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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2019 年 7 月，首届
中国·重庆·武隆绿色发展实践国际论坛在仙女山
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区委书记黄宗华以一句饱含
深意的中国古诗文向远道而来的各国专家学者表
达了欢迎。 而这次国际论坛的顺利举行也标志着
武隆在“走出去，请进来”的国际交流合作迈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建设“国际知名旅游度假区” 的发展目
标， 以国际化的视野坚持开放合作是关键。 近年
来，仙女山旅游度假区始终坚定围绕这一目标，以
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 有效推动旅
游知名度、美誉度在境外的不断提升，促进“中国
的武隆”加快向“世界的武隆”蝶变，朝着旅游国际
化的方向不断迈进。

2019 年 6 月，武隆区与瑞士格林瓦德市签订
了友好城市合作协议备忘录， 并达成瑞士少女峰
景区与仙女山景区“共建景区”的协议，在会上签
订了正式的“共建景区”合作协议书，全力促进武
隆文化旅游走向世界舞台。

在“走出去请进来”的双向合作交流上，除了
深受疫情影响的 2020 年，仙女山旅游度假区已连
续 16 届成功举办中国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
自开赛以来，已有来自全球共计 70 多个国家和地
区、400 多支运动队伍参赛。 由于参赛队伍综合水
平高， 该赛事已逐渐成为国际山地户外运动第一
赛事，被国家体育总局誉为“中国户外运动的鲜艳
旗帜”。 同时，近年来还通过《变形金刚 4》取景拍
摄、以及高空国际飞人大赛、中国·重庆·武隆绿色发展实践
国际论坛等重大国际赛会活动的成功举办， 武隆在海外的
知名度、美誉度得以进一步提升。

如今，随着旅游国际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带有“中国
印记” 的武隆旅游越来越受到境外游客的关注青睐。 据统
计，近年来，武隆区先后迎接了澳洲、美洲、欧洲及其东南亚
等国家知名旅行社考察团数十批次， 累计接待境外游客总
量 700 万人以上。 甚至还有部分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
的游客在仙女山旅游度假区购置了旅游地产， 定期到武隆
休闲度假。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仙女山机场的正式载客通航，航
空时代的到来必将进一步加速推动武隆对外广泛交流合
作。相信随着未来通达航线的逐步加密，武隆旅游国际化的
步伐还将迈得更加深远坚实。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由记者董存春采写）

看世界，到武隆。 位于渝东南乌江
下游的武隆，集大娄山脉之雄、武陵风
光之秀、乌江画廊之幽于一身，拥有天
坑、地缝、草原、峡谷、瀑布、溶洞、森
林、河流等千姿百态的景观类型，全域
数百处景点星罗棋布、美不胜收，被誉
为“世界喀斯特生态博物馆”。

资源的禀赋，自然的造化，历史的
积淀，为武隆披上了“世界自然遗产”

“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首
批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的
光环。 而自然条件优越， 拥有天生三
桥、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 龙水峡地
缝、 中石院天坑和印象武隆大型山水
实景演出等著名景区景点的仙女山旅
游度假区，无疑是这光环中最成熟、最
妩媚、最灿烂的亮色。

在十多年的开发建设中， 仙女山
旅游度假区始终坚持以文旅融合为抓
手，按国际化视野来打造，先后经历了
新区建设、全市全国最美镇创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和全面建设世界知
名旅游度假区胜地等阶段， 旅游基础
日趋完善，旅游业态日益丰富，“仙女、
纤夫、非遗、民俗”赋“魂”，“康体、休
闲、娱乐、运动”聚“气”，“人间仙境、度
假胜地”越来越名至实归。

认准“生态路” 打好“融合牌”

武隆旅游大步迈向国际化

“荒山瘦地石旮旯， 红苕洋芋苞谷
耙，大人饿得咕咕叫，细娃饿得清叫唤。 ”
这口口相传的民谣， 是曾经仙女山贫穷
的真实写照。 大山峡谷扮演的“拦路虎”，
让这里的人陷入贫困之中。 摆脱贫困，走
出大山，成了一代又一代山里人的梦想。

与贫困相对的， 是当地得天独厚的
生态环境。 良好的生态本身就蕴含着无
穷的经济价值，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建设仙女山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 发展生态旅游成为当
地村民脱贫致富的最佳出路。

为守护好生态旅游的绿色本底，仙
女山旅游度假区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坚持规划设计“显山、露林、隐
城” 的原则， 并要求区域内土地开发强
度、城市形态、建筑形式、色彩、尺度应与
自然环境相协调，严格控制生态红线，保
护天际线，保留金鼎山等原生态山脊线，
对原生态植被较为丰富的 35 个山头进

行了保留。 同时，仙女山旅游度假区充分
利用森林覆盖率达 80%以上， 区内负氧
离子含量十分丰富， 以及其它独特的自
然环境特征，完善绿化、景观和公共设施
配套建设， 加强对生态环境和景观资源
的保护。2015 年，度假区成功创建全国首
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认准“生态路”，扎根“旅游路”，在这
片秀美的土地上，捧上了绿水青山的“旅
游金饭碗”，也赢得了游客的青睐。 2015
年以来，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 3500 万人
次以上，旅游高峰达到 25 万人次 / 天以
上，旅游消费收入累计 100 亿元以上。

