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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巫山巫山

打造生态文化新高地
建设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巫山因山而名，因江而兴。近年
来，巫山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
断提升“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红
叶、四季云雨”的山水颜值，涵养“千
年古镇、万年文明”的文化气质，创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价
值，取得显著成绩。

今年上半年，巫山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94.82亿元，同比增长13.1%；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5.92亿元，同比增长
9.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5.6亿
元，同比增长40%；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12840 元 ，同 比 增 长
12.9%。

“十四五”时期，巫山将进一步对
标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高质量发
展重点任务，立足三峡库区腹心的地
理特征，筑牢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屏
障；借助渝东门户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全力助推渝东北川东北地区一体
化发展，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等建设；打好“三峡牌”、生
态康养等特色品牌，加快生态产业发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近年来，
巫山用好生态和人文资源，打造绿色发展
增长极，通过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加快建设
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区和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创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价值。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巫山坚
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落实好河长
制、林长制，多项并举把生态保护治理放在
首位。其中，在水环境综合治理方面，巫山
与三峡集团合作实施长江大保护项目，重

点流域长江、大宁河水质稳定保持Ⅱ类。
在林业资源保护方面，实施三峡库区生态
廊道巫山段林相改造及红叶景观建设项
目，全县成片红叶面积达20万亩；巫山县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2021年度规划投资
5000万元，目前已完成投资1200万元。

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兴则百业兴。巫
山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深化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打造2个5A级和一批
4A级、3A级精品景区集群，唱响“三峡恋城·
云雨巫山”旅游品牌。同时，加快推动巫峡·

神女景区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启动龙骨
坡巫山人·古人类遗址公园等一批旅游业态
建设。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1161.32万人
次，实现文化旅游综合收入48.58亿元。

壮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形成了
脆李、柑橘、中药材、核桃、烤烟、生态养殖
为主的“1+3+2”产业体系，构建起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协同
发展的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不断提升农
业产业品种、品质、品牌。其中，巫山脆李
销售3.56万余吨，销售额达3.7亿余元，中

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国脆李之乡的品
牌愈发响亮。

加快生态康养提速升温，按照“一带三
心三组团”规划布局，推进全国森林康养基
地试点建设，高水平打造巫山云雨生态康养
度假区。目前，上海亿丰、湖北国梁、大汉隆
城等5家招商企业康养项目正加速推进。

此外，巫山还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生态
工业，实施100亿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的
清洁能源项目，打造中医药产业园，开发脆
李酒、巫峡粉丝等系列特色产品。

发展水陆空铁联运
建设渝东综合交通枢纽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近年来，巫
山县坚持以大交通促进大开放、大开放引领
大发展，加快建设渝东门户综合交通枢纽，
促进互联互通，更好融入区域发展大格局。

“水陆空铁‘四式’联运是巫山立体交
通的重要拼图。”巫山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巫山地处渝东门户，是东向长江经济
带进入重庆的第一站，具有承东启西、通江
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打通对外“大动
脉”、畅通对内“毛细血管”、促进内外“血液
循环”，成为巫山打造渝东门户综合交通枢
纽的三个重要抓手。

2019 年 8 月 16 日，随着华夏航空
G52685次航班降落在巫山机场，结束了巫
山不通飞机的历史，架起了巫山与世界联
结的空中走廊。目前，巫山机场已开通巫
山至广州等地9条航线，正积极争取上海、
北京等地航线。

步入“云上交通”的巫山也即将迈入
“高铁时代”。目前，随着郑万高铁巫山段
全速推进建设，全线轨道铺设已经完成，正
在进行电网和栅栏网安装等工作，预计今
年12月上旬进行达标评定，12月底达到通
车条件。巫山还将结合郑万高铁建设进
度，高标准、高水平设计巫山早阳高铁站。

高速和水路建设也是打通“大动脉”的
重要环节。据介绍，今年以来，两巫高速巫
山至大昌段除龙井互通外其余土建工程全
部完成，两巫高速大昌至巫溪段正在开展
施工图设计，G6911安来线奉节至巫山段
高速加快建设，江南高速万州至巴东巫山

段已完成工程可行性招标，巫山至官渡高
速完成行业审查，“井”字形高速公路网逐
步形成。同时，借助长江黄金水道，加快推
进红石梁综合货运港、大溪综合货运物流
港、抱龙矿石专用货运港等综合货运港口
建设。

