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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记者 李凤兰

微热重庆，到巫溪上山下水当“溪客”。
烟火城市与崎岖地貌相互适应，造就8D

重庆，山水殊胜。而生于渝陕鄂三省市交界
的巫溪，孕育出“重庆第一高峰”阴条岭、“亚洲
第一深谷”兰英大峡谷、“天下第一溪”大宁河、

“南国第一高山草甸”红池坝等诸多“第一”。
此前，每个“第一”如同珍珠散落；如今，

美景经过妙手整合，变成县域旅游中一块具
有辨识度的品牌。

人们看惯了山是山、水是水，巫溪打破固
有城市印象，有山有水。微热当下，巫溪文旅
叠加避暑游，引爆“上山下水趣巫溪”的旅游
风潮。

打破山水阻隔 变“溪客”

都说物以稀为贵，在巫溪，则是巫以“溪”
为贵，境内有大小河流162条，水资源丰富。

因为地理位置独特，巫溪更像是个天赋
异禀的孩子。一直将旅游产业视为第一支柱
产业的巫溪，今年拿出最优质的家底，将山水

串联成旅游路线。
地处渝东北的巫溪，以“天下第一溪”大

宁河为轴线，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和阴条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东西两翼，县域旅游资
源构成“一轴两翼”的景区分布格局。

近日，巫溪进一步整合，推出三大避暑康
养度假精品线路：碧波古韵·大宁河清凉游、
云隐草原·红池坝沁凉游、重庆之巅·兰英大
峡谷纳凉游，掀起“上山下水趣巫溪”新体验。

上山，上的是“南国第一高山草甸”红池
坝景区。眼下的红池坝，鲜花盛开，牛羊成
群，恍如重庆人自己的“阿勒泰”，海拔 1800
米至2630米，夏季平均温度17摄氏度。红池
坝还推出避暑休闲音乐节，游客可在草地上
铺开野餐垫，享受音乐与美景的完美融合。

下水，下的则是“天下第一溪”大宁河。
该河峡谷长约50公里，有“不是三峡，胜似三
峡”之誉。全长 6公里的漂流赛道为游客提
供了一个挑战自我、释放压力的机会。

8月巫溪文旅玩出圈，570只小黄鸭在大
宁河竞逐，赢得线上线下叫好。开漂前，通过
网上征集，为 570只小黄鸭征集到主人。开
漂时，小黄鸭代表主人出征，沿着赛道随波逐

流。什么叫有趣？这就叫有趣。
有朋自远方来，巫溪还为“溪客”们准备

了福利。红池坝景区非巫溪籍游客坐高铁
57元/人，对旅行社、自驾游、研学旅行等团队
优惠执行 30元/人。大宁河漂流也推出了相
应的优惠。

打破山水阻隔，巫溪正成为国内外游客
避暑康养的理想之地。

冲破重岩叠嶂 做“飞侠”

除上山下水，巫溪还有个必去的打卡
点。那就是在兰英大峡谷驾驭挂壁天路，追
寻古寺幽光。此条线路，也是巫溪推出的避
暑康养度假精品线路。

挂壁公路以“险”著称，也被誉为“网红公
路”，吸引不少挑战者打卡拍照。

兰英大峡谷，地貌奇特，纵深切割剧烈，
亿万年前的山崩地裂，造就了令人惊叹的奇
观。如刀切般的山脉，正可谓险峻与雄浑并
存，崇高与秀丽相济。峡谷的相对落差有
2448米，平均深度也在1500米。

从兰英大峡谷出发，可以沿挂壁天路前
行，这条由当地村民在悬崖峭壁间凿出的道
路，宛如一条巨龙卧于山间。开车在这样的

“天路”上行驶，有一种冲破重岩叠嶂，当“飞
侠”的体验。

不少网友感叹：“技术不行的不建议去”
“开过这条路的都是优秀司机”。

惊险刺激之后，行至通城镇就可以放松
地住一晚。这里的石砌墙体、红瓦坡屋顶，以
及1500米左右的平均海拔，让人顿感清凉。

第二天，在兰英大峡谷附近的“二十四节
气传统文化民俗村”耕歌龙池景区，游客们可
以体验到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活动。从五色
田园到坝坝火锅，每一项都能让人感受到独
特的乡村文化。夜晚，游客们可以入住龙门
客栈，为接下来的行程养精蓄锐。

