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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
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许多人都耳熟能
详。但与诗词中不同的是，“武陵”对于现代的

“陶渊明”们来说，正变得触手可及。
6月 27日，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段通车，

渝东南地区正式结束没有高铁的历史。武隆、
彭水、黔江首次接入全国高铁网，酉阳、秀山等
地通往外界的时空距离大幅压缩，渝东南武陵
山区文旅发展迎来历史机遇。

从诗人笔下的浪漫想象，到高铁呼啸而过
的现实图景，各类“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资源禀
赋，正迎来价值重估与活力迸发的黄金契机。
在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的背景下，重庆该如
何乘势而上，将高铁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一

渝东南武陵山区的文旅家底，是时候“出
圈”了。

何为“武陵山区”？整体来看，它是指由连
贯渝、鄂、湘、黔四省市相邻地带的武陵山脉所
构成的山水一体的地理区域。聚焦重庆，渝东
南武陵山区由黔江、武隆、石柱、秀山、酉阳、彭
水等6个区（县）组成。

2025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
句表述：“焕新升级世界山水都市、壮美长江三

峡、多彩风情武陵高品质文旅景观带。”“大都
市”“大三峡”之外，“大武陵”同样精彩纷呈。

自然造物赐予的顶流配置。看山，世界
自然遗产地的光环，镌刻在天生三桥顶天立
地的雄浑骨架中，流淌在仙女山云雾缭绕的
葱茏诗意里；看水，乌江画廊泼墨百里，阿依
河清幽婉转，芙蓉江、阿蓬江、酉水河如同大
地律动的脉搏……这些丰富而独特的世界级
资源，汇聚成渝东南武陵山区气势恢宏的山
水史诗。

民族文脉淬炼的独家密码。前不久，武
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通过验收，成为重庆首个国家级文化生
态保护区。区域内，具有显著标识性的土家
族、苗族文化交相辉映，边城文化、盐道文化
等多样文化资源汇集于此。在这里，既能听
到千年文脉的传承回响，更能感触到民族智
慧的鲜活延续。

红色基因浇铸的精神地标。解放战争时
期，刘邓大军打响入川“第一枪”的秀山洪安，已
成为当地发展红色文旅的核心；位于酉阳西南
部的南腰界，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红三军司令
部旧址等数十处革命遗址，是武陵山区革命文
物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革命老区……它们
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更是赓续红色血脉、厚
植家国情怀的生动课堂。

二

高铁固然拉近了时空上的距离，但消除服
务距离和体验鸿沟，才是进一步吸引客流、留住
人心的关键。

相较于山水都市的立体魔幻吸引力、长江
三峡的国际知名度，渝东南武陵山区文旅发展
在品牌传播度、资源转化率上，仍存在较明显的
短板。

以数据为例，《2024年重庆市旅游业统计公
报》显示，去年，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
渝东南武陵山区的过夜游客接待人数，分别为
9868.85 万人次、1209.47 万人次、863.54 万人
次。“流量难留量，打卡难刷卡”，渝东南武陵山
区要打破困境，还要回答许多问题。

服务配套的“最后一公里”如何完善？服务
配套的“最后一公里”，实则也是游客体验的“最
先一公里”。当前，渝东南武陵山区各景区在景
点接驳、民宿承载力、数字化服务等方面，还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在当下这个格外强调体验感的
时代，要构建“留得下”的文旅消费生态，就需要
用完善的服务配套，来拉满消费者的情绪价值。

产品转化的代际鸿沟如何填补？在“Z世
代”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的今天，渝东南武陵山
区的一些文旅供给仍停留在“观光1.0”版本。一
些独具特色的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缺乏品牌化

运营和产业链衍生。做好非遗年轻化转译、民
俗常态化浸润、场景情感化设计，还需各地拿出
新思路、给出新“打法”。

品牌推广的辐射能级如何扩大？扩大辐射
能级，既要打破行政藩篱，让“多彩风情武陵”从
区域名片跃升为国家文旅坐标；也需找准各自
的“文化锚点”，以“一域一特色”增强辨识度与
吸引力。只有做好传播，从跨区域协同整合、在
地文化深度挖掘两大维度破局，才有可能变“单
点星光”为“星河闪耀”。

