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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巫文化、巴文化、三峡移
民文化、 船工号子等都在这里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无数才子佳人写下脍炙
人口的诗篇， 竹枝词让世人一直吟咏传
唱。

“三峡里·竹枝村”以南陵岸生态本
底为依托，以三峡竹枝词文化为灵魂，以
竹枝宿集为载体，以餐饮娱乐、夜游消费
为主线，建成“三峡南陵岸?长江风景线”、
长江三峡国际生态旅游微度假区、 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带和巫山首个不夜
街。

目前，三峡里·竹枝村由无锡赛博公
司承担整体营运，50 多个项目工地采取
白加黑、5+2 全天候、3 班倒等工作机制，
奋力推进项目建设。 项目建成后，南陵将

从一个冷清的乡场变成三峡库区及渝东
北区域首屈一指的休闲旅游目的地，预
计年游客量突破 100 万人次。 项目运营
后，将为巫峡镇大量增加营业税、所得税
等税收收入，为本地老百姓带来就业、房
租、产权等各种经营性收益，预计家庭年
均收入 3 年后至少翻一番。 巫峡镇也将
成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型开发建设典
范， 项目所在地与旅游开发项目共生共
荣的全国知名文旅小镇。

圣泉书院、三峡剧本杀孵化基地、综
合体派对公园、九巷子·夜未央、码头巷
子、巫山好吃兔、三峡怪客火锅部落、红
叶江居、陶淘公馆、南陵春晓、闻郎江宿
民宿陆续实现营运，预计 11 月中旬开村
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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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秀丽的巫峡和小三峡在
这里驻足，吟咏风土的竹枝词在这
里欢歌，亭亭玉立的巫山神女在这
里守望……坐落在长江与大宁河
交汇处、巫峡口岸的巫峡镇，如一
颗璀璨的明珠，坐拥在山水福地之
间。 巫峡，这个千年文明古镇，在生
态发展中，奋力描绘自然和谐共生
的精彩画卷。

近年来，巫峡镇以“打造美丽
新巫峡，奋力描绘巫峡大地自然和
谐共生的精彩画卷” 为总体思路，
念好“山字经”，种好“摇钱树”，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路子越走
越宽。

通达山水间。 徐圣奎 摄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由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采写）

走进巫峡镇的春泉、青山，山林环抱
下林木葳蕤，村道干净整洁畅通，农家新
房上炊烟袅袅，淳朴的人们悠闲地坐在屋
前晒着太阳，目之所及，处处弥漫着时光
慢悠、光阴驻足的味道。

近年来，巫峡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
资源优势，利用大小三峡、巫山红叶等全
国旅游知名品牌，实现景村融合，大力发
展生态康养产业。 结合“航空 + 高铁”，运
用“旅游 + 文化”，聚焦高消费、高传播等
客群，优化宣传片、宣传册，打造集购物、
咨询、服务为一体的生态康养旅游线上平
台。 奋力做好春泉组团落地策划、规划和
项目包装，完善交通体系、产业布局，建好
美丽乡村、田园景观、特色庭院，高水平建
设春泉度假小镇、青山田园小镇，打造巫
山云雨生态康养旅游度假基地。

巫峡镇党委围绕乡村振兴发展，统筹
农委、财政、水利、规资等部门资金 0.6 亿
元，解决民生关切问题。 全镇 8 个行政村
实现农村污水处理全覆盖，全域推行垃圾
分类，实现农村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社会
化运作。新建美丽庭院 23 个，实施村庄夜
景亮点工程 6 个。实施河道岸线治理 15.2
公里。开展矿山、沿江沿河、临时用地修复
创绿工作，完成森林疑似违法图斑 148 处
50 余亩，完成生态修复 1000 余亩。 采取
试点示范先行， 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
设，以点串线，以线带面，统筹提升村庄品
质。

