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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深产业链、提升贡献度”为主线，开启“三次创业”——

武隆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本报记者 韩毅

最美人间四月天。
走进武隆——在懒坝，听得见花开的声

音、云彩的低语，生活即艺术，艺术也生活，

你可以在艺术与生活间自由出入；在归原，花
香如期而至，能闻到若有若无的清甜气味，享
受专注与沉静；在仙女山，天色澄澈，山风悠
长，如毡绿草铺满平野，似海云波笼罩着茂
林，恬淡悠然的风景，美如仙境……

事实上，艺术、乡村、草原、天坑、地缝、峡
谷、瀑布、溶洞，并不是武隆旅游的全部。作
为全市唯一的旅游国际化试点区县，武隆正
以“做深产业链、提升贡献度”为主线，强力推
进以国际化为引领的武隆旅游“三次创业”，

推动工业、农业、建筑业、现代服务业等一二
三产业主动“+旅游”深度融合，打造研学、运
动、艺术、康养、婚恋、服务等六大产业链条，
加快建设“主客共享、近悦远来”的世界知名
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武隆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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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力实施“生态优先、
旅游引领、三 产 融
合、强区富民”发展
战略，不断提升发展
的含金量、含新量、
含绿量，加快建设世
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绿色发展创新示范
区，综合实力不断壮
大，发展能级大幅提
升，内生动力显著增
强，高质量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广。

□本报记者 韩毅

面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渝东南武陵
山区城镇群建设等多重机遇叠加，武隆如何谱写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4月26日，武隆区委书记何
庆接受了记者专访。

何庆表示，接下来，武隆将强力实施“生态优
先、旅游引领、三产融合、强区富民”发展战略，不
断提升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加快建设
成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绿色发展创新示范区。

其中，在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建设上，高起点
做好规划布局，把全区作为旅游综合体全景打造，让
武隆成为国内外游客心中最美最恋的诗和远方。

高质量做新产品业态，以国际先进标准分析
把握现代旅游演进变化趋势，补短板、锻长板，做
深“全域游”、唱好“四季歌”，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
的旅游产品体系。

高标准做优服务品质，坚持以游客为中心，健
全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旅游服务体系，全力
营造国际一流旅游环境。

高水平做响国际品牌，坚持“请进来”与“走出
去”相结合，建立多元推广机制，全面提升“人间仙
境、度假胜地”全球化品牌形象。

力争到2026年，武隆接待入境游客突破100
万人次，旅游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3%。

在绿色发展创新示范区建设上，扎实抓好生
态资源保护利用，构建“两带多廊多绿核”生态安
全格局，不断增强生态涵养能力；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大力发展气候经济、山上经济、水中经
济、林下经济等生态经济等。

做大做强生态工业，加快打造以“三个百亿”
为主导的生态工业产业集群，即百亿级清洁能源
产业集群、百亿级绿色建材产业集群、百亿级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力争到2026年，规上工业企业
达到70家，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全市前列。

提质增效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优化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建基地、强龙头、树品牌、拓市场，
打造“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示范区。力争到
2026年，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2%，农
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达到2:1。

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消费升级促进现代
服务业提质扩容，增加适应旅游国际化的消费供
给，打造全市国际旅游消费区域性中心城市，创建
国家文化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力争到2026年，现
代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2%左右。

加快建设“一个目的地、
一个示范区”现代化武隆
——专访武隆区委书记何庆

4月26日，文学和摄影爱好者刘佳怡一
大早来到仙女山，用手指撩拨露珠，跟着镜头
追逐白云，山风拂过她红白相间的裙子……
蓝天、白云、草地、丽人，一幅灵动的油彩画铺
展开来。

“春到仙女山，诗画山水间，是清透的，是
辽阔的。”她说。不远处，重庆首届大学生艺
术节正在紧张筹备中。“五一”期间，一场以

“草原追风曲”为主题的音乐会，将在这里唱
响。音乐会集合了民谣演奏、复古歌曲、蓝调
音乐等主题风格，知名校园乐队每天专场演
奏。

“除了仙女山，‘五一’期间，天生三桥景
区还有舞蹈表演，懒坝景区也将以全新的面
貌归来，品山、品水、品文化，武隆可以满足游
客的各种美好期待。”武隆区文化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称。