三

短板亦是跃升的跳板，差距之中也蕴藏变
革的蓝海。

高铁时代来临，在为渝东南武陵山区文旅
创造“破层出圈”新契机的同时，也对新形势下

“多彩风情武陵”IP的焕新升级提出了新要求。
自然生态条件优越、民族风情多姿多彩的渝

东南武陵山区，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区域，集聚了多重政策优势。
苦练内功做好文旅，同时“跳出文旅看文旅”，一
手抓好绿水青山与多彩文化，一手抓住区域振兴
与时代机遇，方能更好激活发展新动能。

多在“快旅慢游”的“慢”字上花心思。高铁
一通，物理上的距离缩短了，同时也放大了“慢

体验”的稀缺价值，更需要围绕沉浸式的文化体
验、长链条的消费生态、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做文
章。应持续聚焦“世遗武隆”“黔咸之美”“养心
彭水”“酉见边城”等专题游线，打造更多文化主
题鲜明、文化要素完善的旅游精品，推动资源高
效率转化，增加二次消费。

坚持差异化破题，在“错位发展”中独辟蹊
径。武隆天生三桥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串珠式天生
桥群，黔江是目前我国西南地区唯一的白垩纪恐
龙化石集群埋藏地……在文旅竞争白热化的当
下，渝东南武陵山区更应立足实际、突出特色，培
育融合发展新业态，打造文旅产品新IP，充分释放
山水风景和少数民族文化精华的魅力，让“武陵秘
境”成为游客心中无可替代的“诗与远方”。

以文旅为支点，撬动产业能级整体跃升。走
向前台的，不该只有渝东南武陵山区的文旅产品，
更应以此为切入点，推动“单点观光”转向全域产
业链深度融合。同时，深挖独特优势、补齐关键短
板、推动深度融合，在赋能乡村振兴、激活城市功
能、深化区域合作等方面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共
同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画卷。

未来已来。高铁呼啸而过，带起的不仅是
山风，更是渝东南武陵山区文旅产业破茧重生
的机遇。这颗北纬 30度线上的璀璨明珠，必将
向世人呈现出更加壮阔而秀美的传奇篇章。

据上游新闻

高铁开进武陵山高铁开进武陵山
一场穿越山海的梦想接力一场穿越山海的梦想接力

“陶渊明”坐上高铁，“大武陵”如何飞驰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1600年前，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
中描绘了武陵山人与世隔绝的生存图景。苍茫武陵山脉横亘渝东南，峰峦叠嶂、深涧纵
横，这地理格局赋予土地秘境之美，却也如“不复得路”的桃花源般，阻滞了山外的春风。

2025年6月27日，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段通车，将南川、武隆、彭水、黔江首次接
入全国高铁网，并大幅压缩酉阳、秀山通往外界的时空距离。曾被《桃花源记》喻为“避秦
之地”的武陵山地区，正被高铁加速推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浩荡洪流。

从成渝铁路到渝怀铁路，再到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段通车，“2小时重庆”交通蓝图
加速照进现实。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铁路里程快速增加，跨越千年的梦想接力续写
传奇，托举起重庆从内陆腹地向国际枢纽的梦想之翼。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四川盆地
的工业重镇，重庆发展命脉亟待打
通。修建成渝铁路，拥抱省会成都，
成为区域破局的关键选项。

“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
六七次，八九十人推。”这句顺口溜，
讲的是 1933年，成渝虽修成公路，却
坡陡弯急，常有土匪出没，行车艰难，
若顺利，单边到达仍需两天。

修铁路，是川渝人的夙愿，却屡
屡受挫。

清末民初，风雨飘摇，实业家卢
作孚为修建川汉铁路奔走呼号，终因
国力孱弱、时局动荡，蓝图束之高阁。

1936年，国民政府在重庆菜园
坝重启成渝铁路建设，象征性铺下
几段基石、几段枕木后，很快便因战
火停歇。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新中国成立
后。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伊
始，百废待兴。邓小平同志经深思熟
虑，决心以铁路交通为突破口，解决

