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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雷行星 肖乔 文 / 图
白纸绘美景，平地起新城。近年来，龙

江新区从“一纸规划”绘蓝图到“多点开
花”抓实干，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投身
这片热土，参与并见证着龙江新区日新月
异的变化。

日前，记者在龙江新区温德姆酒店项
目建设现场看到， 所有大楼主体已经完
工，项目经理于东河正忙着指挥工人们浇
筑混凝土、墙面挂网等，大家各司其职，在
严格落实安全防范要求的基础上，高质量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去年 7 月来到巫山的于东河，用了一

年多时间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个面积相
当于 2 个足球场大的建筑，从荒地上拔地
而起再到封顶装修的全过程。

“因为我们中冶建工在龙江新区有三
个建设项目， 看着新区这些大楼一天天

‘长高’，觉得自己的努力有了收获，心里
非常有成就感，这也是我和龙江新区一起
成长的见证。 ”于东河感慨地说。

除了温德姆酒店外，龙江新区内的鸿
泰·龙门汇、县人民医院早阳分院等 24 个
重点项目正有序推进。 同时，龙门街道围
绕龙江新区“产城景融合发展”三峡港湾
城建设，坚持稳进增效、除险清患、改革求

变、惠民有感工作导向，认真落实“三服
务”机制，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建立健全
服务企业协调机制，实行“千名干部进万
家企业”走访活动，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营造优良的市场营商环境。 现已
新增市场主体 236 家，总量达到 1999 家，
为龙江新区建设注入了强大活力。

有了“产城”，自然也少不了“景”。
在宁江渡公园，紫色的薰衣草、金黄

色的雏菊、碧绿清澈的长江水，构成一幅
清爽悦目的自然山水画面。不少市民正拍
照打卡，记录这秋日美景。

“这里景色很美，空气也很好，漫步在

蜿蜒曲折的栈道，欣赏这如梦如幻、如诗
如画的醉人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在这里
可以抛开一切烦恼的事情。 ”市民雷蕾说。

近年来，我县深入实施“两江四岸”消
落带综合治理，推动城市重要节点绿化及
坡坎崖生态修复。依托沿线峡、湾、滩等特
色空间，合理布局宁江渡、烟雨、龙门等城
市公园，由秀林、绿地、江湾组成的生态空
间骨架，营造出“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
意趣，形成城绿相融、自然开放的城市空
间。

如果把城市比作有机体，那么楼房和
公园就是城市的骨骼和肌肉，道路和桥梁
就是一条条血管和动脉。

2022 年 6 月 20 日郑渝高铁全线贯通
运营， 全长 1068 公里， 巫山到重庆 2 小
时，到成都 3.5 小时，到郑州 2.5 小时。

同年 8 月 26 日，G42 沪蓉高速巫山
东互通开通，6 分钟即可抵达高唐组团。

今年 ７ 月下旬， 备受瞩目的龙门复
线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龙门复
线桥将与龙门桥组成双向四车道的交通
通道，并肩跨越在龙门峡口，呈现如同两
道彩虹连接起两岸青山的壮美景观。 届
时，不仅能有效缓解交通压力，也将推动
高唐组团与龙江新区、早阳组团的高效互
联互通，对我县加快产城景融合三峡港湾
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如今的龙江新区，30 分钟上高速、1
小时周边、2 小时主城、5 小时京津冀已不
再是梦想。

一个以山水为底色，以高质量发展为
目标，朝着天更蓝、水更清、城更绿，生态
更优良、人民更幸福的三峡港湾城正强势
崛起。

崛起的龙江新区

龙江新区全貌。

本报记者 董存春 雷行星 文 /
图

龙门大桥位于国家 AAAAA 级旅游
景区巫山小三峡峡口，是连通大宁河两岸
的唯一道路。

龙门大桥是双向两车道，桥较窄。 在
上下班高峰时段拥堵严重，已为成制约我
县社会经济发展交通瓶颈，建复线桥成为
全县群众翘首以盼的重点民生工程。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今年 6 月中旬，
顺应群众期盼的市级重点工程龙门复线
桥开工建设。据悉，项目建成后，不仅能有
效缓解交通压力，也将推动高唐组团与龙
江新区、早阳组团以及江南片区的高效互
联互通，对我县加快产城景融合三峡港湾
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6个施工点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深秋时节，大宁河两岸色彩斑斓。 11

