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秋老虎发威，不少人选择到
清凉的高山水畔避暑纳凉。

在海拔1200米渝黔交界的大山深
处，藏着一个清凉宜人、风光旖旎的避暑小镇——
綦江区郭扶镇，这里年平均气温20℃左右，夏季
气温比重庆中心城区要低十多摄氏度。每年夏天
都有上万市民来此避暑。

这里山青水绿、田园如画，爬山、耍水、钓鱼、
品茶，体验农耕文化和农家生活，耍事无穷。18
日，记者从南岸区四公里出发，驱车一个半小时抵
达綦江郭扶镇，感受“云端”的清凉。

“十里悬崖”俯瞰两省六县

得天独厚的清凉资源，让郭扶镇避暑休闲和文旅产
业不断发展，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要数“十里悬崖”风景
带。作为郭扶镇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的“乡村振兴和农
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集群，十里悬崖文旅产业带，
北起郭扶镇三塘村，南至郭扶镇龙泉村，全长15公里。

整个崖线廊道海拔在900米-1200米之间，自然生
态良好，森林覆盖率高、田园景色秀美。这里景观视野开
阔，可观两省六县二十余镇街，贵州尧龙山、南川金佛山、
万盛南天门和九锅箐、綦江老瀛山和横山、巴南圣灯山都
一览无余、尽收眼底。

崖线沿线摇儿石的日出东崖、尖山子的云流山海、天
星寨的星落人间、大田坝的又见大田等农文旅融合发展
和乡村振兴项目，带动当地5个村社实现一体化发展，为
1000余户农户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

在郭扶镇避暑的市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住在
高庙（村），玩在高青（场），山水田园看大田（坝）。

“十里悬崖”风景带上，位于同心村的大田坝水库无
疑是一处游客非去不可的打卡地。

大田坝水库水域面积约200亩，一直是郭扶镇的一
处“世外桃源”。游客不仅可露营避暑、垂钓品茶、泛舟湖
上，还能到村里当上新农人；或扛上长枪短炮，拍摄层层
叠叠的梯田农舍，和湖上栖息的成群水鸟……

多元化的避暑选择

如果想住在郭扶避暑纳凉，无论如何都绕不过高庙。
郭扶镇登记的农家乐共计200多家，高庙就占了150多
家，日平均游客接待量达2000余人次，年接待游客30多
万人次。

郭扶镇农家乐协会会长贺应力介绍：高庙村海拔
900米~1200米，所有房屋都没有设计空调位，年年来此

“歇凉”的候鸟人群都有上万人，大部分喜爱去临崖休闲林
带散步和露营，安享这里的自然生态和悠悠凉风。

除了可以在这里的农家乐一条街包月常住之外，近
年来綦江区文旅集团在这里打造的北纬29℃康旅示范
小镇，小镇核心区面积8.12平方公里，已初具规模。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康养避暑优势，高标准
的配套基础设施、高品质的旅游服务体系构建，以及山地
化的生活场景、社区化的生活氛围，使其顺利“出圈出
彩”，日渐成为吸引主城及周边游客留下来、尽享凉爽和
惬意康养度假打卡地。

三张景色奇绝的“名片”

郭扶镇的景点主要集中在龙台村的高青场，高青场
紧邻贵州省习水县，与大娄山脉相连，境内高山深谷，景
色奇绝，主要有三张名片：牯牛背、狮子山、大峡谷。

牯牛背，山形奇特，是丹霞地貌中的鬼斧神工的景
观，有重庆“小华山”的称号。

紧邻牯牛背，狮子山远眺如一只卧狮，惟妙惟肖，有
着与生俱来的霸气。

高青场共有三条大峡谷，位于狮子山北面的翠峰峡、
位于高青场北面的九龙峡、位于高青场南面的仙凤峡。
峡谷中有清澈见底的碧潭，也有形状奇特的怪石，还有活
化石之称的峡谷桫椤，以及修建于清朝的中峰峡谷平桥，
一切都是原始的模样。

下一步，郭扶镇将紧紧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利
用好得天独厚的高海拔“清凉”资源，把省道S307和骑青
路两条“大动脉”沿线的景点和避暑项目串珠成串，串联成
为云端的最美乡土风情路。按照“旅游为龙头，以旅带产”
的发展思路，打造重庆主城南部的高山康养休闲目的地。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实习生 胡雨齐 摄影报道

