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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生态底色 谋划绿色崛起

巫溪加快建设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4月23日，巫溪县宁厂古镇，清澈
的大宁河水悠悠流淌。古镇上方是一
方陡崖，崖上郁郁葱葱。

过去，这里因严重石漠化几乎寸
草不生。为了恢复生态，巫溪县组织
林业工人背着水泥、石块、泥土、树苗，
攀着近乎垂直的悬崖上山，在1064亩
崖壁上搭筑了6万多个石窝子，种下
一棵棵树苗。

如今，树已成林，荒山变青山。
近年来，巫溪把保护和修复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坚决走好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森林覆盖率达69.7%，是全市第
一森林资源大县；城区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常年保持在 320 天左右；县
内主次河流水质常年保持Ⅱ类以
上，水域功能达标率 100%，境内后
溪河为全市唯一一条Ⅰ类水质河
流；地下水资源量占全市1/10，居全
市第一……

在守好绿色本底的同时，巫溪不
断壮大“生态家底”，筑牢绿色发展底
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巫溪原有

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区面积1972.71平
方公里，占县域面积的49.07%，生态
保护红线管控区面积位列全市第一。
2019年7月，全市组织新一轮生态保
护红线评估工作，巫溪县按照“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不减少，功能不降低，性质
不改变”的总体原则划定生态红线，经
评估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2066.98平方公里，净增94.27平方公
里，占县域面积的51.42%，筑牢了生
态安全屏障。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
库，林业碳汇是国际上公认的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巫溪利用林
业碳汇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推进非
国有林生态赎买改革试点，探索开展
横向森林补偿改革和林业碳汇开发，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保护补
偿等机制，积极开展碳排放指标交易，
着力打通“两山”转化渠道。去年，该
县共实施横向生态补偿交易2万亩，
非国有林生态赎买2600余亩，巫溪县
还与渝中区签订了“十四五”绿色低碳
协同发展协议，共同探索开发林业“碳
汇+”产品，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贡献力量。

“未来5年，我们将继续守护好巫
溪‘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加快建设长
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
区。”巫溪县委书记李卫东说。

夯实绿色生态家底 一半以上县域面积列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实习生 陈佳欣

巫溪县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绿色崛起”的目标。巫溪为何提出
这一目标，将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对巫溪县委书
记李卫东进行了专访。

重庆日报：巫溪为什么提出“绿色崛起”目标？巫溪要实现的“绿色
崛起”是什么样的？

李卫东：我们谋划“绿色崛起”新蓝图，是大势所趋、优势所在和形
势所需。

巫溪地处三峡库区腹地，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拥有丰富的生态
资源。生态是巫溪最厚家底和最亮名片，也是巫溪最大的后发优势。
通过多年持续引导培育，巫溪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文化旅游业等
发展态势良好，产业已初具绿色发展基础。

巫溪要实现的“绿色崛起”，是必须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充分利
用自身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生态产业体
系，增强造血功能和带动力。巫溪奋力实现绿色崛起，是推动产业绿色
发展、良好生态变成生产力的现实举措，也是加快巫溪跨越赶超发展的
必由之路。

重庆日报：巫溪实现“绿色崛起”目标的路径有哪些？
李卫东：我们咬定“到2035年实现绿色崛起、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这一总体目标，立足人文和生态两大优势，围绕补短板、强弱项、
增后劲，谋划了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符合新发展理念、利于长远发展的
实施路径和重点举措。

具体有八项重点工作。其中，底线要求是坚决守住防止返贫、生态
环保、民生保障“三条底线”，首要任务是示范推进乡村振兴走在全市前
列，打造渝陕鄂川边区乡村振兴示范标杆；生态环境质量走在全市前列，
打造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主攻方向是厚植产业基
础，增强造血功能，着力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关键举措是推动交通建设、
旅游发展、绿色工业、新型城镇化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新提升。

重庆日报：通过一系列举措，巫溪要实现哪些具体目标？
李卫东：未来五年，发展机遇叠加，不容我们错失！通过上述举措，

巫溪要奋力实现“两个走在前、三个要高于和五个新提升”。
“两个走在前”即示范推进乡村振兴走在全市前列，生态环境质量

走在全市前列。
“三个要高于”即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年均增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均要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五个新提升”即交通建设实现新提升，铁路实现“零”的突破，渝陕

鄂边区交通枢纽初步成型；旅游发展实现新提升，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100亿元，创建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5个；绿色工业实现新提升，
总产值达到50亿元、园区面积达到5平方公里；新型城镇化实现新提
升，城市人口达到15万、县城建成区面积达到13平方公里、城镇化率
达到50%。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新提升，市级乡村治理试点扎实推进，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力争创成平安中国建
设示范县。

让绿色成为巫溪发展
最动人的色彩

——对话巫溪县委书记李卫东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实习生 陈佳欣

今年以来，地处渝东北边陲、渝陕鄂三省交界
处的巫溪县，生物“朋友圈”十分热闹。

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频频“上

新”——科研人员相继在这里发现兰科植物新记
录种离萼杓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云南红景天、珍
稀中药材蛇菰，自然保护区内的红外相机时常拍
到梅花鹿、红白鼯鼠等国家保护野生动物……

“天地灵巫，融水汇溪”，巫溪县是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三峡库区移
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是巫溪最大的后发优
势。站在向“十四五”迈进的重要节点，巫溪正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厚植生态底色，做足绿
色文章，谋划“绿色崛起”新蓝图。

