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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记者 李燊

奉节县古时称为夔州，被誉为“中华
诗城”。

在长达2000多年的夔州诗词史里，
李白、杜甫、刘禹锡等上千诗人，留下万
余首传世名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
江陵一日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
江滚滚来”……走进奉节，随处可以感知
到中华诗词里的优美意境。

奉节立足生态和人文两大优势，以
培育和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为抓手，依托

“三峡之巅，诗·橙奉节”优势，打好文旅
融合、文产融合、文化惠民三张牌，积极
构筑特色鲜明的乡村文化体系，打造幸
福美丽的精神家园。

“诗与远方”在奉节

在兔年春节期间，备受全国观众喜
爱的央视《2023中国诗词大会》如约而
至，奉节第六次登上了《中国诗词大会》
舞台，再寻诗篇里的三峡，续写新时代新
奉节。

奉节积极通过中国诗词大会、“中
国·白帝城”国际诗歌节等品牌活动，不
断擦亮“中华诗城”金字招牌，大力推动
奉节悠久的诗词文化、三国文化、三峡文
化等特色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

文化资源的充分挖掘与转化是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基础。奉节不断将
文化元素融入旅游景区建设、旅游活动和
旅游商品开发，推动“优秀文化资源”活化
为“特色旅游资源”，并助力乡村振兴。

奉节县青龙镇的大窝社区，曾经有

一座废弃的硫磺厂。当地通过多年补植
补绿，生态修复，将其改造成了一座国家
4A景区。去年“五一”劳动节，景区正式
开园之后，迅速成为当地一个市民休闲、
自驾的热门“打卡地”。

“我们将这里打造成了一个工业文
化体验区。这里不仅有望月湖、海豚湾、
姻缘桥这些漂亮、现代的景观，还保留了
原来硫磺厂的工业文化遗迹，如厂部、宿
舍、食堂、炼磺炉等。这样能够让游客近
距离观赏 20世纪 50年代国营大矿区的
风采。”大窝社区党支部书记文金平说。

历史文化元素的注入，极大地提升
了大窝景区的文化底蕴和魅力，公园受
到了游客的欢迎，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农
家乐等产业的发展。

在奉节，像大窝社区一样，依托自身
资源发展特色乡村旅游的村镇，在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全县打造了一批国家级
美丽休闲乡村、市级美丽宜居乡村和特
色产业小镇、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在推动乡村文化全面振兴中，奉节
以文化铸魂，扎实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将
乡村打造成人们向往的“诗与远方”。

“橙心橙意”助振兴

诗城奉节有好山好水，更有脐橙和
美食。

奉节是全球八大脐橙主产区之一，
奉节脐橙果皮脆而易剥，肉质细嫩化渣，
享有“中华名果”之美誉。诗人杜甫移居
夔州（今奉节）时曾为之作诗：“园甘长成
时，三寸如黄金。”

奉节依托脐橙产业，带动一方脱贫

致富，演绎了“一棵树致富30万人”的故
事。如今，奉节脐橙作为当地特色农产
品，除了“致富果”身份之外，更以“诗·
橙”之名，助推乡村农旅融合，串起了更
长的乡村振兴“甜蜜产业”。

奉节县将“诗城”文化与脐橙产业结
合起来，讲好“诗与橙”的故事，助推农旅
融合发展，推动橙旅结合，打造了中国长
江柑橘博览园、诗·橙小镇，建设橙旅融
合示范点，培育星级橙家乐，助力形成脐
橙+旅游经济联合体。

历史文化悠久的奉节白帝城，周边
就是大面积的脐橙产区。“先赏白帝城，
再品‘白帝橙’”，成了一条颇受游客欢迎
的农旅融合线路。

如何让乡村旅游有特色？奉节着力
在品牌和辨识度上下功夫，用文化创新
赋能乡村振兴。

奉节县永乐镇大坝村脐橙种植面积
上万亩，产业规模大，种植技术成熟。近
年来当地每年三四月份出现的“花果同
树”奇观，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打卡”。
永乐镇大坝村党支部副书记左明春

说：“在以前，脐橙基本上长 3个月左右
就要上市，每年在 2月底前就会被全部
采摘了。现在通过科学选育，脐橙挂果
能长达8个月。这样不但能让脐橙错峰
上市增加效益，更能让脐橙在春暖花开
之时，形成“花果同树”的奇观，成为发展
乡村旅游的一个比较独到卖点。”