“蜀道难”的瓶颈，以修建成渝铁路为
先行，带动百业发展，推动四川经济
复苏。

同年 6月 15日，在重庆菜园坝，
成渝铁路正式开建。

这是新中国第一条完全自主设
计、自行修建的铁路。两年时间，3万
解放军战士和 10万民工汇成钢铁洪
流，没有大型机械，仅靠钢钎炸药，肩
挑背扛，开山破石，完成隧道开凿、桥
梁架设等艰巨任务。物资奇缺，大家
自发捐献。参与修路的孙贻荪回忆，
沿线百姓得知要修路，纷纷捐出香
樟、楠木等名贵木材。时任西南铁路
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萨福均，也

将积蓄全部捐出。
1952年 7月 1日，菜园坝火车站

汽笛长鸣，欢呼声震耳欲聋。全长
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贯通。

那一天，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
队员，14岁的李元鸿和十几个小伙伴
被选中，为首发司机献花。他们登上
从重庆发往成都的第一班列车，“每
个车厢就像一间大房子，我们高兴得
不得了，在火车上跟外面招手。这时
《人民画报》的一个记者就把我们拍
下来了。”

成渝铁路通车，结束四川地区没
有铁路的历史，也深刻重塑沿线城市
格局和工业命脉。

有打油诗写道：“山连水，水连
山，丰富的物产数不完，城乡交流有
条件，繁荣经济不困难，大西南建设
有保障，几千万人民好喜欢。”

成渝铁路通车前，内江的糖无法
外运，成捆甘蔗被当柴烧。通车后，
内江糖厂一年产量，达到通车前整个
内江糖产量的三倍多。

江津朱杨镇，有个不起眼的三等
小站，因水陆两运码头，成为辐射周
边的枢纽。大米、化肥等物资从这里
上岸，运往贵州、四川等地，不足 200
米的街边，私人旅馆林立，鼎盛时每
晚住了近2000人。

一时间，矿石、煤炭等源源不断
输入，优质钢材等工业品销往全国，重
庆钢铁厂、重庆热电厂、西南铝等，一
大批骨干企业兴于铁路沿线。九龙
坡、沙坪坝、大渡口等迅速崛起，依托
这条铁路，重庆建成以冶金、机械、化
工、轻纺为主的综合工业区，为日后成
为国家战略要地夯实了产业根基。

成渝铁路解决了川渝盆地的“内
通”问题，而计划单列、重庆直辖、西
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则不断促使重
庆打通东向大动脉：冲出盆地、奔向
大海。

“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
遭。”这句民谚流传甚广，道出渝东南
昔日的艰苦。武隆、彭水、黔江、酉
阳、秀山等武陵山区，历来被大山封
锁，导致产业发展步履维艰。

重庆到湖南的铁路设想，最早可
追溯到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在《建
国方略》中设想的中央铁路建设系统
里，就有长沙到重庆的铁路。但此事
正式提上日程，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特别是 1983年重庆计划单
列后。彼时，重庆经济快速增长，对
外运输瓶颈日益凸显，往北、往东、往
南几个方向，铁路运力非常紧张。

“所有出口都堵塞得一塌糊涂。”
重庆市政府原参事、渝怀铁路项目始
议人马述林回忆，当时重庆摩托、机
电产品等产量很大，畅销全国，还开
始卖往东南亚，但那时国家拨给重庆
的车皮，仅能满足实际需求的三分之
一不到。

当时，重庆向东的通路有襄渝、
川黔、焦柳、湘黔四条铁路干线，这
四条干线，东西相距 400多公里，南
北相距800多公里，中间形成一个面
积近 24万平方公里的铁路空白区
域。渝怀铁路则在这块空白区域里
画出一条对角线，成为重庆通向沿
海的捷径。

1990年，马述林与孙力达、胡际
权合写《川湘铁路的建设应尽快进
行》一文，公开发表在《重庆经济研

究》上。
随后，重庆迅速启动前期工作。

1991年开始，每年全国“两会”，都有
关于渝怀铁路的提案。重庆陆续为
渝怀铁路前期工作安排经费上千万
元，委托铁道部门做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重庆到长寿的初步勘测
和设计等。

扎实的筹备，在武陵山深处激起
回响。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一位
老专家记得，1999年 8月，专家组到
黔江调研，许多百姓走了二、三十里
山路，赶来县城，将瓜子、花生、鸡蛋
塞满专家行李。踏勘组到酉阳时，路
被堵得水泄不通，几万人签名的白
布，拉了几十米长，最后带走时，装了
三个大密码箱。

