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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两山”理念 书写三峡生态传奇

奉节 从“煤城”到“橙都”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
清晨，谷雨时节的白帝城·瞿塘

峡景区，白云轻锁，摄影爱好者王传

贵已架起设备。镜头里，白帝城苍

翠欲滴，两岸橙花似雪漫舞苍穹，翡

翠般的长江托起白鹭蹁跹，银鳞鱼

群逐浪成诗。当满载奉节晚熟脐橙

的货轮鸣笛穿越夔门，现代文明的

轨迹与山间跃动的生态肉兔、云海

中轻摇的中草药、精密智造的眼镜

元件交响共鸣，绘就一幅“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立体图景。

“二十年前这里连飞鸟都少见，

现在每天能拍到几十种候鸟。”王传

贵的感慨，道出了这座千年诗城的

沧桑巨变。

断腕重生
“黑色”记忆催动绿色觉醒

曾几何时，煤灰湮没诗意山河。
2003年，一项调查显示，奉节县涉煤乡镇
达17个，12万人靠煤吃饭，全县水土流失
面积占比达68%，森林覆盖率一度跌破
30%，地质灾害点增至1420处。

“运煤车过处，白衬衫半小时变黑
衫。”老矿工邱加羲记忆犹新。痛定思
痛，奉节打出生态环境保护“组合拳”，
从2005年到2017年底，关闭煤矿217
个，9万吨/年以下矿井全部关闭，奉节
正式宣告整体退出煤炭生产市场。关
停所有煤矿后，财政年收入骤减6亿
元。阵痛中，奉节将目光投向22万亩
坡地。“毁林开矿变封山育橙，这是场生
存革命！”奉节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说。

持续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近
年来，奉节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397.89平方公里、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
生态修复145个、145.77公顷，累计完
成国土绿化营造林76万亩，提质建设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16.62万亩，完成
国家储备林25万亩，治理石漠化125平

方 公 里 ，全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69.49%。
聚焦环境质量提升，激发“两山”转

化新动能。精心策划长江大保护PPP
项目，坚决不让污水进长江，全面开展
入河排污口整治和农村黑臭水体“清
零”行动，提前1年完成10个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验收。6个考核断面水质全部
达标，长江干流奉节段水质连续8年稳
定保持Ⅱ类，8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保持100%。坚决不让垃圾出夔
门，累计建成“无废学校”“无废小区”等

“无废城市细胞”80个。创新“快速清漂
法”，建成水域数字化监控平台，清漂工
作入选市级“无废城市”建设典型案例。

如今奉节生态经济贡献值已占
GDP的71.8%，这座千年诗城用数据诠
释着发展哲学的深刻转变，在三峡库区
率先构建绿色发展体系。

橙香破局
一棵树托起百亿产业链

在脐橙核心产区永乐镇大坝村，果
农曾清云正通过5G物联网系统查看果
园数据。在200亩脐橙园，地下铺设着
肥水管网，空中飞着植保无人机，树上
结出的“诗橙”通过区块链溯源供应北
京市场。“过去挖煤月挣三千，现在种橙

年入百万。”曾清云自豪地说。
截至目前，奉节脐橙种植面积达

38.3万亩、年产量达50.7万吨、综合产
值超65亿元，涉及26个乡镇30万果
农，品牌价值高达381.7亿元，真正实现

“一树橙香飘四海”，缔造了“一棵树养
活30万人”到“一棵树致富30万人”的
产业奇迹。随着汇源果汁30亿元深加
工项目落地，可实现年产值20亿元，提
供就业岗3000余个，助推奉节脐橙延
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加
快构建山地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对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奉节
而言，保护三峡生态，实现生态之美，是
奉节的主动选择，也是奉节沉甸甸的责
任。在这一过程中，一颗小脐橙，也发
挥了大效用。据奉节县水利部门监测
数据，38.3万亩奉节脐橙每年可减少水
土流失3000余吨。奉节脐橙自大规模
发展以来，累计减少水土流失10万余
吨。

