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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线路推荐》》

武陵风光
乌江画廊（涪陵段风光）——三门

峡、荔枝峡、白芨峡——武陵山大裂谷
（奇绝壮美的自然奇迹）——武陵山国
家森林公园（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
泉）——大木花谷·林下花园（被称为

“中国的普罗旺斯”）

乡愁密码
1、蔺市古镇（千年“君子镇”的历史

底蕴）——美心红酒小镇（创意十足的
主题旅游度假区）——万松里石磨纪
（现代人的心安归处）——古今花海、农
耕博物馆（四季都可观赏花卉）——陈
万宝庄园（原四川省三大优秀民居之
一）

2、涪陵国家现代农业园——泰升
农业园——南沱镇睦和村四季果蔬采
摘（优质龙眼之乡、三峡移民重镇）——
红星渡槽（经历几十年风雨洗礼的史
迹）

红色脊梁
816工程（新中国的绝密级军事工

程）——816 小 镇（三 线 军 工 时 代 印
记）——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烈士陵
园（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刘
伯承护国之役纪念馆——戈阳农民运
动讲习所旧址——李蔚如故里（李蔚如
旧居、四镇乡农民运动纪念馆）

人文涪地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4A 级旅游景

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入江底
的博物馆）——滨江文化艺术街区（城
市建筑地标）——涪陵区博物馆——北
山公园（城市观景阳台）——点易园（理
学家程颐点易入理之地）——涪陵白塔
（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白鹤森
林公园（城市绿肺）——沙溪温泉（复合
型优质医疗热矿泉）

工业旅游
涪陵工业园区——太极集团有

限 公 司 —— 凯 高 玩 具（重 庆）有 限
公 司 —— 华 晨 鑫 源 重 庆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 重 庆 市 涪 陵 榨 菜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石 化 重 庆 涪 陵
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近年来，涪陵区下大力气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

就，让两江福地、神奇涪陵焕发出新

的持久魅力。

新时代、新挑战。积极抢抓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机遇，涪陵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

目标、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文化强

区、旅游强区建设步伐，以实际行动和

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文旅融合实现共赢
涪
陵

链接》》

文旅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5月18日下午，“文旅产业助力涪
陵乡村振兴”现场研讨会在涪陵大木
乡林下花园举行。来自文旅领域的专
家学者和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涪
陵文旅发展的现状、规划和发展献言
建策。

据了解，此次现场研讨会，是第二
届重庆涪陵绣球花节的子活动之一，
其目的也是为了给涪陵旅游“十四五”
时期的转型升级谋新章、布新局，进一
步加快推动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助力
乡村振兴实现新提升，做好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据悉，近年来，涪陵全面贯彻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在文化旅游体
育系统方面展开生动实践，振兴之变
由表及里、日新月异。

2020年，涪陵区开展了“美丽涪
陵乡村行·文旅体育助脱贫”“十个一”
专项扶贫攻坚行动，设立涪陵区文旅
行业“消费扶贫展销中心”，培育5户
扶贫农庄和10个旅游商品，帮助8个
贫困村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器材、新增
健身步道30余公里，开展80余场送
文化演出进贫困村，打造国家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1个、市级乡村旅游重点
村1个、乡村旅游A级景区3个，推出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5条，创作歌曲《逐
梦乡村去扶贫》等10余个展现脱贫攻
坚成果的文艺作品，完成重点扶贫村
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新改建旅游厕所
16座、方坪村茶旅融合精准扶贫项目
建设，带动贫困户实现增收257.5万
元。

浓墨重彩树丰碑
红色文化代代传

初夏，和煦的阳光洒在涪陵区罗云
乡的鸡石尖山顶，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
队誓师大会遗址在时光的冲刷下显得
历久弥新。抚摸斑驳的石碑，环顾周边
崇山峻岭，耳畔仿佛又响起当年响亮的
呐喊声……

1928年6月17日，罗云的赶场天，
中午时分，随着文昌宫3声枪响，罗云

“土地会”起义爆发。
1930年春，由涪陵罗云坝地区农

民武装和涪陵驻军起义官兵组成的四
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川东特委书记
李鸣柯的领导下成立。

1930年4月23日下午，还在坨田
进行政治宣传的二路红军遭到白涛区
团总杨德铨的偷袭。在敌人疯狂的围
剿下，二路红军所剩无几。那些战斗中
英勇牺牲的慷慨悲歌之士，现在就长眠
在涪陵的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烈士
陵园。

“李鸣珂、钟善辅等一大批革命志士
浴血牺牲，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为党积
累了武装斗争经验，传播了革命火种，对
四川省内外的革命形势产生了重要影
响。”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有关负责人说，
紧跟党走、不畏牺牲、自觉奉献、服务人民
——这种精神，一直在涪陵延续，红色基
因长盛不衰。

“红色文化是涪陵历史文化中浓墨重
彩的一笔，也是如今涪陵文旅融合发展中
重要的一章。”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直以来，涪陵区高度重视红色文
化相关资源保护工作，现有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12处16个点。包括李蔚如旧
居、816工程遗址、弋阳农民运动讲习
所旧址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四川
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烈士陵园、郑光宗烈
士墓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钟善辅
故居、文昌宫遗址等文物点5处。

今年，涪陵区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去红色景点体验红
色文化，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2021年第一季度，涪陵区革命文
物遗址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其
中816工程6.6万人次、罗云乡2.9万人
次、大顺乡2万人次、涪陵烈士陵园接
待约5万人次。

依托特色塑品牌
顺势而为造精品

1967年，涪陵深山中进入了一支
神秘的工程兵队伍，他们身上肩负着绝
密任务，数十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
2002 年，这一隐藏在涪陵的“816 工

