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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县紧紧围绕
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全面落实到重庆大地上这
条主线， 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学好用好“两
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
依托三峡库区优良山地立
体气候，持续将生态优势转
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形成
“生态资源—生态产品—生
态品牌—生态效益”良性循
环，绿水青山“颜值”不断提
升，金山银山“价值”日益彰
显， 绿色 GDP 占比达到
78%，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增 长 至 2021 年 的
34561 元、12161 元，年均增
长 8.2%、9.5%。 2022 年 11
月，荣获第六批全国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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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个家乡巫山美，美就美在那
山和水。 水在峡中流云在半山飞，山歌那
个悠悠飘下河，醉了一江水……”脍炙人

口的歌曲《我的家乡巫山美》，65 万巫峡
儿女都会哼唱。 歌词里的意境，正是巫山
的真实写照。

夏日的巫山，山间果园、林地、田块、
房屋错落有致。从江南到江北，2958平方
公里，仿佛覆盖了一层“绿被”。 面对共同

富裕的新使命，巫山正全力打造“云雨巫
山·红叶绿果”气候经济模式，以好生态铸
就了一条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共富之路。

好生态造就好风景：库区腹地变身美丽之地
我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是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主动扛起上游

责任、强化上游意识，做好“水文章”、念好
“山字经”、练好“气字诀”、打好“红叶牌”，
构建起以小三峡·小小三峡和巫峡·神女
景区 2 个 5A、 一批 4A3A 景区为主的星
级景区集群， 加快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 大昌湖创建国家湿地公园，五里坡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区域列为世界自然
遗产地。

据介绍，我县扎实推进“三水共治”、
“水岸联动”， 投资 12.8 亿元用于水环境
系统综合治理 PPP 项目。 深化长江、大宁
河等消落带生态修复工作，实施长江十年
禁渔，关停拆除码头 24 座。长江干流水质
稳定保持在Ⅱ类水质，描绘了一江碧水向
东流的壮美画卷。

近年来，巫山大力实施“两岸青山·千
里林带”绿化行动，累计造林 140 万亩，实

施矿山生态修复 2 万余亩，治理水土流失
12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67.6%。 坚持

“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原则，构建经果林、
观赏林、生态林三带绿化效果，实现增绿
与增收双赢。积极保护金丝猴、珙桐、红豆
杉等珍稀动植物。

“北有香山红叶、南有巫山红叶”驰名
中外，三峡红叶业成为美丽中国的靓丽名
片。 每年秋冬时节，壮美的三峡红叶与峡
江融为一体， 吸引无数游客前往巫山打
卡。目前，巫山种植红叶景观林 120 万亩，
建成全国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观赏期最
长的红叶旅游观光基地。 连续成功举办
15 届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 吸引游
客 6000 余万人次，综合收益 421 多亿元。

为了守护好蓝天白云，巫山坚决淘汰
关停落后产能，关闭全县所有煤矿，持续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空气质量优良
率稳定保持 98%以上，获评“全国百佳深
呼吸小城”“中国天然氧吧”。

近段时间，曲尺、官渡、两坪等乡镇的
村民，忙着为脆李疏果。“去掉小果、残次

果，能保证脆李的品质、品相更好。”6 月 4
日，两坪乡周家村一村民这样说。

“我们在严守生态红线、耕地红线基
础上，按照产业进山宜农则农、宜林则林、
宜牧则牧的产业发展原则，积极主动调整
结构、创新模式、塑造品牌，推动生态为农
业增值增效、农业为生态添绿添彩。”县农
业农村委主任易前聪告诉记者。

如今，全县形成以“脆李 + 柑橘、中
药材、 核桃 + 烤烟、 生态养殖” 为主的

“1+3+2”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规模化种
植、组织化生产、科技化服务为主要特点
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以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家庭果园、种养大户等
新型经营主体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经营
体系。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100 万
亩，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4%。

同时，建成脆李、柑橘产地仓储保鲜
冷链设施 10 个，创办食品加工、中医药等

特色产业园，引进培育各类农产品精深加
工厂 10 余家，培育脆李酒、脆李月饼、巫
峡粉丝、 中药饮片等加工农产品 500 余
个。建成烟台·巫山产业园“双创”中心、烟
台（巫山）博士工作站等科研平台，有序开
展巫山淫羊藿提纯等九大课题攻关。