生态矩阵
多元产业奏响绿色交响曲

在夔州兔业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
兔粪转化为生物有机肥。“吃的是中药
材渣，住的是恒温房，每只兔子都有健
康档案。”负责人王长生介绍。到2025

年底，奉节将实现1000万只肉兔全产
业链项目建设，同时将生产10万吨的
有机兔粪，综合产值达30.2亿元。

在海拔1200米的云雾乡，3800亩
贝母、天麻、烟叶在林下舒展枝叶。当
地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
式，23个中药材基地年产值达8亿元。
目前，全县中药材、小水果、油橄榄、蚕
桑种植面积达到52.5万亩，中药材主体
达125个，年产值达15亿元。党参、川
贝已成功申报地理商标，川党参产量占
全国产量的30%，川牛膝产量占全国产
量的65%。

在生态工业园区，投产企业总数达
到115家，共实现产值70.6亿元，可年
产眼镜2亿副、镜片3亿副、眼健康产品
5000万套，解决就业岗位5800余个，生
态园区的高质量发展印证着“绿水青山
亦有精密制造”的奇迹。

在清洁能源产业方面，建成“风光
水储”发电项目44个，总装机容量超
100万千瓦，年发电达15亿千瓦时，清
洁能源产业实现产值34.6亿元，预计
2027年将实现产值50亿元。

气候生金
诗意山水激活绿色动能

“朝看夔门云，夜宿三峡雪”正成为
文旅新名片。依托独特立体气候，奉节

打造出春赏花、夏避暑、秋赏叶、冬玩雪
的四季IP。现拥有365个旅游资源单
体、26个A级旅游景区，连续三年上榜

“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成
为了名副其实的文旅胜地。同时，在兴
隆、龙桥、云雾、太和、长安5个乡镇，启
动打造“三峡凉都”气候旅游品牌，该区
域6月至8月平均气温21.6℃，森林覆
盖率达76%，负氧离子月平均浓度高达
3799个/立方厘米，有“中国气候宜居
县”和“中国天然氧吧”等美誉，实现年
产值5.15亿元。

诗城文化深度赋能生态经济，10里
诗城步道串联23处唐宋遗迹，《归来三
峡》实景演出带火夜经济，全球首个“诗
词AI体验馆”年接待研学游客50万人
次。去年，奉节县入选乡村旅游助力乡
村振兴绿色发展特色品牌“百强区县”，
接待游客3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达218.8亿元。

为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
胜势，奉节融入绿色准入机制，制定《奉
节县气候投融资改革试点项目库》，提
前确立项目绿色底色，试点项目库共入
库77个项目，涉及总投资437.06亿元，
融资需求150.18亿元。去年，支持10
个气候友好型项目融资，融资金额达
31.45亿元，《奉节县多措并举推动气候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入选重庆市2024

年度绿色低碳典型案例。

绿色账本
71.8%背后的制度创新

“每个项目落地前，都要经过‘生
态损益核算系统’评估。”奉节县生态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展示着刚被否决的
某化工项目测算报告：虽可年创税
5000 万元，但生态修复成本达 3.8 亿
元。

据介绍，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以
来，奉节拒绝高污染项目27个，投入生
态修复资金45亿元。同时，大力推行
审批服务改革，创新推出重大项目“咨
询不见面”“选址不见面”“审批不见面”
政务服务品牌；创新“生态占补平衡”

“能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
易、碳汇交易、生态信用交易”等市场化
手段，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

