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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8月，正是一
年中最热的时节。50
岁的史光富坐在自家
屋前，望着家门前的
滚滚长江，感慨万千：
没想到自己前半生在
江里讨生活，后半生
还能“上岸”，在江边
开农家乐。

史光富，重庆市
万州区大周镇五土村
村民，他的祖祖辈辈
都生活在长江边，以
打鱼为生。长江十年
禁渔后，万州区渔船
清零，史光富“洗脚上
岸”开办农家乐。他
所在的大周镇，更是
借助江岸边消落带治
理的历史机遇，利用
中山杉“水中森林”的
壮美风景，吸引并鼓
励居民们开办起各类
与乡村旅游相关联的
项目，带动全镇实现
华丽转身，实现了从

“卖鱼”到“卖风景”，
从“渔村”到“最美乡
村”的华丽转身。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来到村里
时，江水水位低，处于
旅游淡季，史光富家
的“何妹农家乐”还没
开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苏定伟李茂佳

罗惟巍
本版图片均由重庆市
万州区大周镇提供

有名的渔村
光秃秃的江边消落带

重庆市万州区，有这样一个
童话般的滨江旅游特色小镇：凛
冬时节，万物封藏，这里却勃勃
生机。登高远眺、树木葱郁，昂
然挺立的中山杉露出水面，呈现
出“水中森林”的美景。江风徐
徐、船歌声声，十里滨江长廊游
人如织，在五彩缤纷的广场上载
歌载舞……

这里是大周镇，位于万州区
东偏北，滨长江北岸，距万州城
区18公里，因“大周溪”而得名。

“以前村里家家户户都打
鱼，就在村外的长江边，有时会
到远一点的地方。”从上个世纪
90年代开始，五土村村民史光富
就跟着父亲一起打鱼，有自己的
渔船，运气好的话一天能打上百
斤鱼，“有鱼贩子来收走，剩下的
就在场镇上销售，卖不完就拿回
家自己吃。”

渔民的工作很辛苦，风里
来雨里去，江面风高浪急时还很
危险，“做梦都想上岸，但除了打
鱼又有什么谋生的技能呢？”史
光富回忆说。

三峡大坝蓄水后，史光富感
觉熟悉的长江江岸发生着巨大
变化，“多了一道‘疤痕’，很难
看。”史光富眼里的“疤痕”就是
消落带，蓄水与落水间形成了高
达数十米的落差。江水退去后，目
之所及都是裸露的岩石、光秃秃
的滩涂，以及丛生的杂草，甚至
还有无法入目的各类垃圾。

中山杉来了
“长江禁渔”渔民上岸

库区消落带没有治理前，江
边乱石林立，到处堆放着砂石，
就像一个建筑大工地。借助治
理消落带的东风，2016年，大周
镇开始种植中山杉，主要集中在
五土村、铺垭村等滨江消落带沿
线。7年来，600亩5万余株中山杉
在大周镇长江边坡上茁壮成长，
逐渐蔚然成林，一道道绿色“走
廊”开始映入人们的眼帘。无论
是冬季蓄水期，还是夏季落水期，
消落带上郁郁葱葱的中山杉，不

仅起到了修复沿岸生态的作用，
还形成了一条漂亮的风景线。

事实上，消落带土壤贫瘠，
植物生存环境恶劣，经过多年试
验，中山杉这种林木却能很好地
成活，抗浪固沙、稳定库岸。大
周镇宣传委员何晓庆介绍，当地
充分利用中山杉的景观优势和
滨江地理优势，打造出十里滨江
长廊项目。五彩画廊沿江铺展，
星光大道依山盘绕，水上巴士缓
缓驶来，形成“一里一景一画卷，
移步换景画中游”的乡村旅游场
景。“我们抓住机遇，‘写好’了筑
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这篇文
章。”何晓庆兴奋地说。

“水中卫士”中山杉昂然挺
立，仿如一片水上盆景，在长江
沿岸构筑起一道绿色屏障；“水
中森林”又像一支多彩的画笔，
将消落带绘成一幅壮丽的长江
美景：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树于
水中长，船在江上行；鸟在枝上

栖，人在画中游。
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
渔民全部离船上岸，除了给予渔
民相应补偿外，主管部门还对渔
民们进行再就业培训，帮助他们
掌握新技能。曾经以捕鱼为主
要经济来源的五土、铺垭等村
子，依托长江消落带栽植中山杉
而形成的“水中森林”景观，转变
思路，大力发展起乡村旅游。

以前，外地人来到这里，找
不到宾馆和客栈，连吃饭的地方
也没有。随着中山杉在江边从

“树”到“林”，光秃秃的消落带成
为绿色的森林长廊，美景来了，
游客慢慢增多了。

史光富在处置好自家那艘
唯一的渔船后，带着一些不舍，
又带着更多希望，毫不犹豫地上
岸，开办起“何妹农家乐”。

外出打工的人慢慢回流，依
托江边美景发展起了乡村旅

游。2017年，孙继华从广东回
到大周镇，发现民宿商机，就在
五土村办了食宿一体的“野土地
农庄”。采访时，正碰上“野土
地”淡季扩建。“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有40多桌，牌子要翻三四
轮，楼上楼下爆满，至少要提前
一周预订。”孙继华告诉记者。

渔村到江村
大周镇成了江边网红打卡地

大周镇的转型、渔民们的努
力，让这里的乡村旅游很快红火
了起来。

在中山杉的掩映下，“十里
滨江长廊”、日月广场、“鹭津画
廊”等景观成了网红打卡地。何
晓庆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五土村入选重庆市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万州区首批“江
村”；铺垭村也被评为重庆市级

“美丽宜居乡村”。“这两年就有
近200名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
来‘找活路’（方言：找工作）”，镇
上人气、商气不断聚集，特色民
宿、农家乐、餐饮店开了40余家，
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旅游业
年营业额达千万元。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与聚
拢的人气，又推动着大周镇的场
镇建设更加具有个性特征。以
铺垭印象民宿群为例，民宿群以
魅力滨江为主题，既引进旅游开
发公司进行外部整体规划设计，
打造江湾中高端精品民宿，又鼓
励本土村民自发改建房屋，统一
整治人居环境，打造“百年黄葛
树”、老街印象等景点，形成独具
巴渝风貌特色的民宿集群。一
排排民宿面朝长江、背靠青山，
游客在这里享受惬意时光……

目前，万州区在长江两岸的
新田镇、武陵镇、瀼渡镇、溪口乡、
大周镇、燕山乡、高峰镇和百安
坝街道等地消落区推广栽植中
山杉试验示范林，总体已达3200
余亩，守护着70公里库岸线。

一江碧水和乡村振兴有机
结合，在大周镇乃至万州的沿江
乡镇得到了充分诠释，大家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了
最真切的感受。

植树前的重庆市
万州区大周镇江边的
消落带砂石成山。

万州区大周镇江边的中山杉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江边消落带种植中山杉。

重庆万州区大周镇江边美景。

从“卖鱼”到
重庆万州区江边小镇的华丽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