月 5 日， 记者在龙门复线桥施工现场看
到，70 余名施工人员正有序地进行着挖
桩基、锚杆锚索等工作，现场一片热火朝
天的景象。

据项目经理王子强介绍，龙门复线桥
总工期是三年， 于今年 6 月中旬开工建
设，线路全长 1091 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次
干道，设计速度 40Km/h，单向双车道，路
幅宽度为 12 米。 其中，桥梁总长 937 米，
主桥 173 米，主桥跨越大宁河，采用跨径
约 170 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

为加快施工速度， 在严格把控质量、
安全的前提下，施工方以高标准、严要求
全力推动两岸建设工作，争取早日解决群
众出行和生活难题。

“目前，我们共分为两个施工区域，一
个是老城方向西岸， 一个是新城方向东
岸，总共分了 6 个小施工点，整个工作面
呈平面流水作业，以此来保证项目整个进

度。 ”王子强告诉记者，目前，龙门复线桥
建设有序推进，正在开展桥梁施工前期的
边坡治理工作，将逐步推进桥梁主体结构
施工。 接下来， 将持续加强工程质量、安
全、进度、文明施工的管控力度，克服施工
场地狭窄、地质环境差、施工难度大等困
难，尽全力完成施工建设工作。

按照规划设计，龙门复线桥和龙门大
桥均为单向通行。 出城方向经龙门复线
桥，进城方向经现龙门大桥。项目建成后，
龙门复线桥将与龙门大桥组成双向四车
道的交通通道， 并肩跨越在龙门峡口，呈
现如同两道彩虹连接起两岸青山的壮美
景观。

施工期间 交通出行不会中断
对于龙门复线桥的建设，群众也表达

出了期待和疑虑。
“我经常在上下班的途中经过龙门大

桥， 发现它早高峰和晚高峰都非常的堵。
现在看到龙门复线桥正在建设中，希望早
日建成通车。 ”市民谢金金表示，但他也有
个疑问，在建设桥的过程中会不会进行交
通管制，让现在的龙门大桥变得更堵。

就市民最关心的是否会封闭施工的
话题，王子强表示，现目前他们初步的方
案是在新桥建成后，改由新桥通车，再封
闭既有的道路，实施边坡部分治理，整个
交通不会中断。

因龙门复线桥位于小三峡峡口处，在
加快建设的同时还需兼顾环保。

王子强告诉记者， 在环境保护方面，
龙门复线桥主要涉及小三峡峡口一些落
石，以及临江的防护，项目单位采取设置
拦石网和拦石围挡，进行防落石、防坠物
掉入江中的保护措施。 涉及噪音排放上，
项目进行了工序的调整，在夜间尽量采取
降噪措施或者噪音比较小的施工工序，来
保证噪音小于控制标准； 涉及扬尘治理
上，主要采取雾炮，喷淋措施、高压水枪

等，特别是针对边坡钻孔，扬尘比较难控
制的地方， 进行湿式作业和防尘维护，督
促文明施工，营造良好的施工环境，确保
项目按时序顺利推进。

克服困难 合力推进项目建设
桥梁建设是百年大计。龙门复线桥的

建设实属不易，凝聚着县委、县政府及相
关职能部门的艰辛付出。

按照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自 2017
年底开始，县交通局下属巫山县交通开发
有限公司便委托重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
院开展巫山龙门二桥及引道工程方案设
计。 到 2019 年，在进行地质勘察时，因龙
门东地质破碎，不能满足特大桥地质建设
需求，导致下桥位方案无法继续推进。

后又改为“隧道 + 桥梁 + 隧道”方
案，由于交通联通度较低，且进入隧道需
在平湖东路绕行 2 公里的路程，绕行长度
远，交通功能性较差，加上隧道施工周期
较长等因素，致使未能开建。

2022 年初，交建集团又委托招商局重
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进行概念性
方案比选设计。通过多位地质专家的专业
评估，并报请重庆市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批
复，设置桥梁跨越二郎庙滑坡的设计方案
论证可行，并将龙门二桥名称变更为龙门
桥复线桥。