夕阳西下，夔门长江大桥华灯初
上，橘色灯光与漫山脐橙交相辉映。从

“煤炭财政”到“生态银行”，奉节用“两
山”发展理念实践印证：当诗情画意遇
见生态文明，古老峡江也能谱写出“不
负青山不负人”的壮美诗篇。

韩庆军

脐橙丰收季 摄/陈婷

5A级景区白帝城·瞿塘峡 摄/韩庆军

暮春时节的巫峡大地，

李花、梨花相继盛开，为峡

江两岸披上了一层雪白；行

走在广袤山乡，这里目之所

见的是乡村建设蓬勃开展，

可及可感的是农村生活幸

福和谐，扑面而来的是产业

发展活力十足……

一直以来，巫山县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

实施“四千行动”，一体推进

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高质量推进巴渝

和美乡村建设，形成“乡镇

引领、村级示范、院落和美、

全域振兴”的生动局面。

加快打造农业强县标

志性成果，巫山有力有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走在前列、

作出示范，为山区库区强县

富民现代化示范县建设提

供了坚实支撑。

巫山县地域辽阔，除“3+N”主
导产业外，还有很多规模小、有特色
的“山货”“待嫁闺中”。

为了给乡村土货“寻找归宿”，
巫山县提出“村播”计划，全面建设
村级农产品电商销售网络体系，利
用互联网店铺、短视频带货、直播带
货等新形式，全面打通农村山货土
货与城市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壁垒，
推动巫山村级特色优质生态农产品
通过“互联网渠道”出村进城。

巫山“村播计划”培养了一支由
村干部、农村创业大学生、农村青年
及留守妇女组成的102人优秀直播
队伍，以村为单位进行集中“一对
一”培训陪跑，让每个“村播”都能按
要求开展电商直播带货。

同时，巫山还将“村播”站点建
设成为联系农民的桥梁和中转站，
将本村散、小、杂的农产品集中收集
起来，由“村播联盟”牵头企业建设
村级农产品网货集散中心，统一开
展质量检测和质量把控，统一供应
链发货、统一售后服务，严把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关。

目前，巫山累计发布村级农产
品宣传视频5000余条，开展直播活
动2000余场次，专题直播20余场，
累计销售额高达 6000 余万元。到
2027 年，巫山将建成村播站点 100
个以上，培训“村播”500名左右。

亮点》》

巫山“村播”闪耀山乡

巫山 加快建设农业强县 推进乡村振兴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依山就势发展特色产业，夯

实“3+N”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巫山脆李作为重庆三大特色水果产
业之一，已跻身中国果业声誉榜前十强，
是巫山根基最深、优势最显的富民产
业。近段时间，巫山县30万亩脆李陆续
开始挂果，再过两个月，广大市民即可品
尝这一“中华名果”。

“我们加快引进生产企业、建设国家
脆李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开发脆李酒、脆
李饮料、脆李果脯、脆李果酱、脆李面膜、
脆李月饼等延伸产品深加工，延长了脆
李的价值链。加快建设‘巫山脆李产业
大脑+未来果园’系统，推动管理方式全
新变革，巫山脆李综合产值约21亿元。”
巫山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巫山恋
橙”也成为新宠，通过发展20万亩柑橘
种植，无人机实现柑橘吊运提升运输效
率，多个品种采摘季可从11月延长至来
年5月，产品远销印尼、新加坡、马来西
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脆李和恋橙的蓬勃发展，彰显着巫
山加快打造生态农产品功能主产区的生
动实践。围绕“百万亩生态种植、百万头
生态养殖、百亿元综合产值”目标任务，
大力发展以果业、中药材、蔬菜为主的生
态种植，以生猪、肉牛、山羊、蛋鸡、渔业
为主的生态养殖，迭代升级持续巩固提
升“3+N”产业体系。

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标准化原料
基地”联动发展，巫山引进西大魔芋、广
药集团等，大力发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在边贸园建设农产品加工中心，在
楚阳园建设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在早
阳园建设县食品农特产品示范基地，布
局庙宇粮油、官渡白酒、大昌农副、双龙
魔芋等聚集点。累计培育农产品加工主
体135家，认证绿色食品132个，“脆李
酒”“巫山泉”“巫峡粉丝”“冷酸鱼”等产
品成为热销商品。

