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局“旅游+”，初步形成全域旅游大发展

以项目促进旅游产业链条纵深进化

多年来，制约万灵古镇旅游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古镇规模太
小，致使旅游产品少、旅游发展空
间小，难以留住游客停留更长时
间。2017年以来，荣昌以市里支
持万灵市级特色小（城）镇建设为
契机，积极整合资源，实施了一批
重大建设项目，大幅拓展了该镇全
域旅游发展空间。

其中，投资规模最大是濑溪河
体育文化公园项目。2017年，荣
昌区委、区政府决定，依托濑溪河

（昌州-万灵段）防洪及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将文化、体育、旅游项目
融入其中，打造濑溪河体育文化公
园，总投资约20亿元。该公园约
在万灵境内的濑溪河两岸建有36
公里马拉松赛道，加上6公里左右
的城市景区道路，形成了全长
42.195公里、全市迄今唯一的专业
国际马拉松赛道。

2018年12月，荣昌区与北京
体育大学签订校地体育合作协议，
负责运营濑溪河体育文化公园，为

该公园的规划、运营及体育产业发
展、健康小镇建设提供专业化服
务，最终打造形成集举办赛事、运
动健身、体育训练、休闲旅游等于
一体的体育产业链条。

2019年12月，首届重庆·荣昌
国际马拉松赛在这条赛道上成功
举办，全世界13个国家、全国30个
省区市的11946名马拉松参赛选手
齐聚荣昌，奉献出了一场精彩纷呈、
充满活力、富有特色的体育盛会。

今年12月 27日，2020“瑜瀚

科技”成渝双城马拉松赛将在这条
赛道上鸣枪开跑。

第二个重大旅游项目是万灵
福邸项目。该项目占地面积8万余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万余平方
米，由商业、办公、酒店、展览馆和
地下车库等相对独立的18幢建筑
组成。该项目紧邻万灵古镇，是一
个集景区商业服务、当地特色文化
展示、移民文化展览的旅游综合
体。目前，万灵福邸内已修建完成
万灵大酒店、福邸艺术酒店、喻茂

坚纪念馆、万灵提琴博物馆。
近年来，荣昌万灵大桥、遇仙

桥及万灵古镇景区连接线工程全
部建成通车。其中，万灵大桥全长
141米、宽14米，引道长度为620
米，工程投资约3600万元；遇仙桥
长176米、宽14米，引道长224米、
宽12米，项目投资约3700万元；万
灵古镇景区连接线项目全长11公
里，总投资约1亿元。与此前已建
成的古镇路一起，形成一条旅游环
线。

专项补助推动“五美”古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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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万灵镇还抢抓
特色小（城）镇建设和重点旅游项
目建设机遇，以村级集体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为抓手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文旅、农旅融合步伐，初
步形成了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2017年，荣昌启动扶持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试点，万灵镇抢抓机
遇，使玉鼎村成为首批试点村，获
得130万元扶持资金。利用这笔
资金，玉鼎村一是投资40万元盘
活闲置校舍建立冻库，现在每年带
来7万元盈利；二是参股当地一家
果园，投资90万元建设基础设施、
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形成一个200
亩规模、以水果采摘为主要内容的
旅游景点，共栽有葡萄、李子、无花
果等10多种水果。

2018年，玉鼎村还争取到了
一笔 1000 万元的市级农旅融合
资金。利用这笔资金，该村荣昌
区滢泓农业观光专业合作社，流
转土地建成400亩农业园区；与3
个业主合资，分别建起了80亩桃
园、80亩南美对虾养殖基地、100
亩柑橘基地；盘活仙桥小学闲置
校舍，建成了总建筑面积1000平
方米的“仙桥民宿”；在马拉松参
赛旁新建成建筑面积近700平方
米的乡村振兴大楼，用于开展体
育培育活动。

2018年，尚书村、大融寨成为
试点村（居），分别获得100万元、
50万元扶持资金。尚书村利用这
笔资金对闲置村小学进行改造，并
借助尚书故里和喻氏家风影响力，

现已形成小有名气的、以传承优良
家风家训为主题的研学旅行基
地。大荣寨社区利用这笔资金成
立集体物业公司，承揽了农贸市场
管理、河面清漂、景区卫生保洁等
农村公路养护、提供就业岗位30
个，解决特殊困难群体就业10人，
实现盈利80万元。

可以说，万灵镇4个村（居）现
在均已拥有各具特色的文旅、农旅
项目，乡村旅游呈现蓬勃发展态
势。

2018年以来，万灵镇大力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共在4
个村（居）投资800万元，实施“五
清”“五化”“五改”，集中整治17个
院落；共投入310万元，实施农村
危旧房提升整治620户，农村面貌