“如果说航空、高铁、高速、国道、水运
是立体交通的骨架、大动脉，那么农村公
路、城市环线、旅游道路则是编织内网的

‘毛细血管’。”巫山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巫山已经建成“四好农村路”3206
公里，累计建设农村公路5643公里；县城

“内环”“外环”建设加快推进，桂花北路、白
泉至马垭口基本完工，桂花大桥、平湖桥至
早阳高铁快速通道加快建设；加快8条旅
游大环线建设，建成旅游公路600公里，建
成景观公路550公里。

为了促进内外“血液循环”，巫山加快
提升内外交通互联程度、互通深度，完善客
运零距离换乘、货运无缝化衔接交通网
络。比如，巫山早阳高铁站将建设成为集
高速铁路、候机楼、长途客运站、公交首末
站、出租车停靠站等多种交通功能为一体，
实现多种交通方式无缝换乘。

日益完善的立体交通格局正使巫山由
全市交通末端逐渐升级为重庆向东开放

“桥头堡”。预计，到2025年，巫山将基本
建成渝东门户综合交通枢纽和“水陆空铁”
联运示范基地，实现“1小时相邻区市，2小
时重庆主城，4小时京津冀、长江三角世界
级城市群”的交通格局。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下庄位于巫山县小三峡的深处，整个
村子被“锁”在由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巨大“天
坑”之中。一条耗时7年、在悬崖绝壁上

“啃”出来的8公里“天路”，打开了锁链，让
下庄驶入振兴之路，下庄人走上致富之路。

下庄因路而名，因路而兴。下庄精神
也正是巫山打赢脱贫攻坚战、助推乡村振
兴的一个典型。据介绍，巫山坚持党建工
作引领乡村振兴，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
通过示范带动、串点连线成片，全面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探索创新乡村治理模式，着力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中作出巫山经验和亮点。

目前，全县 24个乡镇、323个村（社
区）按照先行示范、重点帮扶、积极推进类
别推动乡村五大振兴。在积极发挥示范带
动效应方面，巫山按照“一年一变样、两年
大变样、三年见成效”工作目标，加快建设
四大特色产业发展片区：下庄片区围绕乡
村旅游、乡村治理、农村改革、乡风文明，打
造“天路下庄·生态原乡”；小三峡片区围绕
柑橘产业、大宁河流域生态保护，打造“宁
湖橘海·生态湿地”；摩天岭片区围绕脆李
产业、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农旅融合、生态
康养发展，打造“花果之乡·云端走廊”；神
女峰片区围绕大景区大旅游，打造“神女故
里·诗意峡江”，以特色产业发展片区示范

带动全县乡村全面振兴。
为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巫山全面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
改善、农村垃圾综合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等工作，预计投入衔接资金32569万元，
安排项目216个。截至目前，项目已开工
216个，完工98个；摸排享受财政补助户厕
24789户，发现问题154个，现已全部整改
到位。

在探索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方面，巫山
充分发展“1+4+1”乡村治理体系，推广“积
分制”“清单制”“道德红黑榜”“孝善基金”

“公共治理空间”等典型经验。同时，建立
完善三级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
务”。目前，已经建成县级政务服务中心1
个、乡镇（街道）公共服务中心26个、村（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340个。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既是巫山县乡村振
兴的未来展望，也是所有巫山人的实干
指南。”巫山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上半年，全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7518元，增幅14.2%，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
升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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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发展同频共振
五里坡将带来更多生态红利

今年6月，一条重庆境内发现捕虫植物
的视频新闻引发网络关注，视频的拍摄地点
在五里坡保护区内。今年7月，在第44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
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

五里坡的“出圈”正是缘于对古老珍稀植
物的完好保存。据介绍，五里坡保护区位于
巫山县东北部，早在2013年已经被国务院批
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有3000公顷原
始森林、近300公顷原生性亚高山草甸、26.6
公顷的穗花杉群落，成为我国西南地区不可
多得的天然生物物种基因库。

近年来，巫山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让保护与发展共振，不断把生态
资源转化为生态红利。“我们将坚持优先保
护、严格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统筹推进保
护与利用协调发展，积极探索和实施五里坡

‘世遗’品牌利用途径。”巫山县林业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基础上，计
划在遗产地周边发展一批生态旅游、生态康
养基地，打造观光、探险、研学、科考旅游线
路，开发旅游产品，让五里坡这张“绿色名
片”为当地群众带来更多生态红利。同时，
积极融入巫山全域旅游新格局，为巫山旅游
业注入新活力。

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