4月23日，巫溪灵巫洞景区，不少
来此游玩的游客发现这里有了新变
化——80米高的观光电梯“穿”上了
彩绘“外衣”，景点通过数字多媒体包
装，将人物生动化、场景故事化，并增设
了萤火虫、星空灯、水纹灯等时尚元素。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历史的源远
流长，赋予了巫溪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巫溪不但拥有“中国南方第一高
山草甸”红池坝，“亚洲第一深谷”兰英
大峡谷、“重庆第一高峰”阴条岭等神
奇瑰丽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也悠远
厚重，巫溪境内的大宁古城具有1800
余年历史，宁厂古镇有5000年制盐

史，两个“古”独一无二。目前，巫溪全
县共拥有旅游资源单体497处、居全
市第七，旅游资源种类21项、居全市
第一。

这是巫溪坚定不移培育生态旅游
第一支柱产业的重要原因。目前，巫
溪正坚持“旅为龙头”，推动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一产围绕旅游调结构、二
产围绕旅游抓转型、三产围绕旅游强
服务，走好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新
路子。

绿色打底、山河为骨、文化铸魂。
巫溪将以加快打造世界人文生态旅游
目的地为目标、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为主线，把县城打造成全域旅游
示范区的第一张名片。同时，集中打
造红池坝、大宁古城、宁厂古镇、兰英
大峡谷等核心景区，力争2026年形成

“1+5+10”A级旅游景区矩阵。同时，
深入挖掘巫文化、盐文化等巫溪优秀
传统文化，推进文旅融合，深化“小组
团、微田园、生态化、有特色”农旅融
合，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让好山好水变
成好风景、良好生态变成生产力。

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
底线的基础上，巫溪用工业化思路谋
划农业现代化，将推动巫溪马铃薯、冬
桃、晚李、中药材等特色产业连片布

局、规模发展，加快建设农产品加工
园、巫溪·渝陕鄂特色农产品集散中
心，打造“巫溪臻品”农产品公用品牌。

同时，将坚持绿色化发展方向，做
大做强新型绿色食品、大健康、清洁能
源、环保建材、特色轻工产业，打造全市
绿色食品深加工、中药制药、重要清洁
能源、环保建材、教育装备基地，加快盐
卤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构建高效、清洁、
低碳、循环、智能的绿色工业体系。

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巫溪将围绕
旅游，推动餐饮、住宿、娱乐、零售等生
活性服务业向特色化、高品质发展；推
动仓储、物流、租赁、文创等生产性服
务业向专业化、集群化发展，加快建设
渝陕鄂川边贸物流中心；推动养老、体
育、健康等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向标
准化、高质量发展。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坚定不移培育生态旅游第一支柱产业

初夏时节，站在巫溪老城鹿子桥
头举目远眺，清澈的大宁河水穿城而
过，河水一侧是大宁古城，古朴的城墙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另一侧是凤凰山，
山形如凤凰展翅，山体绿意盎然。历
史的厚重与山水的灵动相得益彰。

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里。依托
其独有的生态人文特色，巫溪顺应城
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做大做优县
城、做强做美集镇、做精做特乡村，建
设交通路网畅通有序、绿水青山交相
辉映、产城融合活力迸发、功能完备
舒适宜居的小城，推动城乡绿色发
展。

在城市建设上，巫溪将突出山水

特色，传承历史文脉，建设美得自然、
建得从容、过得幸福的“森林之城、宁
静之城、灵动之城”，展现依山而居、逐
水而兴的独特魅力。

在老城——赵家坝片区，加快大
宁古城综合开发。大宁古城始建于
东汉建安15年（公元210年），清代曾
形成“九宫十八庙”，至今仍存有清光
绪年间重建的城墙，传承巫、盐历史
文化，有巴夔户牖、秦楚咽喉美誉。
未来，大宁古城将以传承历史文脉、
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交通条件、完善
城市功能、增加公共空间、塑造特色
风貌为重点，全面修护古城遗迹，还
原历史风貌，打造全国知名人文生态

旅游目的地。
在新城——马镇坝片区，巫溪在

推动品质提升的同时向西拓展，启动
凤凰水城建设，着力打造全国知名、令
人向往的宜居之地。特别是在凤凰水
城建设理念中，尊重自然环境、合理有
度利用和绿色发展贯穿始终。依托丰
富的水资源，凤凰水城将建立“一座水
城、十条支沟、百亩湿地、千米水岸”的
水系生态网络，构建“综合公园、专类
公园、社区公园、口袋游园”四级绿地
体系，并建设多级海绵体系。

城市乡村如何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在乡村建设上，巫溪将发挥城市
辐射带动功能，集中打造上磺—古

路、文峰—塘坊两个田园综合体，因
地制宜打造一批以旅游休闲、健康疗
养、文化民俗等为特色的示范乡镇，
不断增强对县城支撑能力、对乡村带
动能力，构建形成“1+2+N”城镇发展
格局。

同时，抢抓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历史机遇，发挥好市级乡村振兴
重点、示范乡镇引领带动作用，一体
推进“1+2+5+10”乡村振兴试点示
范打造。实施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工
程，切实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在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中探新路、做示范，全
力打造渝陕鄂川边区乡村振兴示范
标杆。

通过一系列努力，到2035年，巫
溪将实现绿色崛起，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

推动城乡绿色发展 突出山水特色 传承历史文脉

站在向“十四五”迈进

的重要节点，巫溪县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坚决走好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

路。未来五年，巫溪将紧

扣“实现绿色崛起”这一目

标定位，立足“人文、生态”

优势，做好示范推进乡村

振兴、护好青山绿水、实现

交通瓶颈突破、走好产业

发展新路、建设特色宜居

城市、做好改革开放文章、

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全面

加强党的建设八项重点工

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奋力谱写新

时代巫溪绿色崛起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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