其实，这些并不是武隆旅游的全部。
1993年5月，原武隆县江口镇潘家岩村

的几个村民，出于好奇，攀岩而上，闯进半山
腰一个经常冒白雾的山洞，发现里面有数不
清的奇峰异石，千姿百态，让众人十分震惊。

消息不胫而走，1993年8月，由中国和
澳大利亚组成的联合溶洞考察团在实地考察
后，给出惊喜的结论：这是一座地下艺术宫殿
和洞穴科学博物馆。

当时的武隆县委、县政府决定，奖励溶洞
发现者，修建道路，进行旅游开发。芙蓉洞景
区随即走进游客的视野。这不仅拉开了武隆

“旅游兴县”的历史帷幕，也让武隆旅游从无
到有、由弱变强，完成从“接待事业型”到“支

柱产业型”的转变升级。
2008年，武隆县委乘势而上、接续奋斗，

开启了以扩大开放做大游客总量为主要任务
的“二次创业”，除已有的仙女山、天生三桥、
芙蓉洞、龙水峡地缝等知名景区外，《印象·武
隆》实景演艺、白马山、懒坝、归原小镇等一大
批融合生态观光、文化艺术、美丽乡村的项目
落地开花，推动武隆旅游业强势扩张，成为全
市旅游业的“排头兵”、全国重要的旅游目的
地。

数据显示，2021年，武隆接待游客4100
万人次，是2008年的20.1倍；综合收入190
亿元，是2008年的18.9倍。2020年，武隆旅
游业增加值占GDP比重7.3%，分别高于全

国、全市4.01、3.4个百分点。旅游业已成为
武隆区主导产业，“兴一业、旺百业”的功能已
然显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得到
充分释放。

“这么多年来，武隆历届党委政府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在砥砺前行中铺
展恢弘画卷，在不懈奋斗中成就绚美华章，交
出了亮眼的旅游业成绩单。面对新机遇、新
挑战，武隆旅游踏上了‘三次创业’的新征
程。”该负责人称，今年2月，武隆区委十五届
三次全会明确提出：以“做深产业链、提升贡
献度”为主线，强力推进以国际化为引领的武
隆旅游“三次创业”，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旅游
目的地。

以国际化为引领以国际化为引领 启动旅游启动旅游““三次创业三次创业””

4月13日，2022年武隆区首届“仙女红
春茶竞买会”在白马山天尺情缘景区举行。
活动以“现场竞买+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
共推仙女红茶品牌、共创茶旅氛围。拍卖会
上，经过多轮激烈竞拍，仙女红——“头采春
茶”、仙女红——金奖茶分别以2.8万元、5.3
万元成交价被拍出。仙女红——野化西周
茶，从5万元起拍，经过多轮竞价，最终以10
万元的价格被拍出。

值得一提的是，竞买会上还举行了一场
书画音乐歌舞秀。《川江号子》《前门情思大碗
茶》《相约武隆》等歌舞表演，结合书画表演、
茶艺表演、古筝表演，充分展示了武隆特色，
引领游客走进武隆、了解白马山、爱上仙女
红。

据了解，天尺情缘景区茶园基地今年预
计年产鲜叶4万余斤，目前春茶已经大面积
上市。

“推进‘三次创业’，让工业、农业、建筑
业、现代服务业等一二三产业主动‘+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无疑是一招好棋。”白马山天

尺情缘景区相关负责人称，本次活动就是“农
业+旅游”的一次生动尝试。

接下来，武隆将狠抓项目建设，增强项目
支撑的驱动力，加快建设一批牵引性强、可持
续发展的大项目、好项目，为武隆旅游“三次
创业”聚势赋能。

围绕“工业+旅游”，做强旅游装备及消
费品制造业，打造全市旅游消费品工业基地。

围绕“农业+旅游”，紧扣全国有机农产
品基地示范区建设，多元发展桑产业，做大生
态畜牧、高山果蔬、高山茶业等品牌农业，让
更多优质农产品转化为旅游消费品。

围绕“服务业+旅游”，推动生产性服务
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研
发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会展服务等生
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居家与家庭、医疗美
容、婚庆礼仪等服务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
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围绕“建筑业+旅游”，促进城乡建筑与
旅游需求、旅游体验相互融合，设计打造“建
筑可阅读”旅游产品，构建城旅一体的景观体
系、美好生活的诗意空间。

