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皇华岛远眺对岸，独珠江村形若明珠，嵌入江
心。

“我们江村风景好，无论晴雨，漫步村中栈道，满目
皆是江景。”独珠江村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赵
荣介绍，江村所在的独珠半岛，三面临江，一面环山，号
称“万里长江独一珠”，故名“独珠”。

置身独珠半岛，北可望烟波浩渺中的皇华岛，东可
眺方斗山，南可瞻电竞小镇，西可观忠州城区。近看，
江水环绕，烟波浩渺；远眺，群山如黛、云缭雾绕。山水
相映，岛城相依，宛如画卷铺展，令人心旷神怡。

忠县将充分利用独珠半岛的自然本底，保护好山

水林田湖草，匠心营造“江枫渔火对愁眠”“野渡无人舟
自横”的乡村诗画意境，打造集江城、江镇、江村、江景
为一体的三峡版“富春山居图”和“千里江山图”。

位于忠县县城的“老街”，曾是老忠州最繁华的街
区，亦为库区现唯一留存的半座原貌旧城，兼具山城特
征、桥城景观、水城神韵、岛城风貌、月城形象。这处巴
蔓子刎首留城之地，承载着“千年名邑”忠州2300多年
的历史文化。

忠县以改造老旧小区和危房为抓手，以文旅融合
为突破口，着力打造“三峡留城·忠州老街”，成就“三峡
库心·长江盆景”的一张新名片。

“忠州老街打造的核心就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陈云华介绍，老街最独特的价值是它所承载的
独特的忠文化和众多的古建筑。只有通过对历史文化
的不断挖掘，不断增强发展潜力，才能让老街的未来不
断焕发生机。

其实，不仅仅是独珠江村和忠州老街，石宝寨、三
峡橘海、皇华岛、独珠半岛、三峡港湾、白公祠似繁星点
点，点缀忠县这千年名邑，忠韵悠长；巴蔓子、甘宁、秦
良玉、罗广斌、杨骅……丰富着“忠”的内涵，代代相传，
成为忠县独特的人文底蕴。

接下来，忠县将统筹江城与江村、山水与人文等要
素，精心建设“忠州八景”，促进产城景、农文旅深度融
合，合力建设“三峡库心”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我们将依托石宝寨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打
造世界最大山水盆景、中国最美盆景小镇；发展休闲康
养旅游，打造三峡港湾旅游度假区、甘洽井沟风景名胜
区；保护修缮‘三峡留城·忠州老街’，打造三峡原真老
城气息生活街区。”陈云华如是说。

促进产城景、农文旅深度融合

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人间四月好时节，或踏青赏花，或郊游散步，都是
春天里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此刻的皇华岛上，各类植物绿意盎然。一片新绿
与繁花香气中，被寒冬拘谨了一个冬天的百鸟高歌长
啸，诱出一片和煦。火斑鸠、山鹪莺、白颈鸦、苍鹭……
啁啾婉转，鸣唱着时光的又一次轮回……

忠县湿地保护管理站站长李向阳介绍，皇华岛
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后，申报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全
面实施生态修复和湿地保护，开展消落带治理、退耕
还林和恢复稻田湿地生态，重现了水光潋滟、草木茂
盛的完好生态。皇华岛拥有大面积形态各异的湿
地，以河流湿地、岛屿湿地、库塘、稻田和人工渠系等
构成的自然与人工复合湿地系统，岛屿湿地特征显
著，湿地形态自然，是我国水库消落带湿地和岛屿湿

地的典型代表。
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特殊的地理位

置，造就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使皇华岛成为众多鸟类
的“天堂”，以及迁徙鸟类的“落脚点”和“补给站”。

如今，皇华岛上拥有植物358种，其中国家级保护
植物12种；野生动物329种，其中国家和市级重点保
护动物36种。

不仅如此，古称皇华城的皇华岛，曾是宋元战争时
期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重庆十大
宋元战争遗址之一，距今有750余年历史。

“早在2016年，我们就已经开始了皇华岛的考古
工作，至今已有5年多时间。”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大遗
址考古和保护中心主任蔡亚林介绍，截至目前，皇华岛
已发现及清理城门、城墙、房址、墓葬等各类遗迹200

余处，出土瓷器、铁器、铜钱、瓦当等器物300余件。
“皇华岛所在的‘三峡库心’区域，既有江、峡、溪、

湾、岛、湿地等自然景观，又有古镇、古寨、古城、古道等
人文要素。”忠县文旅委党委书记陈云华介绍，该区域
及周边不仅有“世界八大奇异建筑之一”的石宝寨，还
有“万里长江第一街”之称的西沱古镇，以及武陵古镇、
生态鸡公咀、三峡橘海、独珠江村、三峡港湾、三峡留
城·忠州老街和白公祠等自然人文景观。与此同时，源
起巴蔓子将军“刎首留城”的千年忠文化；忠县古时产
盐，产于忠县，运于石柱，销于荆楚，以盐为纽带，巴楚
文化交汇融合形成的盐文化、石文化、土家文化、民族
民俗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

