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3日早上 7点半，江北区江北
城街道巡河护河综合服务队队员吴太江
准时来到江边，和队员一起沿着江北嘴
江滩公园巡河。

吴太江所巡护的江滩公园，处于长
江、嘉陵江两江交汇段，岸线全长6.01公
里，每年因三峡水库调蓄形成消落区。
特别是打鱼湾码头沿岸，每年4—6月露
出水面形成沙滩，因阳光沙滩的美丽风
景，在2020年被网友称为“渝尔代夫”而
火遍全网。

随着江北城段消落区综合治理工程
启动，“渝尔代夫”沙滩随之升级。如今
的江北城 6公里岸线沿岸消落区，已成
为集健身、休憩、观景于一体的滨水生态
公园。

据了解，江北城段消落区综合治理
工程始于嘉陵江北岸长安码头，止于塔
子山麓观音寺，岸线全长 6.01公里。过
去，江边就是原生态的消落区，满目是光
秃秃的沙滩和杂草，汛期过后还会留下
大量泥沙和垃圾。2020年 5月，江北区
启动江北城段消落区综合治理工程，一
期为嘉陵江段跨长安码头至千厮门大
桥，共 1.7公里，已于去年国庆节面向市
民开放。二期是长江段跨江北嘴两翼至
长江北岸塔子山，共 4.3公里，2021年 2

月开工，今年6月底完工。
如何让消落区既能保持生态功能，

又能提供市民亲水需求？江北区在 175
米水位以下选择了狗牙根、卡开芦、白茅
等适合消落区栽种的植物，保证洪水后
迅速复绿；在175—185米之间成片种植
粉黛乱子草、狼尾草，在180米以上种植

晚樱、蓝花楹等乔木，不但四季常绿，且
维持了自然野趣。为了打造开放共享的
滨江公共空间，公园建有三级休闲步道，
弹性道每年春夏之季露出水面，方便游
客戏水；亲水道建有步行道、骑行道，供
市民日常休闲；活力道则为人们“充电”，
市民可在这里喝咖啡，可登上新修复的

古城墙感受江北城的厚重历史。
不仅如此，公园还依托自然地形，打

造立体城市景观带。据了解，公园内建
有五个挑空观景平台和莺花古渡、金沙
火井等十处景点，呈现山城重庆山、水、
城、桥交相辉映的独特风景。

依托消落区综合治理，“渝尔代夫”
沙滩也得以升级。江北城街道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2020年，“渝尔代夫”沙滩
火爆“出圈”后，当年迎来 60万游客打
卡，但游客除在江边玩沙、戏水外，没有
其他休闲项目。如今，江滩公园不仅可
戏水、可观景，还可休闲，可供市民“打
卡”的区域更多了。

眼下正是盛夏，但“渝尔代夫”沙滩
仍然火爆程度不减，每天太阳落山后都
要迎来数以千计的游客，周末更是多达
上万人。为了保护两江，江北城街道在
6公里的江岸上分别成立了三洞桥、桂
花街两个河长制工作站，并专门成立了
巡河护河综合服务队，吴太江和他的同
事们每天“两班倒”值守，24小时巡河护
河。加上街道、社区两级河长和辖区内
的志愿者，这支护河队伍多达近百人。

涪陵坪西岛探索绿色发展之路

龙眼古树重生 带“活”乡村旅游

江畔消落区如何“变身”亲水生态公园

“渝尔代夫”沙滩变形记

江津

“全国最大露天放映机”
成市民“打卡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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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位于涪陵区南沱镇的坪西岛四面环
水，形似一艘巨轮。

鲜为人知的是，享誉全国的“重庆宝
贝”之一——涪陵龙眼的发祥地，便是坪
西岛。

但由于岛上居民实施整体搬迁，曾
经繁华的坪西岛一度成为无人居住的荒
岛，岛上的龙眼古树只能自生自灭。

近年来，涪陵围绕江心绿岛的保护
利用，启动了对坪西岛的生态修复。

在此基础上，当地在岛上因地制宜
构建起以赏花、采果为主的生态观光农
业，使之成为涪陵推动绿色发展的又一
典范。

坪西岛上，已有 400多年种植历史
的涪陵龙眼，不仅迎来了新生，还成了当
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的
主力军。

涪陵曾经的“富裕村”

坪西岛又名坪西村，早在明朝时期，
就有从湖广两地迁徙而来的先民将龙眼
种子带到这里，开始大规模种植。岛上
至今仍保存着500余株百年龙眼树。

“上世纪90年代，坪西村便已发展起
经果林产业，成为涪陵最富裕的一个村。”
南沱镇副镇长刘家奇说，这座江心岛气候
湿润、日照充足，土壤是典型的砂质土，疏
松且保水保肥力强，长江水的涨落起伏，
又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坪西岛的龙眼汁多肉厚，每年9月龙
眼成熟，一簇簇龙眼缀满枝头，把树枝压
弯了腰。白露前后雨水较多，成熟的龙
眼需要抢晴采收，以前岛上村民忙不过
来，便会请附近陆地上的村民上岛帮忙。