此外，巫山还大力推动“邮运通”改
革，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东西部协
作、对口支援和市级帮扶集团联系等，深
化与山东烟台、三峡集团、广东、北碚、铜
梁等合作，推动“巫字号”产品更好卖向
全国、走向世界。

提质提速抓好乡村建设，打
造“五条精品线路”

巫山县平河乡燕子村不仅是下庄旅
游大环线的必经之路，也是平河通往湖
北的交通要道。世界自然遗产地五里坡
大峡谷的陡峭蜿蜒孕育出绵延8公里的
9条瀑布群，最大的瀑布落差超过100
米，平定河潺潺流过，清风自峡谷而来，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游赏这一静
谧之地。

今年3月，燕子村九门洞小院正式
开园。乘着乡村旅游发展的春风，该村
开启了庭院美化工程，干部群众干劲十
足，过去一片河滩地如今家家户户种上

了花草。如今，九门洞小院“庭院经济”
火爆异常，吸引了30000多人次游客前
来，为平河乡带来了400多万元的毛收
入。看着村子发展越来越好，激发了村
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实现从“要
我改”到“我要改”、从“等靠要”到“主动
干”、从乡村建设的“旁观者”向“主人翁”
的三大转变。

近年来，巫山将巴渝和美乡村建设作
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围绕下
庄、小三峡、神女峰、摩天岭、庙宇等片区
打造泛下庄环线、花果大道北环线、三峡
港湾环线、巫峡神女峰南北环线、铜鼓庙
宇粮油线等五条精品线路，全力创建一批
具有“巴渝风、山城韵、乡愁味”的巴渝和
美乡村片区。

点上注重示范引领，面上重点补齐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巫山不断优
化“五网”建设，深入实施农村厕所、垃
圾、污水“三大革命”，完成301个行政村
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实现了村民服
务中心、医疗卫生室、文化活动室、便民
超市等功能区域全覆盖。

促进乡村由表及里、神形兼备全面
提升。目前，巫峡镇南陵社区等10个村
达到市级巴渝和美乡村先行村建设要
求；95个村达到市级巴渝和美乡村推进
村建设要求；100个院落达到市级巴渝
和美院落建设要求。全县已创建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3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2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个、市级和
美乡村48个。

数智赋能打造善治乡村，健
全“1+4+1”乡村治理体系

近日，巫山县福田镇跑马村便民服
务中心，村党支部书记伍仲桂点开“巫山
小院家”小程序，里面有爱环境、积分商
城、光荣榜等10多个子菜单。半个月
前，村广场的垃圾桶装满后，没有及时收
运，50多岁的村民周术琼见到后立即上
传了一张照片。村级管理员收到消息后
立刻向镇级管理员上报，不到两个小时，
垃圾就被运走了。周术琼也获得了相应
的积分奖励，到了年底这些积分可兑换
成生活用品。

近年来，巫山总结提炼乡村治理“下
庄实践”，结合重庆“小院家”存量应用，
巧用数智赋能创新实践巫山“院落微治
理”特色应用，打通了乡村治理服务“神
经末梢”。

目前，巫山在全县25个乡镇（街道）
301个村推广运行“院落微治理”，注册用
户21.1万，依托“及时报”“找院长”“帮我
卖”等应用模块在农村网格中细化院落微
网格，动员8.6万名“N”的力量参与基层
治理，有效解决村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为充分激发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内
生动力，巫山推广“三事分办”“积分制”

“清单制”等有效治理方式。组织“红叶
读书会”“神女读书会”“朝阳读书会”等
多个阅读组织实施“村读”活动；常态化
开展大操大办、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等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扎实开展“化解矛盾纠
纷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确保社会矛
盾纠纷基层化解率达到90%以上，加快
塑造乡村文明新风尚，让善治乡村擦亮
巴渝和美乡村靓丽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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