文明添香打造样板

4日一大早，家住奉节县朱衣镇砚

瓦村的村民郭世贵就提着一大袋的空
塑料瓶来到了村里的“朱衣镇砚瓦村垃
圾银行兑换点”，用废品换取了一些日
用品。

砚瓦村党支部书记田邦中说：“以前
农村这些塑料废品，村民习惯于随着垃
圾扔掉，容易污染环境。后面村里设了
这个‘垃圾银行’，村民能够用废品换一
些东西。这样既增进环保，又能让村民
得到一些实惠。现在这个‘垃圾银行兑
换点’已经运行了4年多，帮助村民提升
了卫生和环保意识。”

奉节县朱衣镇砚瓦村是农业农村部
评选的“一村一品”示范村。砚瓦村在弘
扬“诗·橙”文化，抓橙旅融合的基础上，
育村风淳民风，大力实施“五个好”工程，
构建起了和谐家园的良好氛围。

“五个好”的内容包括：创建“清洁家
园环境好”的人居环境，耕耘“勤劳孝善
家风好”的家风沃土，营造“诗书传家教
育好”的文化氛围，建立“和谐邻里团结
好”的邻里关系，规范村民“遵纪守法行
为好”的行为习惯。

砚瓦村建设和谐乡村的实践只是奉
节以文化引领、产业带动为乡村振兴赋
能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奉节通过大力
实施淳朴乡情工程，推进道德教化；实施
动听乡音工程，推进文化惠民；实施新型
乡贤工程，彰显榜样力量；实施文明乡风
工程，推进移风易俗；实施美丽乡愁工
程，传承农耕文化。

在讲好奉节故事中，增强群众的自豪
感，奉节在推进文化振兴中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努力贡献乡村文化振兴的“奉节力
量”，精心打造文化振兴“奉节样板”。

2 月 15 日，沙坪坝区中梁镇茅
山峡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
示范项目现场。

据悉，沙坪坝区丘陵山区高标
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正在中梁
镇、回龙坝镇等地快速推进，总面积
达到 4500 亩，按计划将在 3 月底以
前完成。

沙坪坝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项
目将通过“改大、改土、改水、改路”
四项措施，将小块土地合并为大块
土地，同时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助
力春耕春种，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重庆日报见习记者 尹诗语 摄

建好高标准农田
助力春耕春种

□ 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2月16日，春阳煦暖。
位于黔江城郊的武陵山机场，本期

按满足2025年旅客吞吐70万人次、货邮
吞吐3150吨、起降飞机8333架次目标需
求设计的改扩建项目已全部完工，即将
投入运营。

届时，因硬件设施不足而制约武陵山
机场发展的瓶颈将得以彻底破除，机场综
合保障能力会大幅提升，黔江“武陵山区
综合交通枢纽和旅游集散中心”的地位进
一步凸显，该区也将成为渝鄂湘黔四省市
边际区域重要航空门户和旅游中转港。

黔江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和重庆市东南
部中心，是国家和重庆市定位的武陵山片
区中心城市之一和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

“我们将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背景下，抓住发展新机遇，通过交通互
联互通、产业辐射带动、公共服务共享，
实现又一次发展腾飞！”黔江区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

交通物流辐射周边

这几天沃柑畅销，湖北省咸丰县的
生鲜批发商洪秀英准备了一台载重 10
吨的货车，再赴黔江采购。“这几年交通
方便了，现在咸丰至少 40%的水果货源
来自黔江。”

洪秀英原本只是个摆摊卖水果的商
贩。2018年她第一次到黔江进货，发现
该区依托黔江三磊冷链物流园的5万吨
高低温冷库，建起了完善的冷链物流系
统和 100亩农产品批发市场，二者均为
渝东南最大。

当时黔江到咸丰开车还要 1.5小时
左右，洪秀英每个月来进一次货，价格比
在其他地方便宜大约3%。

随着恩黔高速的通车，黔江到咸丰的
车程缩短至半小时，与周边区县的联系更
加紧密，商贸物流辐射带动能力更强。

“运费也比以往降低了一半。”洪秀
英说。有了更优的货源、更低的运费，洪

秀英也逐渐转型，开始向咸丰城区十几
家生鲜商店和十来个乡镇的水果店供
货，生意越做越大。

交通是黔江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
要基础。该区已形成“一机场三铁路四
高速”多向多式联运格局，武陵山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进展顺利。