刘家奇于2001年出任和睦村村支书。
和睦村是离坪西岛最近的一个陆地村落，三
峡水库蓄水前，两村只隔了一条小河。

在刘家奇记忆中，每到龙眼采摘季，
坪西岛比过年还热闹。壮劳力背着箩筐
爬上树干，用绳子将一筐筐龙眼从树上
运下来。树下，负责接应的妇女、老人将
龙眼分拣、打包，最终卖到涪陵城区。

彼时，坪西村的人均年收入已有五
六千元，几乎家家户户都住上了砖墙
房，这让当时的刘家奇羡慕不已。“外村
的姑娘们都想嫁到岛上去。”刘家奇笑

着回忆。

合力打响古树保卫战

2004年，为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坪
西岛实施整体异地搬迁，岛上 297户、
1320余位村民告别故土，迁往就近的乡
镇或涪陵城区。

自此，坪西岛成为一座无人居住的
荒岛。其昔日的繁华，告一段落。岛上
的龙眼树，也无人管护。

由于坪西岛划归当时的涪陵区移民
局管辖，移民局便聘请了三位村民，负责
岛上的日常安保。

张洪贵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土生土
长的坪西岛村民，“我舍不得岛上的一株
株龙眼古树。”

可是，坪西岛面积有650亩，三名管
护员根本管不过来。“十多年来，岛上藤
蔓疯长，将龙眼树紧紧缠住，很多龙眼树
都死了，最终只有一半活了下来。即使
活着的，也越长越‘瘦’，还受到杂草、病
虫害的侵袭。”张洪贵说。

而彼时，作为涪陵区人大代表的刘
家奇也意识到同样的问题，连续多年提
交议案，呼吁相关部门加大对坪西岛古
树资源的保护利用。“龙眼古树是坪西岛
上的‘活化石’，和古城、古桥一样，古树
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一旦毁了，就再也没有了。”他在议案中
这样写道。

在各方呼吁下，近年来，涪陵区实施
了坪西岛岸线环境整治，修筑了3000余
米的护岸堤坝，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并
对岛上的杂草、违规菜地等进行了清

理。同时，增派人手，启动了古树抢救复
壮行动，全面摸清岛上古树资源本底，围
绕“一树一策”，逐一修复，强化日常管
护，留存住乡愁记忆。

如今岛上每一株龙眼古树都贴上了
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树龄信息、管护
流程一目了然。“这是去年才推行的二维
码溯源系统，这就像是为古树建立的健
康档案，我们还会根据其健康状况，进行
日常修枝、追肥，随时调整管护重点。”张
洪贵说。

如今，坪西岛上 500多株龙眼古树
都有专人施行科学看护。看着一株株古
树迎来新生，张洪贵欣慰地笑了。

坪西岛将现昔日繁华

龙眼古树的重生也为坪西岛带来了
新机遇。如何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
承，让这些老祖宗留下的人文瑰宝真正

“活起来”，成为当地政府思索的新问题。
山水相依，风景如画，拥有独特自然

资源的坪西岛从不缺少投资者的青睐。
早在2018年，就有几家大型企业想在岛
上发展旅游地产，还规划了五星级酒店、
游乐场等配套设施。

“最大的一个项目，总投资上亿元，
每年能为政府带来 1000余万元的财政
收入。”刘家奇坦言。近五年，像这样的
旅游开发项目，当地政府就拒绝了七八
个，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岛上生态的原真
性和完整性。

“在保护的基础上，我们也在不断探
索绿色发展之路，实现资源优势的价值
转化。”刘家奇说。

2020年，涪陵区在坪西岛启动了生
态示范园建设，按照“一心一轴五园”进
行布局，“一心”即为综合管控基地，“一
轴”为产业发展轴，“五园”包括龙眼产果
园、新建荔枝园、新建龙眼园、水鸟栖息
园、及龙眼荔枝品种园。

“与过去的旅游开发不同，坪西岛生
态示范园是由国有资本牵头，在对‘山水
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的基础上，合
理利用人文自然优势，围绕‘绿色、低碳、
循环、智能’，发展以龙眼荔枝为主的观
光采摘体验农业。”项目部负责人易永文
告诉记者。

目前，项目已完成环岛公路建设，对
580余亩岛域土地进行了宜机化整治，
新栽种了从全国各地引进各品种荔枝、
龙眼苗木 6940株、四季果树苗木 3050
株，唱响了“春有枇杷、夏有荔枝、秋有龙
眼、冬有脐橙”的乡村旅游“四季歌”。

“与此同时，我们还围绕龙眼古树，
深挖历史人文资源，让古树更好地‘活’
在当下，助推美丽乡村建设。”易永文说。

未来，坪西岛将建成中国北缘最
大的龙眼荔枝品种资源保护基地、涪
陵首个龙眼荔枝品牌种植基地，以及
科普研学基地等。“随着一批智慧果
园、小微湿地、湿生植物示范园的建成
投用，上岛游玩的市民将越来越多，届
时，坪西岛将再现昔日的繁华。”刘家
奇信心满满。

