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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56年6月10日，一场
6.25级、烈度为8°的地震，造就
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地震遗址
——小南海。这处融山、水、岛、
峡等风光的高山淡水堰塞湖泊，
在后世被称为“人间仙境”“深山
明珠”。

旖旎的自然风光，为小南海
吸引了无数游客。多年前，这里
便自发形成景区。进入21世纪，
小南海景区发展突飞猛进，于
2006年成为渝东南首个4A级景
区。2017年，景区门票、船票收入
超过4000万元。

跻身“4A级”后，小南海景区
便锁定了“5A级”创建目标。“十
二五”时期，小南海景区“5A级”
创建工作，一度被视作黔江旅游
发展的重中之重加以推进。

2016年，在渝召开的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长江治理
开出了治本良方，提出要“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

“5A级”为中国旅游景区最
高等级，对涉及安全、交通、游览、
购物乃至通信的“硬环境”限定了
很高的准入标准。对于以自然风
光见长的小南海而言，大兴土木
创建“5A级”，将无可避免对生态
环境造成影响。

不仅如此，作为市级自然保
护区和黔江人共享的饮用水源
地，既有旅游开发已对小南海带

来了较大的生态影响。尤其是湖
面上的游船和周边农家乐带来的
污染，逼近小南海生态承载力极
限，威胁黔江25万人共享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大
局之下，黔江人以壮士断腕的魄
力，于2018年5月15日正式宣布
关闭小南海景区。引领“旅游大
区”发展战略的“5A级”创建重
任，转由以人文风情见长的濯水
古镇承担。

生态兴，则城乡兴。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是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必要条件。
果断关闭小南海景区为生态保护
让路，正是黔江践行“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的生动范例。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工作
座谈会后，黔江深入贯彻“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释
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

色中国·杰出绿色生态城市、中国
森林氧吧等生态品牌效应，在渝
东南牢牢筑起一道重要的生态屏
障。

全区严格落实河长制、湖长
制、林长制，确保阿蓬江断面水质
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森林覆盖
率达65%、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保持 350 天以上。学好用好

“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因
地制宜探索发展气候经济、山上
经济、水中经济、林下经济，推动

企业、产业、园区绿色化转型，深
化生态资源跨区域共享扩大生态
收益，既为环境减负，又给生态增
值。

同时，全区深化“五大环保
行动”，严守“三条控制线”，实行
最严格的生态环保制度，对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巩固
发展连续14年未发生较大以上
环境污染事故成果，确保生态环
境质量公众满意度保持在全市
前列。

黔江地处武陵山腹地，拥有
“一江穿城、一峡连城，江峡相拥、
城景一体”的独特景致，素有“峡
谷之城”美誉。

去年底，市委赋予黔江“中国
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新定位。如
何在全新定位下深化城乡互动，
共筑“峡谷城”，成为黔江必答的
时代命题。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黔江
城市大峡谷景区迎来又一波旅游
高峰。打卡123米的巨幅摩崖观
音像和悬空玻璃栈道，将“城峡一
体”的壮观景象收入手机相册，成
为不少游客黔江之行的首选。

城市大峡谷景区位于黔江主
城、正阳和舟白新城三大城市组
团核心的酉阳山、插旗山之间，峡
谷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横跨7个
地质年代，长达10公里，峡谷垂直
落差500米，融山、洞、峡、瀑布、
湿地、森林、地质奇观、佛教文化、
土家风情于一体。

当前的黔江，正紧扣“中国峡
谷城·武陵会客厅”定位，依托“城
在峡谷中、峡谷在城中”的独占性
景观，梯次实施城市大峡谷二期、
正阳圣境森林康养小镇等重点项
目，分步推动“峡谷景区—文体产
业园—高铁片区”带状区域发展，

加快重构“一带两槽三核六片区”
的城市空间格局。同时，持续擦
亮国家卫生区、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示范区、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
等城市品牌，力争到2025年，让
城市规模实现“双30”目标。

“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
样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
中，需要更加注重城市与乡村相
互辉映、相得益彰！”黔江区委主
要负责人说。

国庆的濯水古镇，热闹程度
丝毫不逊于城市大峡谷。这座集
土家吊脚楼群落、水运码头、商贸
集镇于一体的千年古镇，2014年

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6
年列入全国首批“中国特色小
镇”，去年底跻身国家5A级景区，
成为引领黔江文旅融合发展的

“火车头”。
登临极具土家特色的风雨廊

桥纵览千年古镇风情，乘坐快艇
畅游悠悠阿蓬江感受“武陵水乡”
魅力，走街串巷品尝鸡杂、绿豆
粉、马打滚等地道黔江美食……
游客们纷纷感叹“到濯水，不虚此
行！”

