵线搭桥，促成重庆茶业
集团与浙江大学产学研合作。目前，浙
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教学研究基地已落
户重茶集团，双方共同研发的首款新产
品——定心茶爽含片已成功面市。

花经济辐射周边，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

花经济不仅吸引众多产业落户二
圣镇，也让二圣镇众多村民吃上了“旅
游饭”。

集体村村民余明兰家的梨园，从最
初的3亩发展到了如今的30亩。“来的
游客多了，我经常被游客问哪里能吃饭
住宿，就想着把自家房子装修出来开个
农家乐。”余明兰告诉记者，她家的农家
乐已开了10年，每年能带来30余万元
收入。

如今，二圣镇通过农房改造，打造
了27家农家乐，其中星级农家乐9家，
形成了有规模、有特色，管理规范的农
家乐产业链。

利用农房改造的，不仅有农家乐，
还有独具特色的民宿。花镜院子就是
利用村民榫卯结构的房屋改造而成的
特色民宿。

“花镜院子的名字就来源于二圣镇
一年四季花景不断。”花镜院子负责人
何敏说，小院一年四季隐于花海，景色
别致，2023年还被评为全国甲级旅游民
宿。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文旅产业多
元发展，围绕巴县老院子、美丽乡村两
大品牌，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创新农耕
体验、乡村夜市等沉浸式、互动式项目，
加快白象山—天坪山旅游环线建设，形
成多点开花、点线连通、带面连片旅游
格局。”刘俊军介绍。

二圣镇这朵“花”价值2.1亿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杨永芹）3月25日，来自重庆市地
产集团消息称，重庆市充换电一张网

“渝易充”App在“重庆政务服务网（渝
快办）”正式上线发布。该App已接入
300多家运营商，超3000个充换电站，
车主只需打开App，就可实时查询周边
充换电站位置、快充桩数量、使用状态
以及充换电价格信息等。

2022年，《重庆市建设世界级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2022-2030年）》发布。为充分发挥
国有资本在重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支撑
作用和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保障作用，助
力重庆加快建成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市政府授权重庆市地
产集团组建重庆市绿色能源发展公司，
加快建设“适度超前、布局均衡、智能高

效”的全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基础设
施体系。

“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是必不
可少的一环。”重庆市地产集团绿色能
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当时，全市约
有300家企业开展充换电基础设施建
设，行业入场门槛较低；公共充电设施
发展不均衡，存在用户充电体验差，
App各自为政等诸多问题。

公司成立后，依托于国资平台，在
技术支持、资金、资源整合、统筹布局、
发展规划、规范管理等方面下功夫，打
造了“渝易充”App。作为全市充换电
一张网App，“渝易充”为充换电运营商
提供线上宣传和站点推广的引流服务，
为市民提供便捷的站点查找服务和新
能源车辆政策获取窗口。

重庆市充换电一张网上线
“渝易充”接入300多家运营商，超3000个充换电站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赵迎昭）3月24日，重报小记者第
二期授证仪式暨新闻启蒙实践活动在
重庆新闻传媒中心举行，150名优秀少
年成为重报小记者。

活动现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上游
新闻影视中心副主任周瑄，以《最后的
20%》为题，和小记者们分享了2022年
他用无人机拍摄下那张震撼人心的山
火“人”字照片《星光长城》的故事。

在新闻启蒙实践环节，小记者们上
台分享《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我要
让更多人认识中国！”“我要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孩子们的分享和
希望，获得嘉宾和家长们的阵阵掌声。

活动最后，小记者们参观了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资源展示体验馆。
在那里，他们了解了《重庆日报》的诞生
和发展历史，认识了报纸版面上的头条
新闻，并初识了现代传媒技术。

“重报小记者”是由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打造的专注于媒介素养提升、综合
素质教育、实践拓展训练的研学品牌。
重报小记者加入条件、流程、报名费用
等可关注“重报小记者”微信公众号进
行咨询和了解。

重报小记者第二期授证仪式举行

150名少年成为重报小记者

3月24日，梁平区铁门乡长塘村，经过外观
风貌改造的农房错落有致地镶嵌在田野间，在
雪白樱花的映衬下更加美丽。

近年来，该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持续推

进和美乡村建设，形成生态美促进产业兴、带动
百姓富、守住生态美的良性循环，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梁平：和美乡村入画来

第一书记陈鹏讲述南川庙坝村如何吃上“旅游饭”——

公路迭代升级 偏远山村成观鸟胜地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韩毅）3月25日，来自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旗下重庆新闻国旅消息，该旅
行社“上架”全新游玩方式——“韩国、
河南、山东、山西空调专列+跨国邮轮
12日游”。该行程4月中旬出发，可以
游览韩国和国内几个旅游大省，回程
正好赶上赏洛阳牡丹花，性价比非常
高。

据介绍，邮轮游是今年春季炙手可
热的旅游产品之一。国产大型邮轮“爱
达·魔都号”、MSC地中海荣耀号、皇家

加勒比海洋光谱号均以上海为母港，旅
游线路涵盖韩国济州岛、日本福冈、长
崎、冲绳、佐世保、鹿儿岛等地。其中，

“韩国、河南、山东、山西空调专列+跨国
邮轮12日游”产品，集齐“空调专列+跨
国邮轮”全新游玩方式，可深度体验韩
国、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优质文旅资
源，重庆成团的价格仅为5000多元到1
万多元，性价比非常高。

此外，该旅行社此前最受游客喜爱
的新疆、东北旅游专列今春也将继续开
行。

空调专列+跨国邮轮

重庆新闻国旅“上架”全新旅游方式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