云台峰是这条线路的最后一站，游客们
可以攀登那条从大宁河底盘旋而上的石梯，
直达云台寺。云台寺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被誉为“川东古刹之冠”。站在云台峰之巅，
可以俯瞰巫溪县城全景和神奇的妙峡风光。

靠着一波波游客的口碑相传，巫溪兰英
大峡谷不仅是避暑的胜地，更成了探险爱好
者的天堂。

击破心理城墙 趣巫溪

地理环境就像硬币的两面，雕琢了巫溪的
奇与险，也给人留下了巫溪偏远的固有印象。

事实上，从中心城区自驾前往巫溪，需要
数小时。与动辄两三个小时的县域旅游相
比，确实有点耗时。

但对于不少游客来说，巫溪却有着“虽
远，必达”的魅力。当前，重庆正从内陆腹地
迈向开放高地，而巫溪在提高交通通达性方
面，一直不遗余力。

去年年底，巫镇高速全线通车，渝陕两地
首次实现高速公路直连互通。西北通道的开
放，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市外游客。近日，作
为市级重大项目巫云开高速又迎来重要进
展。该高速的13座控制性桥梁全部合龙，年
内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巫云开高速将串起
红池坝、雪宝山、汉丰湖、龙缸、大宁古城、张
飞庙等旅游景点，极大改善沿线乡镇 300多
万人民群众的交通出行条件，助推沿线旅游
资源开发。

近年来，巫溪充分运用优质的生态资源
“本底”，坚持“绿色打底、山河为骨、文化铸魂”
理念，把生态旅游业作为第一支柱产业来培
育，加快打造世界人文生态旅游目的地，旅游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0%以上。

当前，巫溪也正在加快红池坝5A级景区
创建，将其打造成为链接陕西西安、湖北神农
架、长江三峡的重要节点，推动“沿江三峡游”
向“腹地深度游”的转型升级。

啃下交通发展的硬骨头，加快景区提档
升级，系列组合拳出击，就是为了缩短广大游
客对巫溪的心理距离。

山川壮丽，溪流潺潺，云雾缭绕间，巫溪
这幅流动的水墨画卷，将被更多人所看见。

□ 万州时报记者 黄玉保

近日，记者从万州区科技局获悉，万州区
围绕工业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采取切实有
力的措施，聚焦聚力，构建“政策引领、服务先
行、全域合力”的创新主体培育格局，高质量
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
动计划，不断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累计培
育高新技术企业142家、科技型企业1321家，
居渝东北第一。

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宠儿”
为高质量发展“添后劲”

阳光鼎盛，万物峥嵘。清晨，城市从夜晚
的沉寂中苏醒过来，沐浴着微醺的风，重庆大
全泰来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全泰来）副
总经理王清华来到公司，开始了一天忙碌的

工作。
“这就是我们公司研发的国内首套‘3+

1’多晶硅还原炉多对棒集成化电源系统。”王
清华指着车间内一台高约2米、宽约1米的产
品介绍，按照传统技术，该系统至少需要6个
甚至更多的电源柜和一个控制电源柜组成，
市场习惯称之为“6+1”系统，这套系统不仅
生产成本高，售价也十分高昂。

为让企业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大
全泰来组织技术骨干进行攻关，在万州区科技
局等部门的支持下，自主研发了可用硅串联的
控制板，同时升级控制器内的核心逻辑，将单
个电源的带载能力提升了将近一倍，实现电源
方案由“6+1”到“3+1”，投入市场后，受到客户
青睐，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半年以后。

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宠儿”，这一“万州
造”的案例成为万州高质量推进“双倍增”行
动、加快培育科技企业的生动诠释。