和濯水一样的特色小镇，在
黔江还有不少。深化城乡互动，
黔江坚持把城镇融入到山水之

中，用好土家吊脚楼、民居建筑
群、风雨廊桥等民族元素，建设
一批具有山地风光、民族风情、
地方风物的特色小镇，围绕“一
乡一品”打造蚕桑、辣椒、脆红李
等产业小镇，最大限度保留田园
风光、乡村风貌和保护传统村
落、历史文化名村，打造一批民
族风情浓郁的特色村寨，以树立
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为己任，高标
准打造“一强二美三新”幸福大
美乡村。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
人们更向往”的目标，与黔江渐行
渐近。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
源泉，对于城市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同时，产业振兴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
础和关键。

黔江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推动工业“往
外延”、农业“两头连”、服务业“走高端”。

8月18日，重庆中烟黔江卷烟厂易
地技术改造项目开工仪式在黔江新城举
行。一座立足黔江、辐射全国的百亿级
现代化大型企业即将崛起。

黔江卷烟厂易地技改项目总投资
14.95亿元，新建总建筑面积9.6万平方
米，项目土建及公用配套设施规模为40
万箱/年，工艺设备产能为30万箱/年，配
置综合生产能力4500千克/小时的制丝
生产线，建设生产物流系统和配套建设
系统。项目到2022年底全面建成，锁定
年生产能力40万箱，产值120亿元、税利
100亿元目标。

黔江卷烟厂新址所在的正阳工业园
区，是黔江“工业强区”的主阵地，也是渝
东南首个百亿级特色工业园区。

黔江深耕正阳工业园区，聚焦卷烟
及配套、新材料、消费品工业3个百亿级
产业构建全产业链，建设风电、水电、光
伏、垃圾焚烧发电清洁能源发展示范
带。“十四五”时期，规上工业增加值将达
到年均增长8%左右。

10月29日，市政府正式批复设立重
庆黔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标志着渝东
南首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落户黔江，也
意味着黔江区历经3年奋斗终于圆梦。

依托优势产业集群，正阳工业园区将
力争在“十四五”成功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一根根细细的蚕丝，将远在10多公
里外的金溪镇与正阳工业园区紧紧联系
在了一起。

在金溪镇小蚕智能化共育工厂，一
张张蚕盘整齐地堆放在温度、湿度、空气
流通可控的车间内。这里严格按照每龄
温度湿度标准饲养小蚕，比普通小蚕共育
增长了10%到15%的蚕头数，相当于增加
了10%到15%的产茧量。金溪镇出产的
优质蚕茧，将成为正阳工业园区乃至整个
武陵山区众多丝绸企业的优质原料。

黔江山地特征明显，全区大力发展
山地特色效益农业，加快推进全国最大
无抗生猪基地建设，做强做优茧丝绸全
产业链，深化特色农产品加工，持续打响

“中国蚕桑之乡”“中国猕猴桃之乡”“中
国脆红李之乡”等品牌。到2025年，黔

江将建成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0月的一场降雨后，海拔1400多米

的白土乡三塘盖雾气升腾，云海泛波，宛
若仙境。三塘盖气候温润，高山与峡谷
并存，是黔江观云海的最佳地点之一。

去年5月启动建设的黔江三塘盖国
际旅游康养度假区项目，是黔江迄今以
来投资规模最大、建设体量最大的文旅
康养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120亿元，建
设周期约8年。

当前，黔江正全力打造濯水景区、
城市大峡谷景区、三塘盖国际康养旅游
度假区“三驾马车”，壮大“1个5A+7个
4A”精品景区方阵，建设武陵山旅游集
散中心，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力
争2025年旅游增加值占全区GDP12%
以上。

文化，是人们记忆和情感的载体。
文态保护与生态保护一样重要，是一个
城市、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
环。

“虽有青山吟唱林涛，你却向往武陵
山巍峨挺拔。虽有碧水映照蓝天，你却向
往长江奔腾激荡。虽有岁月悠远绵长，你
却向往阿蓬江奔向远方。虽有后河戏古
韵悠扬，你却向往豪情澎湃时代交响。
啊，我的濯水，你是我爱不够的家乡……”

原创大型民族歌舞诗剧《濯水谣》，
取材于武陵山地区土家族、苗族的风土
人情。结合黔江小南海地震遗址、风雨
廊桥、濯水古镇、古盐道、阿蓬江、武陵
山等自然景观和当地历史文化、民俗风
情、祭祀活动等文化元素。以民间歌舞
为表现形式，融合“天理良心”为核心内
容的濯水“濯心文化”，南溪号子、摆手
舞、黔江鸡杂、西兰卡普、抬石号子等24
项国家级、市级“非遗”和原生态民俗文
化“哭嫁、赶年、摸秋、赛龙舟”等习俗。