依托便捷的物流，目前黔江有至少
30%的生鲜销往周边区县。

在此基础上，黔江还将依托便捷的
交通网络，加快推进 450万吨铁路货场
建设，建成渝东南综合型铁路物流中心；
优化机场与物流园区道路接驳，建设渝
东南航空物流中心；完善城市配送体系
和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建设邮
政快递业区域性分拨中心；布局“1+N”
个三级冷链物流节点，形成区域性冷链
物流集群化发展态势。

产业经济带动周边

立春后，大地回暖。在酉阳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龚滩镇罾溏村青蒿基地内，
种植大户王世习播种了三周的青蒿苗已
长到5厘米高，再过1个月就可以移栽。

王世习做了多年建筑工程承包。近
年来，他想转型发展“绿色经济”，但一直
找不到有稳定收益的项目。2021年经
朋友介绍，他从黔江的重庆科瑞南海有
限公司了解到，在酉阳种植青蒿既有气
候优势，市场前景也不错，于是开始大规
模种植青蒿。

作为区域最大的青蒿加工企业之
一，科瑞南海已建成年产 100吨的青蒿
素提取专用生产线，在青蒿素全球市场
占有率超过25%。带动酉阳、垫江、梁平
等区域发展青蒿种植1.5万余亩，这些青
蒿70%被该企业“吞掉”。

据了解，黔江区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和
区位优势，以渝东南首个高新区——黔江
高新区为依托，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
料、消费品工业、新能源、卷烟及配套“五
大产业集群”。

除了以科瑞南海为龙头的生物医药

产业外，玻纤新材料产业已形成以三磊玻
纤为引领的“1家链主企业＋10家配套企
业”发展格局，其原料来自黔江及周边区
域；黔江蚕桑初步构建起茧丝绸和蚕桑生
物两大产业集群，成为兼顾生态治理、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绿
色生态产业，涵盖种植养殖、加工制造、商
贸流通、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实现一二
三产业协同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目前，黔江已建成渝东南首个百亿
级特色工业园区，去年规上工业完成总
产值144.5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5.7%，增速位居渝东南第一、全市第
五；完成工业投资 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增速排名全市靠前。

下一步，该区将与山东日照共建“黔
江·日照飞地经济产业园”，启动“重庆高
新区·黔江产业合作示范园”建设，打造

“交通工具零部件、建筑工程轻量化产业
园”，设立技术研发平台和企业创新服务
中心，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加强对周
边区县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

公共服务周边共享

“手术后做家务不觉得累了。”2月
14日，在黔江区中心医院胸心外科，前
来复诊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
星光村村民罗孃孃告诉医生。

去年，患有严重风湿性心脏病的罗
孃孃，在黔江区中心医院接受了心脏瓣
膜置换手术。

像罗孃孃这样从其他区县到黔江就诊
的病患并不少见。去年该区医疗机构就医
人口中，每3人中就有1人来自黔江区外。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黔江一直致力
于通过优质公共服务共享、提升城市品
质，增强区域集聚辐射功能。目前，该区
拥有渝东南仅有的两所高校，并建成 3
所市级重点中学、1所国家级示范中职
学校，校内学生中有24.5%来自区外；正
阳油库、乌江电力、民生燃气供应网络覆
盖整个武陵山区；57家金融机构数量位
居渝东南首位，为周边区县企业和个人
提供金融保险等服务。

“提升区域辐射能力，既是我们发展
的目标，也与民生密切相关。”黔江区有
关负责人介绍。近期，该区将完成中心
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新建荣军优抚医
院，改造提升中医院，为更多区内外群众
提供更贴心的医疗服务。

此外，黔江新城将布局建设 1所现
代化高中，实施职教中心二期工程，实现
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共享。

黔江武陵山机场（图片由黔江区委宣传部提供）

交通互联互通 产业辐射带动 公共服务共享

黔江高水平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升级版”

“中华诗城”奉节打好乡村文化振兴“三张牌”

