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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来来来，拉拉渡啦，体验不一样的古渡，
感受古镇风情咯！”10月24日，秀山洪安古镇
清水江，“拉拉渡”穿梭不停。

船只刚一靠岸，游客们便四散开来，或去
“一脚踏三省”的足形地标打卡，或去西南服
务团纪念馆参观，或寻着香味一品“一锅煮三
省”的酸菜豆腐鱼……小小古镇里热闹非凡。

这里就是沈从文笔下《边城》的原型地，如
今已被打造成4A级旅游景区。今年1—9月，景
区共接待游客389.6万人次，同比增长39.7%。

近年来，秀山不断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加速打造武陵山区文旅融合发展新高地，吸
引着八方来客。

边城洪安旅游“红”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
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
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
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踏入洪安镇，
《边城》中的文字在眼前具象化。

洪安镇与湖南省花垣县茶峒镇隔河相
望，与贵州省松桃县迓驾镇及秀山县境内的
雅江镇山水相连，因此又被誉为“渝东南门
户”，拥有“一脚踏三省”的独特地理位置。

“很多人不知道，除了《边城》外，我们洪安
还是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的第一站，有西南服
务团纪念馆、二野司令部旧址这些红色资源。”
沿着古镇石阶向上，跟随景区工作人员走进这
些场馆，只见刘邓大军的作战态势图和行军沙
盘模型、刘邓首长住室、当年的武器装备等实物
保存完好。馆内，不少旅行团来此追寻红色足迹。

红色旅游是洪安近年来着力打造的重点
方向。秀山县秀景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黄建介绍，洪安作为秀山旅游的重点 IP，近年
来得到持续打造、提升，加上宣传和营销，旅
游发展势头强劲，游客越来越多。

近年来，洪安景区开始对刘邓大军在洪
安的那段红色历史进行深入挖掘，并以此编
排成情景剧《挺进大西南》在节假日上演。

据介绍，当年刘邓大军进入洪安后，老百
姓自发将藏在地窖中、山洞里的粮食捐献给
军队，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知晓洪安老百
姓的义举后，要求部队把群众捐献的粮食一
一做好登记，并制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
战军“借粮证”，派人送到老百姓家中。

这些感人情节，如今都被改编进情景剧
中，为游客们生动还原了那段历史。

据悉，洪安如今积极探索“红色旅游+”
“历史文化+”“产业文化+”多重融合发展路
子，推出长桌宴、采茶节、龙舟赛、民俗展演等
各类文旅活动，并使之相互交融，形成别具一
格的洪安土家苗乡文旅氛围。今年 4月以
来，月均游客流量均超过 40万人次，旅游发
展已经无明显的淡旺季之分。

昔日矿山变“凉”山

提起旅游，川河盖也是秀山的一张文旅
新名片，现已成功创建市级旅游度假区。

“盖”在秀山话中意为高山上的平坝，其
特殊地形地貌，远看像一张桌子，因此也有桌
山之称。

沿着山路盘旋而上，来到海拔1200多米
的川河盖，放眼望去，四周连绵群山雄伟壮
丽，盖上度假小屋鳞次栉比，青绿的草场低缓
起伏，生态秀美。

但在多年前，这里却是煤矿开采区，30%
的居民以挖煤为生，生态环境因采煤遭到破
坏，是远近闻名的“黑村”。

2013年，秀山县关停了川河盖上的煤矿
企业，并依托当地上万亩野生映山红、形态各
异的天然石锲景观，以及海拔高、地形地貌独
特等优势，进行产业转型，打造生态旅游。

通过对道路等基础设施加以完善，对植
被进行恢复，加上人工种植草坪、格桑花，修建
以小木屋为特色的酒店等，如今的川河盖，宛
如大草原，视野开阔，目之所及皆是郁郁葱葱。

近年来，随着星空酒店、云端天梯索道、
户外运动基地、露营基地等配套旅游设施的
完善，川河盖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为周边地区
高山避暑纳凉的热门选择。