忠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生态保护与适度开
发并重，紧盯长江上游绿色发展新地标目标定位，推动
三峡库心自然生态、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修复和合理利
用；加强皇华岛保护利用，建设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
打造三峡库区绿色发展示范岛、人文生态绿岛；保护独
珠半岛自然生态环境，修复江村历史人文风貌，打造长
江三峡最美江村；加快沿江生态屏障建设，强化方斗
山、猫耳山生态屏障保护，大力推进甘

洽井河等重点河流
水系综合生态治理。

坚持生态保护与适度开发并重

倾力打造长江上游绿色发展新地标

·忠县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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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忠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立足自身优势、

突出本地特色，坚定不移护生态、因地制宜谋

发展，用好用足“生态”和“文化”两个宝贝，加

强与周边区县协作互动，高水平打造“三峡库

心·长江盆景”，努力建成“一区两群”协调发

展示范区和长江经济带跨区域绿色协同发展

示范区。

核 心 提 示

用好用足“生态”和“文化”两个宝贝

忠县高水平打造“三峡库心·长江盆景”

4月，忠县—石宝—武陵沿江旅游公路长塘溪大
桥的施工现场如火如荼。

这条旅游公路，是推进“三峡库心·长江盆景”项目
建设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是纵向贯穿“三峡库心·长
江盆景”整个核心区域、串联“忠州八景”的主要旅游交
通干道。

其全线贯通后，可实现由梁忠石高速公路连接石
柱西沱、梁平等片区，结合G69银百高速、G50沪渝高
速及渝万高铁、G50磨子出口至鱼池（黄水）公路，在

“三峡库心·长江盆景”核心区域内形成“内畅外联”的
路网结构，连接石宝寨、西沱古镇、云梯街、水磨溪、黄
水、三峡橘海、三峡港湾旅游度假区等重要景区，实现

城区与景区、景区与景区之间无缝衔接，形成“快进慢
游”的旅游交通网络，助推旅游产业发展，对“三峡库
心·长江盆景”项目建设意义重大。

2021年3月，重庆市发布《重庆市“三峡库心·长江
盆景”跨区域发展规划（2020—2035年）》（以下简称

《规划》），谋划了四大类260余项重点项目，推动渝东
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保护长江文
化，实现文旅融合特色发展，努力建成“一区两群”协调
发展示范区。

据了解，该片区域涉及万州、忠县和石柱3个区
县，包括石宝寨、皇华岛、独珠半岛、西沱古镇等地区。

在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方面，渝万、渝宜、万黔3条

高铁将集聚于此并形成枢纽，沿江高速公路南北两线
和梁平—忠县—石柱高速公路交汇，陆路、水上多种交
通形式联运，形成完善的交通网络。

在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方面，“三峡库心·长江盆景”
区域将依托当地厚重的文化底蕴，实施石宝寨-三峡
橘海提档升级、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巴盐古道文化走
廊等一批项目，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在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方面，《规划》将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要素，实施沿江生态屏障建设、河流水系生
态治理、长江岸线消落带生态治理等一批项目，着力保
护和改善区域整体生态环境。

忠县县委书记江夏表示，地处三峡库区腹地、位
于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及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连接点上的忠县，将充分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加快

“三峡库心·长江盆景”一体化规划、组团式发展、协
同性建设，聚焦文化挖掘、功能拓展、设施配套等重
点领域，深化与万州区、石柱县规划协同及项目联动
发展，合力建设长江经济带三峡库区绿色协同发展
示范区。

深化与周边区县项目联动发展

建设长江经济带三峡库区绿色协同发展示范区

□本报记者 陈维灯

4月季春，忠县皇华岛雨雾迷蒙。
江水汤汤环岛奔流，于三峡库区腹心之地呈现出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江峡相拥的景象，宛如一个巨大
的天然盆景。

无人机爬升，高空俯瞰，江中的皇华岛状如心形，

与长江大回旋、独珠半岛、鸡公咀半岛构成壮美开阔的
大地景观，书写出一个巨大的“心”字。

此“心”东距三峡大坝、西到江津鼎山均约346公
里，正处于三峡库区“中心点”，且位于长江黄金水道重
庆段的黄金分割点上，是三峡库区地理位置的中心。

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厚重的历史人
文，既有内在联系，又各具特色，是忠县产城景、农文旅

一体化发展的绝佳载体。
近年来，忠县立足自身优势、突出本地特色，坚定不

移护生态、因地制宜谋发展，统筹江城与江村、山水与人
文等要素，推动产城景、农文旅深度融合；加强与周边区
县协作互动，用好用足“生态”和“文化”两个宝贝，高水平
打造“三峡库心·长江盆景”，努力建成“一区两群”协同发
展示范区和长江经济带跨区域绿色协同发展示范区。

四
月
十
四
日
，雨
雾
中
的
忠
县
皇
华
岛
。

记
者

谢
智
强

摄\

视
觉
重
庆

4月14日，忠县老街风貌。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忠县白公祠。 （忠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流经忠县黄金镇黄土村的黄金河，经过整治后清澈见底。（资料
图片）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