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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唱好““双城记双城记””
建好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建好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

做好加减法做好加减法““伤疤伤疤””变景区变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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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四河，分畴化野；两岸青山，一库碧水。
从出土刻有“禁止塘水，不准污秽”的清朝饮

用水源保护石碑，到落实1958年5月毛主席来川
视察经过云阳时看到光头山的造林指示；从21年
前三峡移民，整城搬迁完整保留龙脊岭山脉的决
心，到滨江一带不搞建设，为未来发展预留下绿
色空间的魄力。阔步新时代，云阳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加快建成“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地”，以矢志创新的实干担当，
扛起上游责任，担起上游使命，做好生态加减乘
法，擦亮环湖绿道这一城市名片，“一道两江”呈
现出“七彩生活”。

写实减法
江岸“伤疤”变绿道 不搞大开发

1999年，因三峡工程，云阳县城溯江迁建，成
为库区远距离全迁的县城之一。长江与澎溪河
在新县城交汇，形成一道狭长的滨江空间。

如何写好这片生态绿地的文章，为城市高质
量发展赋能？

大移民伴随大建设。十余年间，滨江地带遗
留了不少问题：城区原有规划保留的冲沟廊道，
被不同程度占用和破坏；滨江沿线土地破坏严
重，乱堆乱放、乱取乱倒。

更头痛的是，沿江库岸30米的消落区，裸岩、
裸土较多，水土流失严重，塌岸、滑坡库岸地质隐
患突出，对库岸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这江边哪个
愿意去哟，垃圾随便倒，到处搭着烂棚子，还有人
挑粪种菜，不成样子。”市民对此怨声载道，滨江
带成了群众心里的一条“伤疤”。

对房产商来说，这条“伤疤”却是一块香饽
饽，沿线33公里背山面水，风景独好，非常适合开
发建成江景房。发展房产市场，拉动当地经济，
这种模式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对于彼时的云阳

决策者来说，诱惑足够大，好在抵住了诱惑，“再
穷不卖看门狗，再饿不杀下蛋鸡，保护生态不该
子孙账，要坚决守住滨江一带的建设红线，预留
生态空间”。

这一决定顺应了民意，也为可持续发展赢得
了空间。

2014年，针对滨江带遗留问题、沿线库岸消
落区无整体规划、缺乏亲水步道以及亲水平台等
痛点，云阳县委县政府亮出实招——实施县城沿
江库岸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简称环湖绿道），并再
次强调“不容许有污染企业，不搞商业房地产开
发”。

规模宏大的环湖绿道项目，沿长江和澎溪河
分布，东始复兴黄岭，西至人和街道，南傍张飞庙
景区，北达黄石高铁站，全长 33 公里，总面积约
500公顷。

写深加法
消落带变绿地 守护库区安全

给生态做加法，首先要加的就是库岸安全治
理。

西南片区最大的人工草坪——云阳月光草
坪公园是环湖绿道重要节点之一，因形似月亮而
得名。这里除了大面积草坪，还在消落带栽种了
根系发达、生长快、耐水淹、无污染的竹柳等植
物，为消落期的地皮披上了“绿衣”。

“在消落带，耐旱植物在蓄水期会被淹死，而
耐淹植物在枯水期会干死。没有植物，水土会被
江水冲刷。因此，消落带治理被称为世界级难
题。”云阳县公园管理所所长李祖安说，云阳组织
专家团队，深入长江两岸研究，见到
生命力强的植物，便挖回试种。

功夫不负有心人。试种成功的
植物，被移植到消落带，不仅稳固了
水土，亦有效改善了这里的景观。

结合滑坡治理、岸库变形处理、
消落带生态修复和城市基础设施完
善等目标，环湖绿道采取了工程治
理、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等多项措
施，不断强化库区安全。

写美乘法
无人岛变公园 绿道今非昔比

生态修复，白鹭归来。
蓝天碧波中，成群白鹭齐飞，蹁跹起舞，如诗

如画的风景，吸引市民游客前往白鹭公园。这座
公园也是环湖绿道打造的景观之一，主体位于陈
家溪半岛，这里原本荒废已久，杂草丛生，紧邻城
市却人迹罕至，唯有200多只白鹭栖息于此。

“为了保护白鹭栖息地，我们打造了开放式公
园，定期撒鱼苗，新建观鹭台、悦湖湾栈道、夏季广
场等活动平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云阳县
环湖绿道指挥部副主任何丹说。

没想到以前的“荒岛”变成了白鹭公园，可以
和鸟儿和谐相处，知道“底细”的云阳市民纷纷感
叹。

改变市民看法的，不只是白鹭公园。
因地制宜、变“废”为“宝”的城市公园，在环湖

绿道上共有8个，每个主题公园又有不同的景观
节点，再通过一条全程贯通的自行车道和步道串
联起来。

9月28日是个云阳人民难忘的日子，云阳首
届金秋节登场，环湖绿道亦全线贯通，并将接受市
民和游客的检验，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亦紧锣
密鼓推进。七年间，从江岸“伤疤”到城市名片，环
湖绿道的建设过程，也是云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见证。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上游使命”一棒传一棒，“上游担当”一茬接

一茬，“上游精神”一代传一代，坚决扛起保护长江
的“上游责任”，133万云阳人正在进行一场“生态
接力”，以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谱写新时代“长
江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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