“作为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排
头兵，科技企业对促进万州产业转型升级、催
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意义重大。”万州区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以来，万州着
力构建“政策引领、服务先行、全域合力”的创
新主体培育格局，初步形成领域广泛、产业集
中、梯次有序的创新企业集群。

从出台政策到完善创新生态
激发企业创新“源动力”

为加强科技企业培育，不断增强区域科
技创新能力，2023年，万州区政府出台了高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工作实施
方案和《万州区制造业企业白名单制度（试
行）》，明确4方面12项重点任务，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等白名单企业提供专班帮扶等十项
支持举措，支持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工作全面

起势。创新开展科技企业“伴随式”成长服
务，以数字化思维重塑科技企业服务体系，建
立企业注册、镇乡走访、部门指导、专业孵化

“一条线”快速反应机制，科技型企业申报流
程由 7天缩减到 1天。开展科技企业培育专
项行动，遴选优质企业400余家，体系化全流
程提供企业孵化、技术供需、专利导航、科技
金融等服务，为企业量身定制成长方案。

仅 2023年，万州区向 207家企业兑现科
企高企认定、市级平台认定等科技创新激励
性补助 1540 万元、同比增长 16.56%，引导
139家企业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3.96
亿元。

系列措施，掷地有声，见到实效。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42家、科技型企业 1321家，居渝东北第一。
科技型企业“双倍增”累计总量完成率达
127%、连续三季度保持全市A档水平。

万州：科技创新为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巫溪开“凉”方 来的都是“溪”客

游客在群山环抱的大宁河上漂流。巫溪报记者 段翔飞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北京时间9月3日上午，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
灌排委员会第75届执行理事会上，2024年（第十一批）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公布，我国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徽州
堨坝—婺源石堨（联合申报）、陕西汉阴凤堰梯田、重庆秀
山巨丰堰等4个工程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总数已达38项。其中，秀山巨丰堰是我市首座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指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
主持评选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自 2014年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明发展脉络、促进
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优秀的治水智慧，
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中国人熟悉的
东风堰、郑国渠、都江堰、灵渠等都曾成功入选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名录。

据悉，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
程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
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这些遗产不仅蕴含着许多
了不起的科技原理，集中体现了古人治水智慧，更承载着
中华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水哲学。这些灌溉工
程不仅仍然坚守在“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灌溉、防洪、
抗旱等作用，夯实农业发展根基，还成为传承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以秀山巨丰堰为例，它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
（1767），至今已灌溉257年，为清朝“改土归流”后应需而
建，巨丰堰是集防洪、灌溉、排沙等功能于一身的枢纽工
程，其布局合理、结构科学，是丘陵山区引水灌溉枢纽的
典范。特别是巨丰堰的“立体化”灌溉工程体系是适应丘
陵山区灌溉需求的典型工程规划，体现了秀山古代人民
治水用水的智慧结晶，其渡槽工程三拱桥是目前中国现
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仍在使用的砌石渡槽，渠—渠—
河三层立交形成了高水高灌、低水低灌的特色灌溉模
式。随着人口聚集和社会发展，秀山后来又修建了永丰、
黄角堰，进一步完善并延伸了其灌溉范围，为平江河沿岸
的广袤沃土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灌溉范围达 1.6万
亩，实现了人水和谐发展。巨丰堰还保存有两座古碑，分
刻于清咸丰至清道光年间，碑文明确了原产权归属及管
理制度，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重庆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水利局一直致力
于做好水利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研究、宣传和利用，近
年来专门成立了水文化研究中心，对全市水文化遗产资
源调查摸底。此次秀山巨丰堰申遗成功，是重庆市水利
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市世界级水利
遗产的空白。下一步，市水利局将以秀山巨丰堰被评为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为起点，坚持水文化建设与治水实践
相结合，抓好重庆水利遗产的研究、保护、传承、利用，不
断挖掘水利遗产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提升水利工程
的文化内涵，以水文化软实力为重庆水利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支撑。

重庆首座

秀山巨丰堰入选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巨丰堰渠首。市水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