入秋后，永川城区的兴龙湖，烈日的骄阳照耀着波光
粼粼的湖面，蝉鸣声不绝于耳。湖畔小径垂柳下，微风拂
面，带来阵阵凉意。

兴龙湖是人工湖，也是长江一级支流临江河的重点
补水源，前些年因受到上游面源污染影响，加之湖体本身
无健全生态系统，水体浑浊、水质差。近几年，永川区对
兴龙湖及上游河道展开了系统的水生态治理，花大力气
整治城区26.7公里的黑臭水体和全区“五溪六河”，通过

“治理一条河，提升一座城”，区内水生系统得到恢复，生
物多样性显著提高，实现了水体自净和景观提升，人水和
谐的美丽画卷已然实现。

临江河成沿岸居民“心病”

临江河系长江左岸一级支流，被称为永川人民的母
亲河。

全长100公里的临江河，承载着流域内75万名永川
人饮用水以及25812公顷土地农用水功能。然而，随着
城市的扩张，两岸生产生活污水无序排放，河流污染渐次
加深，水环境质量一度恶化。沿岸居民口口相传着这样
的顺口溜：“上世纪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洗衣灌溉，
90年代鱼虾绝代，2000年代已是黑臭难耐”，临江河逐渐
成为沿岸居民的“心病”，黑臭问题突出、“三河汇碧”美景
不再。临江河治理已刻不容缓。

2017年初，永川区委、区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临江
河流域综合治理作为全区“一号民生工程”，创新建立“河

段长制”，要彻底消除城区河道黑臭水体，并实现“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鱼翔浅底”目标，进而实现“治理一条河，提
升一座城”的总体目标。

打通河库管护“最后一公里”

治水的第一步，就是对症施策。据永川区水利局副
局长周宝佳介绍，永川对流域进行全面体检，查清各类污
染源。围绕“转型发展、通报整改、行政处罚、依法关停”
的思路，累计整治流域各类污染源超3万余处。

第二步建成103公里堤防护岸、44座中小型水库水雨
情监测，15处河道水位及流量监测、1套无人巡河系统设备，
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建成生态湿地78万平方米，通
过生态“净水”，削减入河污染负荷、增强水体自净能力。

第三步创新“河长制+网格化管理”机制，通过数字化
管理，打通河库管护“最后一公里”。为此，永川区投入
2000余万元构建了集大屏展示、PC应用、移动App、微信
应用为一体综合管理平台“永川区智慧河长管理系统”。
该系统目前已基本实现临江河流域河流断面水质、污染
源、河长巡河轨迹等在线监测掌控，实现了智慧化管理。

“该系统综合应用了无人机、卫星遥感、5G、视频AI
识别等技术，相应要素集成到一张图上进行综合展示。
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后台支持。”永川区智慧河长系
统工作人员李恒介绍。

环境改善带来的“生态账”

2017年以来，永川区累计投资22亿余元，新建城乡
污水管网380多公里，维修和雨污分流改造城区原有管
网72公里，新建、提标改造污水处理厂（站）70余座。

永川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蔡兴隆介绍，整治工作多
管齐下，成效日益凸显。2017年，临江河城区黑臭水体
基本消失，河流水质由2017年的劣V类、2018年的V类
提升到2019年的Ⅳ类、2020年的Ⅲ类水质，目前已稳定
达到Ⅲ类标准。

永川以铁腕治污的决心，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
于让“三河汇碧”的美景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这笔“生态
账”带来的，是永川水生态环境的改善、当地百姓幸福感的
提升，还让永川成为了近者悦、远者来的安居乐业之地。

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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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端端””小镇小镇

永川：智慧“河长制”让治水更智慧

岸绿景美 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山地星空露营公园

高庙村农家乐一条街和北纬29℃康旅示范小镇

市民在“十里悬崖”风景带的森林木屋喝茶聊天

悬崖十里悬崖十里

山地星空露营公园的热门打卡地
山地星空露营公园的热门打卡地““纸片岩纸片岩””

美丽重庆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