近日，“红腿娘子”现身巫山大昌
湖国家湿地公园，且数量比2021年的
11只增加了近一倍，达到20只。

“红腿娘子”，学名黑颈长脚鹬，
是一种修长的黑白色涉禽，因其长长
的腿呈红色而得名。黑颈长脚鹬有优
雅的身姿、细长的红腿，走起路来，不
紧不慢，飞行时两腿后伸，如射出的箭
一样，又被鸟友称之为“鸟中模特”。

随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不断
改善和老百姓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
大昌湖湿地公园陆续迎来包括黄嘴
白鹭、白骨顶鸡、鸳鸯等国家一、二级
保护水禽前来栖息，水禽种类比建园
时增加近20种。

巫山报通讯员 马正伦 摄

“红腿娘子”
现身巫山大昌湖

7月12日，S305酉阳南腰界红色旅游二级公路通
车。该公路大幅缩短了南腰界至酉阳及周边县城的
车程，极大改善了老区群众的交通出行条件，对加快
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酉阳段）南腰界革命根据地
景区建设，打造红色旅游精品，助力老区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陈碧生 摄

□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全国最大露天放映机造型全国最大露天放映机造型

□ 江津日报记者 江波 文/图

7月 11日，记者在江津区白沙镇滨江路朝天嘴码
头旁看到，一个“放映机”巍然耸立，成为当地居民和游
客的“打卡新地标”。

这个“放映机”由废旧起重机改造而成，高 16米，
宽 10米，设置放映镜头、胶片盘，安装有轮廓灯、放映
灯，外形采用金黑色彩绘，还原老式电影放映机，是全
国最大露天放映机造型。

“‘放映机’名暂定为‘白沙守望’，是白沙镇滨江文
化长廊项目的子项目。‘白沙守望’既体现了白沙影视
文化特色，又寓意白沙蓬勃发展的守望者。”白沙镇相
关负责人介绍。

“全国最大露天放映机”紧邻朝天嘴码头、东华古
街、重庆影视城总部园区等重要电影、电视剧取景地，
不仅具备休闲、“打卡”等功能，还可用于影视剧拍摄、
宣传推广等。

近年来，江津区高度重视影视产业发展，坚持“以节
促产、以节促城、全域影城”，在运营体制、招商引资上积
极创新突破。目前，已建成80余亩的影视城总部园区，
吸引电广（重庆）影业、北京宝荣宝衣“影视服装道具库”
等30余家影视企业入驻，同时建设了重庆市唯一的影
视规划体验馆、全国唯一公安题材实景拍摄基地，糖厂
民国风情、清末民初古街、黑石山自然风景等三大片区
影视外景拍摄地深受全国各地影视拍摄剧组青睐。

沙坪坝

“15分钟健身圈”提升幸福感
□ 沙坪坝报记者 张婷

“街道新发布的运动地图上面标有健身步道，还有
羽毛球场、游泳池和瑜伽馆等，这些离我们都很近。”7
月 7日一大早，家住沙坪坝区联芳街道的居民邓绍碧
和朋友们一边晨练，一边讨论街道新发布的运动地图，
准备去地图上的健身场所慢慢“打卡”。

7月初，联芳街道结合辖区内的体育资源，新发布
了一份运动地图，上面详细标记了篮球场、乒乓球馆等
30余处健身场所，并标明了开放时间、地点位置、公交
和地铁路线、联系人与联系电话、收费还是免费等详细
信息，让居民在家门口健身锻炼更加方便。

其实，不仅在联芳街道，随着城市“15分钟健身圈”
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逐步建成，沙坪坝区的群众体
育蓬勃发展，“在家门口锻炼”的梦想正在照进现实。

据沙坪坝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沙坪坝
区城市“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并按照人口分布情
况，科学布局区级健身点，建成 580个全民健身点，农
民体育健身工程实现全覆盖，下一步将持续深入开展
百姓赛场等全民健身活动，升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打
造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琪金荣昌猪双河扩繁场投用
将实现年产种猪15000头
□ 荣昌报记者 曹让均

7月10日，首批1360头种猪入驻琪金荣昌猪双河
扩繁场，标志着该扩繁场正式投用。

据了解，琪金荣昌猪双河扩繁场项目于去年 4月
动工建设，项目占地80亩，总投资8000万元，设计能力
为常年保有荣昌种公猪100头、后备种公猪50头、能繁
母猪2400头、后备母猪800头。

该扩繁场的智能化程度高，配套建设有智能饲喂
系统、智能环控系统、智能监控系统、智能水电系统等
设施设备，能够满足人畜分离、干湿分离、集中饲养、封
闭管理、数据跟踪、全程溯源的标准化养殖。

“该项目的投产，将实现年产荣昌猪种猪15000头，商
品仔猪35000头，为打造荣昌猪全产业链的发展目标奠定
坚实基础。”荣昌区现代农业畜牧业管委会负责人表示。

江北区江滩公园，不少市民正在公园里散步。（资料图）

酉阳南腰界
红色旅游二级公路通车

易永文向记者介绍龙眼古树的保护。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摄

涪陵坪西岛宛如江中的一块翡翠。
涪陵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