焕然一新。
万灵镇镇长陶富利表示，下一

步，他们将围绕万灵特色文化，树
魂魄、建载体、谋全域、抓运营，推
动文旅、体旅、农旅、商旅融合发
展，加速“旅游+”产业发展。一是
主动融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建设，高标准规划濑溪河绿色生
态产业园布局；二是做好“一条河”
文章，因地制宜建设乡村主题文化
创意景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三
是大力培育研学旅行、健康养生、
户外运动和农事体验等旅游新业
态，探索发展“赛道经济”；四是多
渠道开展蜂蜜、艾粑、麻饼、尚书签
等文创产品特色旅游伴手礼营销
推广，进一步扩大万灵提琴博物
馆、喻茂坚纪念馆等一批特色旅游

景点知名度；五是传承古镇移民文
化、喻茂坚廉政文化，持续办好中
国荣昌猪年猪节、七夕河灯旅游文
化节、国际划骑跑铁人三项公开
赛、国际马拉松赛等节庆赛事活
动，展现万灵风情，讲好万灵故事；
六是聚焦精细管理，在建设宜居宜
业宜游特色小（城）镇上再发力，大
力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不断完
善场镇功能，全面提升场镇品质形
象，擦亮万灵名片，让万灵成为一
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
特色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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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万灵““四有四有””特色小特色小（（城城））镇建设助力全域旅游发展镇建设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荣昌区万灵镇自2017年

被列入全市市级特色小（城）

镇以来，按照特色小（城）镇培

育要求和荣昌打造成渝城市

群全域旅游周末休闲目的地

目标，围绕“城乡融合”出项

目、围绕机制建设出动力、

围绕乡村治理出办法，在打造

环境有品质、产业有活力、风

貌有特质、发展有后劲的“四

有”特色小（城）镇上取得显著

成效。

2019 年，该镇全年接待

海内外游客291.16 万人次，

同比增长10.9%，实现旅游收

入 12.5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0.1%；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427亿元，同比增长9.8%；

实现财政预算收入 9596.14

万元，同比增长39%；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37元，

同比增长10.1%。

万灵镇被列入市级特色小
（城）镇之一，得益于厚重的文化传
承和灵动的水乡风光：秀美的濑溪
河贯穿全境；“大荣寨”是目前中国
西南地区少有的、保留完整的，且
由原住民居住的“汉寨”；缠丝拳、
万灵游艺、杀年猪、赛龙舟等10多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古镇传承至
今。

2010年，万灵古镇被评为“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2014年创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2015年被认定
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点，2016年被评为“全国美丽宜居

小镇”。
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进特色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的实施意见》，市级财政从
2017年起每年给予特色小（城）镇
建设3.5亿元左右专项补助，连续
补助5年，推动万灵开启了新一轮
的快速发展。

2017年以来，万灵镇结合自
身发展需要和特色小（城）镇培育
要求，围绕“加强规划引领，塑造空
间美”、“加强风貌整治，提升街区
美”、“完善城镇功能，满足生活
美”、“完善园林绿化，打造风景

美”、“完善人居环境，形成生态美”
5个方面积极申报建设项目，用好
用足市级特色小（城）镇专项补助
资金，实现了重大项目建设的历史
性突破。

2017年，万灵镇利用专项补
助资金，实施了大荣寨公园建设，
该项目占地 100.6 亩，投资 1000
万，既解决了“牛背坡”杂草丛生、

“脏乱差”问题，提升古镇形象，又
完善了场镇功能，为市民和游客提
供了休闲场所。该项目获得市建
委专家组一致好评，获评一等奖及
奖补资金200万元，用于场镇基础

设施建设。
2018年，万灵镇实施古镇沿

河街区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该项目
投资1000万元，对古镇核心区临
河面（太平门至场镇入口转盘建筑
背面）的风貌进行修复，对其环境
进行综合整治。沿河房屋及岩石
得到了排危加固，沿河片区污水管
网得到综合改造，杜绝了污水直排
濑溪河，沿河面脏乱差现象得到有
效解决。该项目也获得了一等奖
及奖补资金200万元。

2019年，万灵镇实施农贸市
场片区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该项目

投资10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
万灵镇农贸市场整治约2000平方
米，扩建农贸市场约6000平方米，
管网改造约3000米，新建垃圾中
转站一座，新建人工湿地一座。该
项目建成后：农贸市场片区“脏乱
差”现象得到根本改善，雨污管网
得到整治并发挥作用；增加市场容
纳能力，解决民生问题。

2020年，万灵镇实施高笋河
生态修复及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高笋河位于古镇河对面，该项目建
成后，将大幅提升高笋河自身净化
能力和水质，拓展古镇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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