1999年5月，铁道部组织召开渝
怀线、遂渝线、重庆枢纽设计工作会。

2000年 12月 16日，渝怀铁路在
涪陵鸣响开工第一炮。

修路之难，远超想象。渝怀铁
路沿线地形复杂，堪称“地质博物
馆”。在攻克无数个难关后，2006年
4月，渝怀铁路开通货运，11月开通
客运。“渝怀铁路一通车，运量就基
本饱和，充分显示出巨大价值。”马
述林说。

这条铁路全长 624.5公里、总投
资198.4亿元，不仅是西部大开发2号
特大工程，更是重庆有史以来最大的
基建项目，给沿线地区注入澎湃活
力：武隆仙女山、天生三桥、芙蓉洞，
游客数量几何级增长；黔江依托铁路
物流，布局物流基地、打造工业园；酉
阳的锰矿告别翻山越岭，通过铁路直
运湖南等地，运输成本大降。

进入新时代，国家赋予新重庆
重要使命：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构
建“2小时重庆”交通圈，是重庆发
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支撑区域协调
发展、服务国家大局的关键抓手。

“长沙臭豆腐，我们来了！”暑
假未至，南川居民杨晓果已计划带
娃坐高铁去长沙。渝怀铁路实现
了渝东南铁路零的突破，渝厦高铁
重庆段通车则将“通”提升到“快”。

中国高铁建设飞速发展。重
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拥抱高铁
时代。

2015年，成渝高铁开通，设计
时速 250公里（预留提速条件），将
成渝旅行时间从2个多小时压缩至
1个半小时，2020年全面提速改造
后，最快只需62分钟。上午在重庆
吃小面，下午到成都看熊猫，“双
城”生活成常态，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交通基础日益坚实。

2022年，郑渝高铁全线贯通，
设计时速 350公里，云阳、奉节、巫
山，渝东北三县进入高铁时代。重
庆至郑州，从 7个半小时缩短至 4
小时 23分，至北京，压缩至约 7小
时。更重要的是，它打通了北上大
动脉，串联起西南与中原、华北的
快速通道。

目前，重庆高铁运营里程已突
破1300公里大关，多个重大项目加
速推进：黔江至吉首高铁，正深化
岩溶区勘探；渝贵高铁，完成预可
研编制；成渝中线、渝西、渝万、成
达万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宜涪高
铁，也已全面开工。

此次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
段开通，彻底结束沿线区县“不通
高铁”的历史，酉阳、秀山待黔江至
吉首高铁建成后，也将接入全国高
铁网。

重庆东站，作为此次开通路段
的起点，以“15台 29线”的规模，成
为西部地区最大高铁枢纽。未来，
它还将接入渝万、成渝、渝昆等多
条高铁，成为重庆构建“米”字型高
铁网的核心节点和重庆“门户”。

“到 2027年，可基本实现‘2小
时重庆’。”市交通运输委负责人描
绘愿景：届时，高铁通车里程超
1700公里，互联互通水平及运输服
务质量将得到显著提升，城乡融合
发展获得重要交通支撑；到 2030
年，“米”字型高铁网基本成型，全
面形成重庆对外高铁大通道，国家

“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的“三纵两
横”，将在重庆枢纽全面贯通。

回望历史，老成渝铁路承载
的，主要是维系工业“生存”的大宗
物资流转。而今，纵横巴山渝水的
高铁网，已成为汇聚人才、资本、创
新要素的时代“跑道”。它不仅是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引擎，更是人民
品质生活的阶梯。这深刻印证着
重庆交通发展的跨越：从满足基础
生存需求，到驱动高质量发展，支
撑城市腾飞。

从“峡里谁知有人事”的闭塞，
到“高铁通达山海连”的宏图，巴山
渝水间，钢铁长龙轰鸣向前。它刻
下的不仅是时空标尺，更是一座城
市由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不断攀
登、服务国家大局的足迹。

□ 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蜀道千年难 铁路梦成真
成渝铁路：激活四川盆地一池“春水”

十年磨一剑 劈山向大海
渝怀铁路：构筑东南出海动脉

高铁东南“飞”经济新起点
渝厦高铁重庆段：织网赋能国家战略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