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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溪村，满目皆绿，田园农舍，
处处花果飘香，欢歌笑语。

大溪村以巫山最早的“樱桃花”，最
早的“草莓” 两种特色小水果产业为引

子，发展了樱桃 800 亩、脆李 1500 亩、葡
萄 500 亩、柑橘 300 亩、草莓 250 亩、蔬
菜 150 亩。

早春时节，大溪樱花、李花、桃花、油

菜花，次第开放，粉妆玉砌，将山村装扮
成了一片多姿多彩的世界。暮春四月，大
溪樱桃逐渐成熟。 五月，莓园吐露芬芳；
七月，脆李缀满枝头；九月，葡萄甜蜜弯
腰；十二月，恋橙红遍山岗。一年四季，山
坡上、田垄间，硕果累累，生机盎然，挑动
着无数人的味蕾和目光。

小水果不仅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收
益， 其花期也带来了发展的契机。 2016
年，冉应成等 10 多户村民率先办起农家
乐，做起了“花生意”。当时，赏花旺季，他
们一天可接待游客 1000 多人。

吕家贵曾是建卡贫困户，这些年，随
着大溪乡搞起了乡村旅游， 他也赶上了
好时机开起了农家乐。去年，他在樱桃花
盛开的旺季，几天时间就挣了 3 万多元。
在大溪村， 像吕家贵这样的贫困户农家
乐就有 7 户， 他家每年也可挣上几万元
的收入。

大溪村党支部书记冉应树说，目前，
大溪村基本成为了一个产业立体村庄，
全村可“春赏樱桃花、夏采脆李草莓、秋
撷葡萄、冬摘恋橙”，有 86 户农家乐，全
年可接待游客 3 万人次。

大溪村，仅是大溪美丽乡村建设，实
现农旅深度融合的一个例子。

此外，大溪乡还建成了“莓、橘、李、
菜”“四园”，构成“大溪村———小水果、脆
李，开峡村———脆李、柑橘，官田村———
无公害蔬菜、樱桃，平台村———脆李、车
厘子， 军营村———柑橘， 平槽村———干
果、蔬菜、乡村旅游”的产业格局。 2019
年， 该乡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1 万元以上，同比增长 9.7%，多项
指标增幅均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如今的大溪，已是花果飘香、四季
都是旅游的美丽之地。”大溪乡党委书记
李养兵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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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溪碧水、 两岸青
山、千年文明、万亩产业
……坐落在长江之滨、瞿
塘峡口的美丽大溪，如一
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
水青山之间。 大溪，这个
千年文明之乡，在生态发
展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近年来，大溪乡结合
全县“1+3+2”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布局，
以万亩脆李、 万亩柑橘、
万亩蔬菜、万亩小水果等
“四万产业”为发展目标，
走出了一条“生态 + 人
文”的融合发展之路。

大溪乡瞿塘峡口生态美景。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卢先庆摄）

守着绿水青山， 大溪乡人居环境不断
改善， 生产生活更加方便， 村民们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大幅度提升。

行走在大溪村沙落坪的田间地头，整
个空气里弥漫着水果的香味。 在这里，就在
庭院与乡野之间，绿色景致、花木扶疏、温
馨家园，总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拨动你的心
弦。

大溪村冉老三农家乐主人冉应成，亲
眼见证了大溪村的变化。

“以前，全村只有一条从大溪到庙宇的
过村道路，全村村组之间基本靠走，甚至连
一条像样的机耕道都没有。 全村的房屋大
部分也是土坯房， 种植的是传统农作物
……”他说。

与沙落坪一样， 平台村通过“村民自
改、村代改、企业统改”的方式，将村民原来
破旧的土坯房和一下雨就成泥潭的道路，
改造成现在出门有水泥路， 四周的洼地种
上荷花，变成了花园的美丽新农村。 开峡村
借乡村旅游契机，打造了四龙院落，让村民
生活在桃源般的世界。

此外，大溪乡着眼于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奠定基础
设施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基本功能，为乡村旅游发展破
除瓶颈制约。整修道路 60 公里、硬化 52 公里，基本实现
“外通内联、通村畅乡、安全便捷”的交通网络。强化安全
饮水提升工程，新建人畜饮水池 68 口，整修观光兼灌溉
山坪塘 117 口，满足农旅供水基本需求。电力、通讯网络
实现了全覆盖，有效提升群众基本生活品质，同时助推
了全域旅游宣传产生全方位、多角度效应。

“近年来，大溪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切实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李养兵说，下一步，大溪乡将切
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落实好林长制、河长制。不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不断优化生态农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
康养旅游蓬勃发展，不断把“生态立乡·农业富乡·旅游
强乡”的发展格局走深走实，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记者 卢先庆 鲁作炳）

迎着蒙蒙细雨，就着碧绿的长江水，
伴着悠扬雄浑的三峡民歌号子， 人们在
滨江路的烤鱼店里品尝着巫山烤鱼。

巫山烤鱼，来自 6000 多年前的大溪
文化时期， 成熟于 2000 多年前的汉代。
古代人临江而居，渔鱼为生。在江畔取青

石烤鱼，随手捋下植物茎叶为佐料，发明
的烤鱼流传至今。

“大溪粉条”是大溪的特有名片，有
100 多年的历史。 如今已形成以农户家
庭式作坊为主体的粉条生产格局， 粉条
产品成功注册为国家地理商标， 加工工
艺申报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实现年
生产粉条 100 余吨， 销售收入 300 余万
元。

李养兵告诉记者，近年来，大溪乡以
“绿色生态、休闲观光、手工生产，融生
产、生活、生态于一体”为发展定位，因地
制宜，科学规划，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实
现农业产业化发展新突破。

据介绍，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大溪乡
积极推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依托特色
农业产业和自然风光、人文遗迹，优化了
开峡———大溪———官田赏花摘果、机

场———平槽———火焰山纳凉避暑两条旅
游线路，高标准建设狮子岩森林公园。确
立了“江南花果线、江北康养线”两条旅
游精品路线，强化示范点建设。江南片区
围绕大溪、官田、平台等村主推休闲赏花
采果， 江北片区重点围绕平槽村打造三
峡之巅避暑纳凉胜地。同时，还积极巩固

“重庆市无公害蔬菜产地” 的生态蔬菜、
“巫山粉条”手工艺制作品牌，打造属于
自己的旅游产品。

目前， 全乡共安装乡村旅游导览图
3 处，景点路标 16 处，景点、产业介绍牌
14 个，景区路灯 106 盏。 建成错开峡、狮
子岩、瞿塘峡、火焰山等观景平台 7 个，
景区公厕 4 座， 停车场 5 处， 观光步道
8000 余米。 并培育农家乐 86 户，修建具
有地方特色的农家乐大院 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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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游客在樱花中拍照游玩。（资料图）

人文大溪 山水之灵

大溪文化长廊。

大溪乡春色。（资料图） 龚福勤 摄

大溪柑橘产业。（资料图）

生态大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