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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高质量发展·武隆

“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抢抓全市‘一
区两群’协调发展机遇对于武隆未来的发展
意义重大。”武隆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武隆将积极融入重庆主城都市区发展格
局，立足联动涪陵、南川建设主城都市区面向
渝东南和黔北地区的经济走廊。

联合南川区加快打造市级跨区域一体化
平台成为武隆加快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一
步。据介绍，通过积极开展“南川武隆毗邻地区
协同发展”前期工作，武隆已经联合南川区启动
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两区共同组织赴南川水江
镇、山王坪镇、骑龙镇、中桥乡4个乡镇和武隆
凤来镇、庙垭乡、平桥镇、鸭江镇、和顺镇、大洞
河乡、白云乡7个乡镇实地考察调研，深入了解
协同发展规划区域内生态、产业、人口等基本情
况。目前，“南川武隆毗邻地区协同发展”规划
已形成初稿，正进一步修改完善。同时，武隆南
川协调联动工作机制正在加快建立。

今年6月20日，投资60万元的付家大湾
5G基站竣工投运。该基站位于凤来新城5公

里核心区内。凤来新城地处武隆西部，南临南
川，北接涪陵，距两江新区仅50公里左右，是
武隆乃至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黔北地区快
速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联结点，具
有延伸重庆主城都市区乃至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辐射带动功能，促进渝东南城镇群及黔北
等地区区域协调发展的独特优势。

“凤来新城不仅要建成‘武隆南川’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还要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武隆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预计到2025年，“武隆南川”一体化协同
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凤来新城建设也将初具
形态。目前，凤来新城总体发展规划和产业
发展规划已经形成初步成果，策划储备“十四
五”及中长期重点项目共97个、估算投资约
725亿元，储备和在谈的招商项目40余个，计
划投资金额100多亿元。

在强化与主城都市区协同发展方面，武
隆携手南川、涪陵建立了高层互访、联席会
议、定期协商、信息通报等协同对接机制，成
立“一区两群”对口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了部门协调联系机制。同时，武隆积极
与两江新区开展全新合作，双方于今年7月
正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围绕重大战
略、重点产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招商引资
等方面加强合作、联动发展。

今年8月，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项
目正式开工。据介绍，项目起于平桥镇南侧
G69南涪高速公路岩口隧道，终点与南两高
速相接，路线全长约37.18公里，建设工期4
年，总投资约66.77亿元。

截至目前，项目施工有序推进，平桥隧道
进口便道完成65%，K2+955涵洞完成基坑
开挖60%；雪峰山隧道进口便道完成50%。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促进武隆平桥、凤
来工业园承接产业转移，加强武隆、南川、涪
陵三地经济联动。

赵童 刘茂娇 董韬
图片除署名外由武隆区委宣传部提供

“产在城中、城在景中、景在产中”。
今年以来，武隆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
精致旅游城市，加快建设产城景融合发展
先行区、主城都市区“后花园”，不断提升
城市品质，推动乡村发展，促进城乡共美。

目前，随着乌江南路商业步行街、左
岸堤防等建成投用，城区游客集散中心
主体完工，武隆产城景融合发展不断加
速。其中，在推动城市景区化方面，武隆
提出打造精而美的城市门户。武隆区住
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推动
白杨坪老旧小区改造、构筑山地步道公
园等方式，武隆计划将渝怀复线武隆站、
喀斯特文化休闲中心、体育馆等连片打
造为地标性文旅街区和城市“会客厅”。

在推动乡村发展方面，武隆紧扣“五个
振兴”，抓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包括以乡村旅游为引擎推
动产业振兴、以“三农”队伍为支撑推动人

才振兴、以环境整治为依托推动生态振兴、
以乡村文明为牵引推动文化振兴、以党建
引领为抓手推动组织振兴。

“全区10万余名农民靠旅游吃饭。”
武隆区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上半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和综合收入
分别增长 28.91%、30.75%。乡村环境整
治则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障。据介绍，武隆通过加强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力度，大力开展农业农村污染防
治试点示范，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比例达
到 67%。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已经实
现行政村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疗100%、
村民小组收运覆盖率100%。

“通过产城景融合来统筹城乡协同
发展，不断推动乡村振兴、城乡共美建
设，让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
一起奔向共同富裕之路。”武隆区乡村振
兴局相关负责人说。

武隆区地处渝东南乌江下游，是承接重庆主城都市区、联通黔北的重要联结点。从“穷乡僻壤”到“人间仙境”，生态成为武隆最大的资源和财富。

“始终把‘两山’理论牢记于心，共同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武隆。”武隆区负责人说。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武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抢抓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机遇，强力实施“生态优先、旅游引领、三产融合、强区

富民”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成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两山”实践创新示范区、产城景融合发展先行区。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为8.9%，其中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为10.3%；接待游客综合收入达137.04亿元，增长17%。

近年来，武隆坚定绿色创新发展理念，切
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化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加快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积极推进生态工业集群发展，取得显著
成绩。