不仅如此， 仙女山旅游度假区的成
功创建和全域旅游的示范推进， 也让武
隆在十余年间获得多项荣誉：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城市范例奖”、生态环保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新实践基地”
……

特别令人振奋的是，2020 年，习近平

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点赞
了武隆创新实施生态旅游与扶贫相结
合， 把特色生态资源转化为脱贫攻坚发
展优势的做法， 这无疑将更加坚定武隆

以绿色生态为本底， 全力推进文旅融合
加快发展和全力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
地、“两山”实践创新示范区、产城景融合
发展先行区的信心决心。

2021 年 3 月，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
6 日晚 8 点，大型山水实景剧《印象武隆》
在经历了短暂的寒冬停演之后恢复演
出。 当雄浑朴实，荡气回肠的川江号子再
次在仙女山桃源大峡谷响起， 众多慕名
而来的游客在沉浸式的演出中感受到强
烈视听震撼的同时， 也收获了文化背后
满满的感动。

“《印象武隆》以川江号子为主题，将
‘号子’‘哭嫁’等民俗形式，以及‘棒棒’
‘滑竿’‘麻辣火锅’等最具重庆特色的人
文元素相融合， 让游客既领略了武隆的
自然山水， 又欣赏了巴渝地区独特的号
子文化。 ”据印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郑华银介绍， 从 2011 年开演至今，
印象武隆已演出 2700 余场，观演人次超
过 400 万，实现门票收入已达 4 亿多元。
更重要的是，该实景演出还把“过境游”
变成“过夜游”，拉动餐饮、住宿、交通、购
物等创收近 30 亿元，拉动比约为 1∶7。

“如今，《印象武隆》已成为我区文旅
融合的重要品牌， 它的成功也是我们近
年来深挖武隆文化内涵， 提升改善文旅
产品供给的一项亮点。 ”仙女山旅游度假
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大平表示， 按照国际
一流旅游度假区的定位， 仙女山度假区
正着力推进旅游服务标准、服务规范、服
务理念与国际接轨， 建立遵循国际惯例
和国际标准的旅游服务标准体系， 以项
目为抓手，丰富文旅产业业态，提升旅游
服务品质、打造文化旅游度假品牌。

仙女山国际生态康养小镇项目打造
集“生态农业、旅游度假、文化体验、休闲
养生、医疗康复、健康养老、生态居住”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国际一流生态旅游休闲
康养小镇。

懒坝 LAB 项目开发以花海为背景
的文化艺术公园、 独具特色的精品度假
酒店、 艺术家村落、 多个设计型概念酒
店、生态旅游地产等，形成一个以自然资

源为基底，以当代艺术为驱动，融观光旅
游、国际人文、休闲养生于一体的创新形
全域文化旅游景区， 助推武隆旅游高质
量发展。 日本艺术家松本秋 用竹子和
当地的竹编艺人一起完成他的参展作品
-- 竹音剧院，并以自己的创意帮助当地
艺人。 擅长创造神话世界的艺术家浅井
裕介收集了当地的泥土， 在当地居民的
帮助下在巨型穹顶上完成泥土壁画创
作。 来自丹麦的艺术家托马斯·丹博用废
旧木材建造两个巨人，藏在山体之间，观
众在寻找过程中发现新的线索。 法国美
食艺术家吉尔斯斯图萨特， 更是带来了
两个独立的美食艺术项目《漂浮的岛屿》
和《老虎机餐厅》（食物贩卖机）。

归原小镇项目则打造集田园耕作、
乡村旅游、 艺术文创和基础配套于一体
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实现都市人向往的
诗意田园、躬耕南阳的“归原”梦想。 归原
小镇的前身只是一个破旧的小村庄，在
设计师的妙手下， 原本村庄里的果园建
成了景区、烤烟房变成了书吧、土瓦房成
了工作室……昔日贫瘠荒凉的小山村，
一点点蜕去它陈旧粗糙的外壳， 借助大

燕窝僻静的山谷与坡地， 营造出了一种
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意境。 没有完全拆掉
的旧土房和建构起来的新屋，交相融合，
使得这里既有蓬勃的新生力也有古韵的
延续。 硬装的木作、白墙，软装的棉麻、陶
土配合大自然带来的阳光和雨雾， 让前
来的每一个人感受到环境与空间的交
融。

博象·咏山水文化小镇项目，配套博
象美术馆、无边界水池、艺术培训中心、
水上亲子乐园等设施，将“文化艺术与生
态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突出康养
避暑、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功能，为不
同年龄段的度假群体提供一个观赏、研
习、培训书画艺术的养生平台。

从仙女山之巅放眼望去， 露营音乐
节的热度仿佛还在，阳光童年、星际未来
城、 半山太阳谷也初具规模……以重大
文旅项目带动， 武隆正加快推进“产城
景” 一体化融合发展和全国文旅融合示
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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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为底：好生态为旅游持续赋能

“文”为魂：重传承为融合无限添彩

博象美术馆。

仙女山归原小镇特色民宿。 覃麟 摄懒懒坝坝禅禅境境艺艺术术度度假假区区一一隅隅。。 覃覃麟麟 摄摄

粉粉黛黛乱乱子子草草。。

仙仙女女山山游游客客接接待待中中心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