□ 渝西都市报记者 刘灿

近日，记者在永川区吉安镇大陆溪河流域看到河
水清澈，两岸步道宽敞整洁，沿河的田地里有群众正在
劳作：起垄、种瓜苗、浇水……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展现
在眼前。

据了解，大陆溪河是长江左岸一级支流，发源于永
川区吉安镇，包含水质国家考核断面 1个（湾凼处）。
大陆溪河流域总长12公里（其中：湾凼干流9.2公里），
流域总面积 23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渝家河、赵家河
沟、夏家河沟和岔河沟等。

自 2022年初，永川区吉安镇以实施大陆溪河流
域生态修复为主线，配合永川区环保局、永川区水利
局启动了大陆溪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投入 2500
余万元，对大陆溪河（吉安段）2公里进行清淤固堤和
岸带修复，配套开展 4800亩田土宜机化改造，对流域
沿线 10个院落 51栋农房进行风貌提升、院落绿化环
境和雨污水管网改造，实施三格式化粪池、混凝土生
化处理池、生态滞留带或一体化处理机三级过滤，构
建大陆溪生态修复示范带。目前，已完成大陆溪河流
域水环境一期 2公里的综合治理，正在进行岔河沟
段、万善桥段、赵家河段、双河口及其新增段共计 4.2
公里河道整治。

下一步，吉安镇将持续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持续推进大陆溪河流域综合治理，做
好岸带生态修复，抓好院落风貌改造提升，打造沿岸生
态景观廊道，实现河道、河岸、河水、河域生态环境一体

“长治”，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绘就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的吉安画卷。

永川

全面推进大陆溪河流域综合治理

□ 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近日，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铜梁1000千伏变电站
新建工程A3试夯区静载试验完成，各项检测指标符合
预期，标志着该工程全面进入场地平整施工阶段。

铜梁 1000千伏变电站作为重庆首座特高压变电
站，是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四座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
站之一。该站选址铜梁区少云镇高碑村，总占地面积
17.57公顷，围墙内占地面积14.26公顷，站址为剥蚀浅
丘地貌，工程投资约22亿元。

铜梁 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土石挖方约 36万立
方米，填方约 33万立方米，填方区域需要进行强夯处
理，防止地基超范围沉降。为保证场平施工各项参数
科学合理，工程设置了3个试夯区。试夯检测合格后，
工程将全面进行回填、压实、夯实等作业，并投入压路
机、强夯机、挖掘机等各种施工机械超过30台，确保场
平施工进度。

该工程预计4月完成场平施工并进入桩基施工阶段。

川渝特高压铜梁站
全面进入场平施工阶段

□ 三峡都市报记者 唐小红

“这个地方利用得好，修成停车场要停好多车哦。”
为了缓解市民停车难题，位于万州高铁片区入城大道
6号桥的桥下空间正在大变样，将从以前的闲置地摇
身一变成为停车场，预计新增停车位102个，届时将极
大缓解周边居民停车难。

入城大道 6号桥位于高铁丽景小区附近，整个桥
下空间闲置地有1000多平方米，按照规划，6号桥桥下
停车场将建设停车位 102个。受地形限制，整个停车
场分成三块场地，呈阶梯型分布。目前停车场地、入场
道路、挡墙等均已完成硬化。项目施工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进行停车场入场道路护栏的安装、停车场地车
位的施划以及监控等附属设施设备的安装。

家住高铁丽景小区的市民李先生对于6号桥桥下
空间的改造非常支持：“桥下的空间不利用起来，太浪
费了，这样修成停车场，既美观又实用，一举两得。”

截至目前，万州城区备案的停车位共有 14.7万余
个。其中，配建停车场 209个、停车泊位 11万余个；公
共停车场 95个、停车泊位 1.49万余个；占道停车泊位
2.1万余个。下一步，万州区城市管理局将结合城区各
片区实际，合理利用闲置空间或土地，陆续增加停车场
或停车泊位，切实解决市民停车难题。

万州

闲置空间变停车场
缓解市民停车难

花开时节，荣昌区万灵镇大荣寨社区柳乃夫小院旁
的连片油菜花迎风绽放。春风吹过，花浪翻滚，黄灿灿
的油菜花错落有致。游客们赏花、拍照，温馨惬意，好像
走进了一幅油画里。

荣昌报记者 赖家辉 摄

荣昌

油菜花开迎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