今年前三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
现32.72亿元，增速5.4%；一产业增加值实现
19.02亿元，增速4.3%。目前，武隆多元发展
桑产业，壮大生态畜牧、高山果蔬、高山茶叶等
优势主导产业，巩固烤烟、生态渔业等传统产
业，发展羊肉、番茄、竹笋、脆桃等农产品精深
加工业，创建“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示范区。

为了进一步培育农村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名特优新农产品，武隆持续推动农业科技创
新，并把科研平台建设作为重要抓手。今年1
月，武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入选为第九批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据介绍，武隆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项目建设总面积13万亩，目前项目区有蔬
菜龙头企业、蔬菜专业合作社、蔬菜种植场和
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559家，涵盖蔬菜种
子种苗、设施设备等多个行业和领域，是武隆
区蔬菜产业链发展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
的重要支持。此外，武隆还与重庆市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合作建立了武隆高山水果基地科技
服务试验站；与中茶所、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等
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

在打造农业品牌方面，武隆今年以来大力
发展“三品一标”。其中，新认证重庆市名牌农
产品5个，新申报了武隆老鹰茶、武隆凤羽鸡
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区有效期内的“三品一标”
农产品达到232个，认证总产量达到22.5万
吨。据武隆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预

计到2023年，武隆将建成“全国有机农产品基
地”示范区，到2025年全区认证“三品一标”农
产品总量将稳定在25万吨以上。

“要实现绿色发展，关键是要构建绿色产
业体系，发展生态工业产业。”武隆区工业园区
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武隆坚持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加快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着力发
展打造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绿色建材、旅游
装备等生态工业产业集群，推进产业集聚化、
集群化发展。

近期，150台“武隆造”新能源汽车即将发
往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海外市场，生产企业正是
早在2012年便落户武隆工业园区的重庆穗通
新能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近年来，该公司在
区政府支持下加快转型升级，目前已经完成年
产2000台新能源商务车生产线技改升级，在打

开国内市场的同时成功开辟出海外市场，为整
个园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武隆还依托丰富的水能、风能、页岩气等自
然资源，持续壮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加快打造
全市清洁能源基地。其中，在合理开发水资源
和风力资源方面,武隆持续加快推进白马航电
枢纽工程、四眼坪风电二期、四眼坪风电改建等
清洁能源项目建设，预计到2028年全区水电项
目总装机达187.189万千瓦，到2021年底风电
项目总装机达14.895万千瓦。同时，加快页岩
气勘探开发，力争到2025年建成产能45亿立
方米/年、产量36亿立方米/年、页岩气产值54
亿元/年。今年以来，园区还签约了协议投资达
到5.5亿元的重庆武隆页岩气新能源综合产业
园项目、协议投资达到2.1亿元的钻井岩屑资源
化利用（10万吨／年）项目。

武隆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生态博物馆”，
是全国首批生态文明示范区县之一，获得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
荣誉，也是全国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4块金字招牌
的地区之一。截至目前，现有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1个、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4个，
储备羊角古镇、天池苗寨等多个具备A级景
区标准的景区景点。

今年以来，武隆区紧扣重庆市“国际知名
文化旅游目的地”和渝东南国家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深入落实《加

快推进武隆旅游国际化的实施意见》，全面推
进以国际化为引领的武隆旅游“三次创业”，推
动一二三产业主动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向旅游国际化升级，加快建
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渝东南旅游集散中
心。

今年1-9月，全区接待游客3154.79万人
次、综合收入137.04亿元，分别增长16.5%、
17%。“通过引进文旅重大项目建设来支撑文
旅融合发展，实现产品升级。”武隆区文化旅游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懒坝艺术度假区（一
期）、博象美术馆、归原小镇（一期）、仙女山·树
顶漫步（一期）等一批新兴文旅项目投入运营。

在推动乡村旅游方面，近年来武隆精心推
出避暑康养游等5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串联
全区街镇乡，成功打造天池苗寨、复兴田园、呐
溪原乡、大田湿地人家等50余个乡村旅游示
范村（点），后坪乡文凤村、仙女山街道荆竹村、
芙蓉街道堰塘村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为了进一步加快旅游国际化步伐，武隆区
提出了推进旅游国际化“五大工程”。其中，在
基础设施工程方面，主要包括仙女山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轨道示范带、仙女山旅游度假区、白
马山旅游度假区国际化交通旅游枢纽站等16
个项目；在景区品质工程方面，主要包括天下
鹊桥景区等19个项目；在公共服务工程方面，

主要包括乌江博物馆（非遗展馆）陈列布展等
15个项目；在业态提升工程方面，主要包括仙
女山温泉休闲康养项目、房车露营基地等22
个项目；在产业培育工程方面，主要包括通用
航空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等10个项目。

“从2021年起到2035年，通过以上82个
重点项目建设，发挥‘点上发力、以点带面’的
效果，全方位提升旅游经济质量效益，全力打
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努力将武隆打造成为
全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西部国际交往
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武隆区文化旅游
委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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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城景融合 促进城乡共美

生态共享 坚定绿色创新发展理念

文旅共进 唱响旅游“三次创业”主旋律

区域共赢 打造跨区域平台 联动主城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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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造新能源汽车发往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 摄/代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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