易前聪表示， 巫山脆李年产量 13 万
吨，荣获“中华名果”“中国气候好产品”称
号，品牌估值达 22.56 亿元，连续多年蝉
联全国李品类第一，获评“中国脆李之乡”
和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成功举办四届
巫山脆李采摘节和五届长江三峡李花节，
扩大巫山脆李、柑橘影响力，助力农户实
现年均增收 8 万余元。

好生态孕育好物产。我县还成功注册
“巫山恋橙”“巫山庙党”等地理标志商标，
入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好生态孕育好物产：山地农业变身致富产业

我县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发展理念，合理安排城乡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努力实
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们更向
往。

据介绍，我县全力建设三峡港湾魅
力新城。突出江城风格、山城特色，巧妙
利用山、水、岸、桥、灯和隧道，统筹江
城、江镇、江村规划建设管理，推动山下
三峡港湾城、 山上生态康养区协同发
展。如今，县城由 7 平方公里 18 万人向
30 平方公里 30 万人的规模拓展。

眼下，已建成红叶广场、烟雨公园、
朝云公园、文峰公园等城市公园，城区
绿化率达 41.17%， 推窗见景、 开窗见
绿。 推出三峡之光情景夜游、宁江渡生
态文化公园、 南陵街·竹枝村等城市新
名片， 着力建设高峡平湖山水文化名
城。

抓好村庄规划，建设下庄、摩天岭、
小三峡、神女峰特色产业发展区和龙骨
坡粮食安全示范区 5 个示范片。全面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因
地制宜打造小组团、布局微景观，让乡
村看得见青山、留得住乡愁。

同时，充分利用海拔 1400 米以上、
森林覆盖率 80%以上、 夏季平均气温
23℃等气候资源优势，高标准打造巫山
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构建起“康养 +
旅游、农业、文化、医疗、运动、研学”等
融合发展新模式，创建以下庄院子为代
表的三峡宿集，荣获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建设单位、 中国最美休闲度假胜
地。

好生态是“金饭碗”，绿色发展释放
红利。 如今，绿色俨然成为全县高质量
发展的鲜明底色。 65 万巫峡儿女，奋力
在巫峡大地上书写生态发展的生动故
事。

我县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拥有世界自
然遗产地、国家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等众
多宝贵自然资源， 蕴藏着丰富的森林、风
光水储等绿色发展资产。 近年来，我县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动生
态资源禀赋变现，培育县域经济发展新动
能。

我县加快打造百亿级风光水储清洁
能源基地，大溪抽水蓄能电站开展预可研
审查， 已列入全国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
投产风光项目 30 万千瓦， 占重庆总装机
容量 15%，两坪三溪光伏一期是全国最大
的山地集中光伏项目， 年均发电 1.6 亿
度。 在建项目 3 个、总装机 50 万千瓦，建

成后年发电约 5.3 亿度， 年产值 2.18 亿
元。

积极推进储备林建设，全县森林面积
增长至 274.66 万亩， 森林蓄积量提升至
615 万立方米。 通过林地租赁、林木托管
等形式，将村庄“四旁”隙地和农民零散
化、碎片化林木资源进行集中储备，森林
碳汇储备显著增加。

目前，完成 6 家露天非煤矿山修复提
档升级， 实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1890 公
顷。 持续巩固提升绿色矿山创建成果，编
制完成《巫山县“十四五”矿产资源总体规
划》，积极推进 6 家绿色矿山建设，争取产
能指标 2500 万吨，有序开展页岩气、煤层
气勘查工作。

好生态蕴藏好资产：沉睡资源变身绿色资产

石漠化土地种上巫山脆李。（资料图）

黄岩景区红叶。 张朝阳 摄

好
生
态
带
来
好
身
心：

城
乡
颜
值
变
身
生
活
品
质

巫山生态工业———光伏发电项目。

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象。（林业局供图）

摩天岭秋色（资料图）。 (曲尺乡供图)

赏“野山谷”湿地花海。 记者 王忠虎 摄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向君玲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