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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绿前行筑城美
春风已改旧时坡

虽是在冬的季节里，但路过山水千程，仍
见诗和远方。

1月的云阳，水是眼波横，城是眉峰聚，
眉眼盈盈处，便是环湖绿道。踏歌而行，长
约33公里、总面积约500公顷、串联8大主
题公园的环湖绿道已全线建成开放。这里
既有青山相对，也有都市闲情，绿树、草坪、
山水、花石、文史、科艺，坠入“万里长江·天
生云阳”的绝美之城。

从城市旧伤疤到全域新地标，环湖绿
道改变的背后，是近年来云阳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
“骑走跑坐可享、山水花石可赏、文史科艺
可品”的建设策略，从生态破题，用绿色回
答，以创新实践，将美丽云阳打造成生态、
生产、生活“三生”共融新城，走出一条
“颜值、气质、价值”城市提升新路的努力
和付出。

如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种子，在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构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的殷切希望，正在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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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尽享生态之美
成为“万里长江·天生云阳”一颗璀璨的生态

明珠

环湖绿道东始复兴黄岭、西至人和街道、南傍张飞
庙景区、北达黄石高铁站，位于长江、澎溪河两江环绕
岸线。

世世代代云阳人枕江河而居，江河赋予了这里生
态的灵魂。作为一个全迁的移民县城，云阳受三峡蓄
退水影响，形成了30米高差的消落带，库岸生态环境
脆弱。如何写好生态文章，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抢抓国家三峡库区后期扶持机遇，该县启动了对
县城沿江库岸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工程（即环湖绿道），
着力构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将沿江库岸环境
整治工程融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力建设、
有序恢复江河岸线绿色生态环境，把最好的岸线还给
大自然，成为了云阳创新生态护岸工作的新模式。并
在推进水岸同治、修复绿色命脉方面，推出了岸线资
源保护、江河污染治理、提升水体景观功能等系列主
打套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长效工作机制。

7年来，这里是守护绿水青山的探索与实践。截
至目前，环湖绿道实现治理水土流失500公顷，实现
岸线绿化长33公里……绿在环湖，成为“两山论”的生
动注解。

这里尽享城市之美
扮靓“一道两江、七彩生活”的城市名片

如果说生态是这条绿道的颜值，那么与城市相容
就是它的气质。

三峡蓄退水带来的影响除了生态压力，云阳县城
滨江地带也因此地灾隐患突出。是单纯治理，还是创
新突破，同时摆在了云阳面前。

在发展中找定位，从源头处找遵循。云阳清晰的
认识到守住绿水青山，不止是保护原生环境，其真正
的精髓是将城市文明与山水环境和谐共融。

为此，该县立足“山城”“江城”特质，坚持城在园
中、人在景中，将环湖绿道作为提升城市“颜值”“气
质”的经典名片来打造。将工程治理、生态修复和城
市品质提升有机结合，持续强化库岸安全，整合生态
资源，构建自然纽带、联通山城水脉，开放滨水界面，
丰富观光体验，串联公园体系、塑造水岸生活，优化滨
水风貌。

7年来，这里也是云阳城市规划理念的一次创新
与革命。截至目前，环湖绿道已实现新增绿化面积
170万平方米，新增人均公园面积4.8平方米……城在
环湖，成就一座世人心驰神往的公园城市。

这里尽享民生之美
实现市民“一天的公园、一年的公园、一生的

公园”的美好愿景

在环湖绿道，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到参与起来、动起
来、乐起来的城市氛围，如今，“到绿道去”已成为最受
云阳群众欢迎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变的背后，老百姓
一语中的：家门口的公园最好。环湖绿道的打造，从一
开始便与民意“捆”在一起，一开始就认清了自己的主
体力量，一开始就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展开。

“为群众办事，请群众参与，让群众评判。”云阳将
环湖绿道作为“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精品工程、民生
工程来打造，实现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总面积约
500公顷的这里，集园林绿化、休闲观光、健身娱乐、生
态旅游为一体，自行车道、跑步道和漫步道，串联起8个
主题公园。直饮水、休憩处、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
星罗棋布，西南片区最大的开放式无动力设备儿童公
园——彩云阳光儿童公园、西南片区最大的人工草坪，
长江三峡最大的连片草坪公园——月光草坪等景点接
续打造……这些细节就是在明确回答一个问题：公园
究竟为谁而造？

7年建设不仅是一项生态工程，一项城市提升工
程，显然，它更是云阳的一项民生工程。数据是最好
的注脚，截至目前，环湖绿道日均接待游客达1.5万人
次以上……誉在环湖，更成就一句顺民心得民意的由
衷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