以改善民生目标，以小微景观改造提
升为重点，巫峡镇逐步补齐生态康养基础
设施短板。 累计投资 0.9 亿元，完成农村
道路硬化 42.8 公里， 实施库区移民项目
16 个，建设乡村振兴项目 52 个，协调完成 110 千伏线
路工程建设工作，高质量的发展让巫峡镇拓宽了生态康
养之路。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巫峡镇着力打造“生态、
文明、绿色”等生态标签，主动谋划生态康养综合旅游项
目，打造巫山云雨生态康养旅游度假基地，一条特色的
绿色发展道路，让巫峡镇成为渝东北生态康养旅居新胜
地。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 守好建好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
口，围绕‘两区一地’发展定位，江南片区重点围绕‘三峡
里·竹枝村’、175 文创园建设， 发展经济林木产业和文
化休闲旅游；江北中低山片区重点围绕全域旅游，在保
护好绿水青山的同时，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休闲生态观
光旅游；高山片区因地制宜发展干果、反季节蔬菜、中药
材和经济作物等特色高效农业经济和生态康养度假基
地；城郊片区聚焦城镇功能定位，切实承接好配套服务、
补给保障、物流运输、劳务输出和城镇开发等基本功能，
与其他地方相辅相成、互联互补，达到出城即最美。 ”巫
峡镇党委书记田远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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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峡镇拱卫县城， 内外畅通，“水、
陆、空、铁”齐备的复合交通体系已经建
成，区位优势日益凸显。

高铁一响，黄金万两。 辖区内的郑万
高铁巫山站位于巫峡镇桂花村 4 组，于
今年 6 月 20 日正式通车。 通车后，作为
渝东门户的始发站，更加熠熠生辉，巫峡
两岸的桂花移民新村将成为巫山的“鼓
浪屿”、白水河将成为三峡移民精神的发
扬地、艺术三峡文旅的打卡地、农业现代
化的缩影地，焕发出新的活力。 巫峡的未
来发展，必然可期。

机场路月亮淌至马垭口路段的人文
景观，展示各类文化元素。 公路外侧建造
了古朴古风、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建成
观景台 5 个、观景长廊 3000 米、休闲亭 3
个、停车场 2 个，栽培各类花木 4000 余
株，成为漂亮的旅游风景带，被人们称之
为“三峡最美迎宾路”。

巫峡镇牢牢把握建设生态优先新高
地和绿色发展示范区这个机遇。 大力发
展周末经济、休闲经济、夜经济、路边经
济等，将西坪、石里、白泉、白水等村（社
区）融入工业园区（边贸中心）发展，将七
星、桂花、陈家、新路村融入桂花早阳组
团发展，打造春天赏花（柳树、七星、东
岗）———夏天纳凉（春泉、青山、龙山、陈
家、新路）———秋天采果（东岗、白水、平
安）———冬天赏红叶（文峰、跳石、绿水、
桂花）的农旅融合精品线路，开启融合发
展新局面。

“我们白水村，随着区位、交通、生
态、产业等优势的日益显现，我们将紧抓
机遇，结合乡村振兴，大力发展集民宿、
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县城后花
园’，让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巫峡
镇白水村党支部书记方龙海介绍。

水陆空铁齐备 开启融合发展新局面

巫峡镇沿江河两岸， 低头可见绿水
青山，抬头目遇蓝天白云。 小三峡、神女、
文峰等景区群集其中。 未来五年将形成

“万亩脆李、万亩柑橘、万亩蔬菜、万亩干
果”的产业集群。

该镇立足城郊地理优势， 不断优化
产业结构，按照县委县政府“1+3+2”产业
部署和“四个一万亩”的产业总体发展思
路，因地制宜全面升级脆李、柑橘、蔬菜、
干果等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目前，脆李柑
橘标准园建园面积达到 2 万亩、 蔬菜保
供基地 5500 亩、干果产业 1500 亩。 其中
柳树、 东岗 2 个村已纳入国家级现代农
业园规划，绿水、白水、桂花、七星、文峰 5
个村已纳入市级现代农业园规划， 沿江
沿河沿路 7100 亩业主果园进入“数字果
园”应用体系。 完成蔬菜、水果类绿色认

证 6 个、“一村一品”3 个、 市级示范合作
社 2 个。 依托大小三峡景区、摩天岭风情
小镇、文峰景区，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型、
景区景点依托型、特色产业支撑型、高山
避暑纳凉型等特色乡村旅游， 建成一批
乡村旅游特色景观带、特色文化带、美丽
乡村带。 新增农家乐 50 余家，年均接待
游客 0.7 万余人次，综合收入达 100 余万
元。

赏花、采摘、户外运动、森林康养于
一体的生态资源发展模式， 正串起这里
的厚重文化和秀山丽水， 开启巫峡镇农
旅、文旅、商旅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我家的纽荷尔一年可以卖 8 万元
左右，我还顺便开了一家农家乐，一年收
入有 10 多万， 一年总共收入有 20 万左
右。 ”巫峡镇白水村村民邹后权说。

生态资源集群 描绘和谐共生新画卷

历史文化厚重 打造文化基因新高地

航拍下的巫峡镇文峰村脆李园。

三峡里·竹枝村效果图。

产业路像“玉带”缠绕在山间。

乡村农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