龙门复线桥属于重大项目建设，自项
目建设确定以来， 先后通过银行贷款、招
商引资等形式解决龙门复线桥建设项目
资金问题，最终确定通过招商引资，项目
由市城投集团、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组成联合体，并作为社会投资人参
与。 项目建成后，两座桥梁连结道路两头
均为双向四车道，将极大减缓交通压力。

龙门复线桥建设有序推进

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曾露 文 / 图
初冬时节， 平均海拔 1500 多米的红椿

土家族乡，时常云遮雾绕。 雾气迷蒙的山林
间，时常能遇到不少村民，拿着长杆，背着竹
篓或尼龙袋子。 竹篓或袋子里，装着颜色各
异的松果。

“青色、褐色的一般是从树上摘下来的，
棕色的一般是在地上捡的。 ”闲暇时，偏岩村
党支部书记李绪凤也时常与侄儿李袁军在
山林间采摘、 捡拾松果，“以前没人来收，松
果也只能烂在林子里。 现在一斤松果收购价
1.2 元到 1.5 元， 半天下来就能捡两三百斤，
大家的积极性也起来了。 ”

高寒的红椿土家族乡，大部分区域为江
南市级自然保护区， 森林覆盖率近 80%，主
要树种为白皮松、海松、华山松、马尾松等松
科植物。

村民们采摘和捡拾的正是这些松科植
物所产的松果。

“前年松果长得好，我一个人就卖了三
万多元。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李绪凤对家乡
的一草一木都极为熟悉，“华山松结果是五
年一轮，五年里有三年结果两年不结果。 结
果的三年里又是一年多两年少， 去年就没
有。 ”

不仅如此，松树结果情况也与气候息息
相关。

“三晴两雨的年份就长得好，松果的个头、外观都
好，松仁也饱满，就能卖好价钱。”李绪凤告诉记者，2021
年就是“三晴两雨”风调雨顺的好年份，全乡许多村民都
靠着松果增加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整个乡有 5 家松果收购加工厂。 前年我们一家就
收购了 300 多吨，全乡怎么也有 1500 吨。 ”从事松果收
购加工 30 余年的杨利俊今年又在偏岩村租下了一处民
房，开始收购松果，“100 斤松果能出 13 斤左右的松仁，
主要销往东北等地。 ”

据初步统计，2021 年，1500 吨的松果为红椿全乡村
民带来了超过 400 万元的收入。

“1500 吨，应该只是全乡松果产量的一小部分。 ”李
绪凤估计，偏岩村采摘和捡拾的松果不到全村松果产量
的三分之一，“村里大多是留守老人，上了年纪，偏远和
陡峭的地方不敢去，上树也困难，所以有很多松果都没
有摘。 ”

不仅如此，由于华山松生长年限、海拔、地理位置等
影响，红椿的松果采摘期能从处暑一直持续到小寒。

可平均海拔超过 1500 米的红椿， 过了白露就时常
大雾弥漫，一般立冬就开始飘雪，不利的天气条件给采
摘和捡拾松果带来了困难，许多松果只能零落成泥。

不过，对于曾守着绿水青山却过苦日子的红椿村民
来说，已开始尝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甜头。

“我们地处江南市级自然保护区，是长江防护林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同样肩负着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的职责和使命。 ”红椿土家族乡党委书记谭洪平介
绍，近年来，红椿在守护好绿水青山的同时，依托良好的
生态环境着力发展中药材、高山蔬菜、松果加工等高山
特色生态产业， 让绿水青山带来源源不断的“金山银
山”。

红
椿
土
家
族
乡：

满
山
松
果
藏
﹃
金
豆
﹄

村民李袁军正在山林间采摘松果。

兹有巫山县曲尺乡人民政府遗失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山支行曲尺分理处开户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6678000128102， 账 号 ：
3903050120110000079），声明作废！

兹有余国彦（身份证：512227641110941）遗失
小学教师资格证，证书编号 965155920001891，声明
作废！

兹有王同美（身份证：512227197301184566）遗
失小学数学教师资格证（编号：965155921000790），
声明作废！ 2023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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