“夏季山上气温也就 20多度，一到傍晚
游客就上山来了。”黄建说，游客来了后，一般
会先去梳子山、金蟾求凤、将军岩等景点走一
走，然后回到露营点附近烧烤，天黑后就纷纷
在帐篷里躺下欣赏繁星闪烁的夜空。

如今，川河盖“春看映山红遍，夏可乘凉
避暑，秋观芭茅飞絮，冬品南国冰雪”，旅游发
展也带动盖上盖下村民纷纷搭上致富快车。
数据显示，近年来当地累计发展特色产业1.8
万余亩，年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 2000余个，
实现脱贫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西街景区展文化

近期，秀山旅游又获新成绩，秀山西街景
区成功入选第三批市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

走进西街，青石板铺就宽宽窄窄的街巷，
随地势略有起伏，年深日久，青石板已经被踩
得光滑如玉。沿着街巷前行，天后宫、八卦井、
城门楼、花灯风情街等景点一一映入眼帘。

这里曾是秀山老城的经济文化中心，现
仍保存有部分明清时期古老建筑。近年来，
秀山县发展全域旅游，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对
西街老城区进行保护修缮，按照修旧如旧的

原则恢复西街历史风貌，改善居民生活品质，
同时保留历史文化特色，留住乡愁古韵。

步入街内的秀山非遗体验馆，一群非遗传
承人、艺术家正向游客展示传统文化、技艺，秀
山花灯戏、中平舞狮等表演轮番上演，还有土
家织锦、龙凤花烛、苗绣等工艺品的演示、展示。

龙凤花烛非遗传承人陈建友做花烛已有
30多年。他说，原来的花烛颜色单一、图案
简易，近年来通过丰富图样、款式，香薰花烛
等文创产品已远销浙江、福建等地。

秀山非遗体验馆运营负责人孙先华说，如
今馆内已汇聚秀山龙凤花烛、金珠苗绣、土家织
锦、秀山竹编等非遗文化和农特产品，拥有非遗
国家级、市级、县级代表性传承人31人，将非遗
产品销售、研学、展示、体验、培训、演艺和旅游接
待服务集于一体，成为展示秀山传统文化的窗
口，走出了非遗文化保护和发展的新路子。

寻乡愁、赏风景、看文化，在刚过去的国庆
假期期间，秀山累计接待游客121.89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73134万元，同比增长12.83%。

寻乡愁赏风景看文化 画里秀山引客来

10月24日，鸟瞰洪安边城。重庆日报记者 张春晓 摄

□ 武隆报记者 廖星晨

近日，重庆中吉达净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武隆工
业园区长坝组团正式点火投产，标志着武隆区页岩气产
业从开采、生产、运输、销售，到废弃物的科学处置，全产
业链条正式形成。

成立于2021年3月的重庆中吉达净朗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 2.1亿元，用地面积 67亩，是一家专注于页岩
气钻井油基岩屑处置及资源化综合利用的专业公司。油
基岩屑是石油天然气开采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含油废弃
物，公司通过运用先进的热脱附工艺和技术手段，对废弃
的油基岩屑进行资源化处理，从中分离出油酯和其他产
品，实现其综合利用价值。

重庆中吉达净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运营部经理刘
野介绍，该公司热脱附系统处置油基岩屑产生的油和渣都是
可以再利用的，其中回收油可用作炉用燃料油，或提供给钻
井液公司作为配置油基钻井液的基础油；而热脱附后的干渣
则可用作室外地砖、人造石等建材原料，实现资源综合利用。

据悉，目前，中吉达公司已完成了“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三体系认
证。公司拥有每条 5万吨/年的连续式热脱附生产线两
条，其中三层螺旋式热脱附设备是西南地区投产的首套
油基岩屑处理设备，同时该项目也是重庆市目前最大的
油基岩屑资源化利用项目之一。

“根据公司的市场部署，我们计划在今年实现 3—5
万吨的销售订单，预计在年底实现升规；2025年实现
6—8万吨的销售订单，并实现销售收入。项目达产后，
将实现销售收入1.6亿元。”重庆中吉达净朗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邬江华介绍。

据了解，在处理油气田废弃物的过程中，中吉达公司
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严格的处理流程和数字化的管
理方式，将油气田废弃物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实现资
源的循环利用。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更实
现了资源的高效循环化利用。