同时，规划建设重大文旅项目。喀斯特
旅游区突出国际范，推进芙蓉洞、天生三桥、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升级焕新，提档
升级龙水峡地缝、芙蓉江等景区景点，推进后
坪天坑、芙蓉湖、黄莺大峡谷等景区开发，梯
度打造一批望山见绿透水、看不够玩不够的
A级景区。

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突出高品质，
加快阳光童年、半山太阳季、仙女山国际康养
社区等项目建设，推进仙山里国际文旅生活
小镇、仙山·仙境度假综合项目、中青未来世
界产城景融合项目等建设。

白马山片区突出差异化，抓好生态保
护和文化利用，打造中国传统特色爱情文

化体验胜地和中国亚热带生物研学科普基
地。

乡村旅游突出武隆味，打造一批农旅融
合综合体、特色共享农庄，加快官桥·云村乡
村生活综合体和精品民宿集群等项目建设，
策划包装更多具有地域风味的沉浸式、慢生
活乡村旅游产品。

此外，武隆还将加速推进旅游通道项
目。仙女山机场着力构建干支通相衔接的
航空运输体系，推动与周边机场一体化运
营，加快开通境外重要客源市场直航包机；
加快推进渝湘高铁、渝湘高速复线、武两高
速、武道高速、武丰高速等项目建设等；做好
旅游厕所、停车场、汽车维护站、充电桩等公
共项目建设，拓展5G、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应
用场景，规划建设国际会议中心，招引国内
外知名医院在武隆开办分院等，不断完善公
共配套项目。

项目驱动项目驱动 融合产业聚势赋能融合产业聚势赋能

近日，仙女山“碳中和”景区及配套项目
建设专题会在武隆区会议中心举行，与会专
家进一步优化完善了策划设计方案。

仙女山“碳中和”景区及配套项目由仙女
山小火车风景线项目、武隆区森林品质提升
工程、G353中嘴至渝湘高速公路复线武隆
南收费站连接线改线（北环西线）项目、武隆
白马山云上恋桥景区项目、武隆仙女山景区
停车场运营项目等组成。

该项目是融形象交通与特色旅游为一体
的武隆旅游“三次创业”的标志性项目，项目
建设不仅服务了来武游客，又能有效带动旅
游相关产业聚集，有助于带动仙女山西部片
区深度开发，促进武隆东西部区域协调、实现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一二三产业主动“+旅游”是武隆旅
游“三次创业”的横向融合之举，而完善链条
则是实现产业的纵向延展之举。

着力于“做深产业链，提升贡献度”。
接下来，武隆将狠抓研学、运动、艺术、康
养、婚恋、服务等六大产业链条，打造特色
鲜明、富有竞争力的旅游产业集群，不断丰
富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产
品供给。

在研学产业链上，把立德树人融入研学
旅行各环节，畅通研学旅行外引内促渠道，突
出地质研学、生物研学、农耕研学、文化研学、

科技研学等主题，打造一批课程体系健全、活
动特色鲜明、安全措施完善的研学旅行产品，
创建一批国家、市级研学旅行基地，做大做强
研学旅行产业。

在运动产业链上，设计山地户外运动经
典线路，拓展山地运动、马术运动、极限运动、
水上运动等旅游业态，推出徒步穿越、户外探
险、自驾骑行、低空飞行等旅游产品，建设国
际探险公园、全国亚高原训练基地，打造国际
知名山地户外运动胜地等。

在艺术产业链上，培育打造艺术品交易、
艺术培训、艺术设计等相关产业；做精懒坝大

地艺术公园、博象美术馆，建设一批小而精的
博物馆；引进一批高水准的歌舞剧、情景剧、
童话剧等演艺项目，延伸拉长艺术演艺产业
链条。

在康养产业链上，打造具有国际化品质
的食养、动养、医养等康养产品，培育森林浴、

“温泉+睡眠”等康养项目，建设一批康养基
地、康养社区和“双碳”示范景区，构建“康乐
养生”产业体系。

此外，武隆还将深耕婚恋产业链、服务产
业链，并全面启动“无废城市”建设，不断满足
市民游客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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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山景区。 （本版图片由武隆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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