该剧以苗族姑娘和山里汉子的恋
情为主线，把故事背景放在“三月三”

“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正月正”
等具有浓郁民俗色彩的节日，将黔江钟
灵毓秀的山水、古朴神秘的民族风情、
如诗如画的歌舞融为一体。

黔江是国家级土家族苗族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沉淀着1800多年的“丹

兴”古韵。凭借全国首家土家民俗博物
馆、重庆唯一民族博物馆和民族歌舞团
等独特优势，黔江把中国原生民歌节、
原创大型民族歌舞诗剧《濯水谣》等“三
节一赛一会一剧”打造成全国知名文旅
品牌，让“土家第一寨、千年民俗情、武
陵文化行”成为打卡黔江新时尚。

黔江不仅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还有
厚重的红色文化。

今年7月，川渝妇联、文旅委（厅）联
手推出“永远跟党走——川渝亲子红色
之旅30条线路”。位于黔江冯家街道的
万涛故居，成为其中的旅游点之一。

出生在黔江的万涛是湘鄂西革命
武装和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历任中共湘
鄂西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湘鄂西
特委委员、红四军第二路党代表、湘鄂
西中央分局军委委员、红三军政委、湘
鄂西省委委员和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
等职，1932年牺牲。

黔江深度挖掘全国一类革命老区、
红三军入渝首站、万涛故居等本地红色
文化资源，推动水市红军树、濯水红军
渡、老城红军广场等红色景点“串珠连
线”，让“红色基因”赓续相传。

此外，黔江还立足首批全国脱贫攻
坚交流基地的经历，讲好“黔江故事”，让
新时代“黔江精神”绽放光芒，进一步提
升文化旅游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今年重阳节
期间，渝湘高铁黔江段马家坝特大桥工
地机器轰鸣，人头攒动。建设者们挥汗
如雨加紧施工，力保工程如期推进。“渝
湘高铁贯通后，通过铁路从主城到黔江，
将由原来的4小时缩短到40分钟！”黔江
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说。

渝湘高铁重庆主城至黔江段全长
269.52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国
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八纵八横”高铁
网中“厦渝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地区、海西
城市群间高速客运交流的通道，也是黔
江“4高6铁”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渝湘高铁重庆主城至黔江段2018年11
月开建，预计2025年通车。

“十四五”是黔江加快建成渝东南区
域中心城市，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开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时期。

今年，黔江加快“4高6铁”铁路网、
“1环8射”高速公路网、20条以上航线网
等交通建设，朝着打造“武陵山区综合交
通枢纽”的目标全力冲刺。

教育和医疗也是民生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交通大发展为基础，黔江立足渝
东南唯一的2所高职院校、3所市级重点
中学等教育资源，建设渝东南教育中
心。同时，完善渝东南唯一的“三甲”医
院、全市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等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吸引更多毗邻地区和辖区
乡镇人口转移落户。

黔江的目标是，力争2025年外来就学、

就医、消费分别占比25%、35%、40%以上。
宜居的黔江，必然是文明的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是目前城市品牌中

含金量最高、创建难度最大的一个，是
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
称号。

自2018年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以来，黔江紧紧围绕“创建为民、创建
靠民、创建惠民”的宗旨，突出“清新宜
居·文明黔江”主题，苦干实干、奋勇争
先，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推出了多项举
措并大力落实推进，城市变得越发整洁

有序、清新宜居。
除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外，黔江

还深化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
所，常态化开展“十个一”创建活动，让广
大群众共建共享文明生活。统筹发展和
安全，深化“枫桥经验”，实践“十项行
动”，坚持“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确保公
众安全感指数持续保持全市前列，力争
三夺“长安杯”。

厚植生态本底 共绘“山水画”

深化城乡互动 共筑“峡谷城”

壮大产业集群 共建“康庄路”

注重文化传承 共续“民族风”

坚持以人为本 共享“宜居地”

去年9月召开的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工作座谈会提出，推动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发展，要走生态优先型高质量发展路子，要走城乡互动型高质量发展路子，要

走文旅融合型高质量发展路子，要走区域协同型高质量发展路子。

作为国家市级定位的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黔江区深入贯彻落实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工作座谈会精神，统筹抓好城市提升和乡村振兴，绘生态“山水画”、筑大

美“峡谷城”、建共富“康庄道”、续精彩“民族风”、享幸福“宜居地”，以此为统揽，加快建设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山地特色城镇群，高水平打造“中国峡谷城·武陵会

客厅”，奋力书写“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黔江篇章”。

黔江织锦 濯水鹊桥会

蚕桑产业已成为黔江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神龙峡神龙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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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黔江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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