邬江华表示，公司今后的目标是打造渝东南油气田
勘探开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实现无废钻井平台目
标，助力重庆市无废城市建设。

据统计，截至目前，武隆区工业园区中与页岩气相关
产业的企业有11家，实现年产值约10亿元。

重庆最大油基岩屑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运

10月27日，重庆开州第七届“畅游汉丰湖”游泳公开赛
在汉丰湖城南故津水域开赛。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1000余名运动员齐聚开州，挥臂畅游汉丰湖，沉浸式感受

“一城山色半城湖”的魅力。 开州日报通讯员 易兴兵 摄

开州

畅游汉丰湖

□ 新华社记者 唐奕

眼下正值黄连采收季。在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沙子镇卧龙村黄连种植基地，黄连种植
户徐进平和村民们身背竹篓、手拿铁剪，穿梭
在绿树成荫的田间地头，熟练地采挖着。“把
枝叶和根须都剪掉，就能看到黄连的‘真面
目’了，这种根很肥、肉很厚的就是好黄连，今
年市场上能卖到200元一斤哟！”徐进平捧着
刚挖出的黄连说。

黄连虽苦，却是常用名贵中药材，2021
年被列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药材。位于武陵
山区的石柱县，拥有适宜黄连生长的70多万
亩高海拔山间林地。目前，全县共种植黄连
5.8万亩，年产量3000吨以上。

45岁的徐进平，种了约 20亩黄连，今年
预计采收面积近4亩。徐进平说：“我们家祖
祖辈辈都种黄连。这几年黄连价格不断上

涨，今年达到200元一斤，今年家里采收的黄
连能卖到20万元。”

在石柱县，像徐进平这样靠种植黄连增收
致富的农户还有不少。51岁的苟应松，8年前
在冷水镇玉龙村租下300亩地规模化种植黄
连，带动周边村社的20多名村民实现就近务工
增收。2023年全年，石柱县黄连产业累计带动
稳岗就业645户、5404人，人均增收0.23万元。

然而，2000年前后，石柱的黄连因为重种轻
管导致品质下降，一斤黄连的价格一度降至不
到10元。“石柱黄连是我们的招牌，不能让这个
招牌砸在我们手上啊！”石柱县农业农村委中药
材科黄连办负责人聂广楼告诉记者，为保护生
态资源，推动黄连特色产业良性发展，近年来当
地大力推广应用“林连互利共生”等模式。

“所谓‘林连互利共生’就是栽连必栽
树，实现永续轮作。”聂广楼说，种植户在种
植黄连的同时也会种植各种树苗，树苗和黄
连一同生长。当地农业部门会定期安排专
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提供技术支持，帮助
种植户监测土壤环境，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杀灭土壤病虫害等。2023年，石柱县“林
连互利共生”模式入选全国林业发展改革典
型案例。

为了发展好石柱黄连这个招牌农产品，
石柱县近年来还大力倡导“村企联建”，探索

“万企兴万村”乡村振兴新实践。
位于黄水镇的重庆旺隆黄连科技有限公

司是集黄连生产、加工、购销与出口为一体的
现代科技企业。今年该企业与有关机构共同

研究的“黄连产业化关键技术攻关与示范推
广应用”成果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助
力延长黄连产业链。目前，石柱已培育黄连
加工企业12家，推出以黄连为原料的中药饮
片、黄连牙膏、抑菌液等20余个产品。

黄水镇上的中国黄连市场，是全国最大
的黄连交易市场和集散地，是黄连市场行情
的“风向标”。市场工作人员介绍，进入黄连
采收季以来，每个赶集日的黄连交易量达到
50多吨。今年以来，石柱黄连交易量达3500
吨，交易额已超过10亿元。

“‘苦黄连’能带来‘甜日子’！”聂广楼说，
未来，石柱将加快推动黄连产业高质高效供
应，促进科技装备创新发展，建设具有石柱特
色的黄连上下游产业生态。

石柱：“苦黄连”带来“甜日子”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东关巷20号李仁铜（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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