程”才正式向世界公布。
作为从未启用的核燃料生产基地，

整个816工程是世界上已解密的最大
人工洞体建筑群。2010年，816工程
首次作为景点向游客部分开放。

2016 年，涪陵区政府对“816 工
程”进行全封闭升级后，再次对外开放，
得到了社会各界来访者的广泛好评。

今年，针对“816工程”，涪陵区正
在实施又一次提档升级，包含景前区道
路改造、新建游客接待中心、修缮施工
部队营区、进洞区、纪念体验区等建设
内容，预计将于8月底前完工投用。同
时，将于7月份，在洞体内推出沉浸式
情景剧等更多综合性体验项目，为游客
提供更多、更好的游览体验。

升级改造后，游客可进一步深入了
解这一“三线建设”时期最具代表性的
国防工程，感悟中华民族坚强卓绝、不
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与此同时，以原816工程的堆工机
械加工厂遗址改造而成的“816小镇”
一期已经开放，作为集军工文化体验、
文旅文创、乡村振兴和自然生态于一体
的文创综合体，816小镇挖掘当地历
史，将带领游客进入富有时代回忆和生
命力的精神原乡。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我们深耕涪陵厚重文化，寻求文
化元素载体化，力求将文化做深做活，
用产业做支撑，打造可持续的文旅产
品。”据涪陵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当地
独特文化为基石，涪陵顺势而为打造独
具特色的文旅融合项目。

如程朱理学的发祥地之一——点易
园，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程颐凿洞
静居、点注易经之地，涪陵区在保护文物
古迹的同时，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加以更
新。以易理文化为载体，北京伟光汇通
倾力打造的爻里小镇一期建设正如火如
荼，将于今年底竣工与游客见面。

如今，涪陵区文旅融合发展有序、
成效初显，对全区70处文物保护单位
划定了“两线”实施依法保护，正在推进
邱家榨菜作坊、陈万宝庄园正厅、文峰
塔、周煌墓等8个文物维修项目，文物
修缮与活化利用同步规划实施；小田溪
巴王陵遗址公园完成立项、可研和巴王
陵博物馆设计工作。

此外，涪陵区坚持不懈推进白鹤梁
题刻申遗工作；“涪陵传统泡菜制作技
艺”等20项非遗成功列入第四批区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涪陵辣妹子集团
有限公司等3个市级非遗项目保护单
位被列入第一批市非遗传习所名单。

山水福地融文化
继往开来谱新篇

涪陵之“涪”，泛指水流壮阔，长江、
乌江在此交汇，长江水面陡然大开；涪
陵之“陵”，寓意山丘连绵、富足之地，还
蕴含向上攀升、蒸蒸日上之意。

涪陵是一方山水福地。以“世界榨
菜之乡”、“水下碑林”白鹤梁、“巴国故
都”和理学圣地而闻名，榨菜文化、白鹤
梁题刻文化、巴枳文化、易理文化等历
史人文底蕴深厚。坐拥两江画卷，承袭
千年文脉，这座山水之城、文化之城、神
奇之城，正展现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
自然与人文共辉映的蓬勃生机。

“十三五”时期，涪陵区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中，锐意进取、开
拓创新，全面完成了“十三五”目标任
务。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开启之年、‘十四五’开局之年。”涪
陵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标对表党中
央、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
涪陵将以更加坚定的政治担当和责任
担当，实干担当，开拓奋进，推进全区文
化旅游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涪陵将围绕共建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积极
融入长江三峡黄金旅游核心带、乌江画
廊旅游示范带，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实施景区提质工程，以“一谷（武陵
山大裂谷）、一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一洞（816工程）、两镇（美心红酒小镇、
816小镇）”为核心，推出更具吸引力的
精品旅游项目；推动816工程与816小
镇联动发展，打造国内承载弘扬“三线
文化”的标杆；将美心集团“农旅+智慧
综合体服务区”项目打造成“文旅+农
业+休闲+娱乐”的综合性精品项目；力
争成功创建武陵山大裂谷5A级景区、
市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另一方面，围绕“一区两群”协调发
展，不断释放文旅产业新活力。着力提
升服务供给、服务品质、宣传推介，形成
文旅产品集聚地、消费池，加快成为主
城都市区带动辐射渝东南“大武陵”、渝
东北“大三峡”的桥头堡。以夜间消费、
时尚消费、体验消费为突破点，打造更
多文化旅游消费新产品，加快建设武陵
山旅游度假区、北山国际文旅康养度假
区、爻里文旅小镇、五桂堂街区、滨江文
旅街区等文旅消费集聚区。

“展望未来，涪陵有基础、有条件、
有信心在区域发展大格局中展现更大
担当、实现更大作为。”涪陵区相关负
责人说，涪陵将深刻把握新时代文旅
体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新机遇，提
高站位、砥砺奋进，推动文旅体工作再
上新台阶。

赵童 詹米璐 刘玉珮

图片由涪陵区文旅委提供

数说》》

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区、全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全
国首批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
重点推进城市等国家级荣誉20
余项。

2020年，涪陵区文化产业增
加值较2015年增长37.2%，旅
游 总 收 入 较 2015 年 增 长
307.1%。

截至 2020 年 12 月，涪陵拥
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
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6
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54

项；市级非遗传承教育基地 4
个、市级非遗生产性示范传承
基地 5个；建成非遗实物陈列
馆 2个、市级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2个。

全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口比例 50.06%，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1.8平方米。

今年 1 月—4 月，涪陵区接
待境内外游客626.36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52.99亿元，按可
比 口 径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1.95%、37.56%。

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

武陵山大裂谷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816816小镇小镇

大木花谷·林下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