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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

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机遇

期。“十四五”时期，大竹正处于国省市战略机遇叠加的政策窗

口期，正处于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正处

于补齐民生短板、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攻坚期，正处于谋求突破、

蓄势腾飞的蝶变期。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高起点、高水平建设明月山绿色

发展示范带，加快推进大竹县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根据《四

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达州市《“十四五”文化体育旅游和广播电视发展规划》、大竹

县《“十四五”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和《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

总体方案》，结合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实际，制定本规划。

规划期限为 2021至 2025年，远景展望至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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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基础和背景

第一节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基础

一、大竹县明月山片区资源概况

明月山是大竹县天然氧吧，明月山为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

迁徙活动提供了绿色走廊，是一个重要的亚热带生物资源基因库，

是人们亲近自然、认识自然的理想场所和进行生物学、地理学、

环境科学野外考察研究的天然博物馆。由于山地气温、阳光和风

速垂直分布的特点，明月山更是吸引人们休闲、度假、避暑、健

身和开展近郊旅游的胜地。大竹县峰顶山是整条明月山山脉的最

高点，夏季日间温度在 20~28摄氏度之间，非常适宜康养。

大竹县石子-天城段（峰顶山-三华山）旅游资源最为优良，资

源类型多样，有山岳、沟谷、岩壁、台丘等地文景观资源；有水

库、湖心岛、泉水等水域景观资源；有古树、珍稀植物（桫椤）、

珍稀动物等生物景观资源；有日出日落观赏、云雾多发、避暑、

康养气候等天象与气候景观资源；有宗教、古村、景观建筑等建

筑与设施资源，有峰门古道等历史遗迹资源，有茶、特色水果等

旅游购品资源。该段具有山地、森林、水域、林草、梯田、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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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等众多资源，整体资源等级达四级，适宜发展森林生态康养

度假旅游产品。

二、本规划范围及基础条件

本规划范围主要包括明月山大竹段，涵盖观音镇、八渡乡、

高明镇、天城镇、杨通乡、石子镇、四合镇 7个乡（镇），总长

44公里，总面积为 15935.3118公顷。森林植被以马尾松、杉木为

主，林地面积 12048.10公顷，公益林 6398.78公顷，商品林 5648.84

公顷。其中峰顶山（石子段）是整个明月山山脉的最高峰，海拔

1183米，森林最为茂密，干壮枝繁。

——区位交通条件优越。重庆垫江、梁平均有高铁直达重庆

主城区，处于重庆 1 小时交通圈内。大竹县峰顶山、三华山距离

垫江县城均约 9公里，十多分钟车程。连接长寿-垫江-梁平的明月

山旅游大通道（重庆）距离峰顶山、三华山不足 2公里。县道“竹

垫路”途经三华山，已与垫江快速通道接通。随着大垫高速的落

地实施，多式并联的立体交通格局将进一步形成。

——生态环境本底良好。森林覆盖率达 42%，常年空气优良

天数 330 天以上，四季分明、阳光充足、雨量丰沛，是重要的亚

热带生物资源基因库，竹、柚、茶、椿等资源富集，其中 100 万

亩绿竹连片成林，有寿竹、楠竹、苦竹等竹品种 300 余个，被誉

为“中国竹类博物馆”“中国竹子基因库”“中国寿竹之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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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绿竹之乡”，是长江一级支流龙溪河、御临河和渠江支流明月

江等河流的发源地。

——合作交流日益密切。川渝 7区县建立了党政联席会议、

分管副区县长协调会议、联合办公室、专项办公室四级工作体系，

在市场监管、商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司法、环保、农业等

多个行业领域深入对接，建立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重大项目库，

先期谋划一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重大项目。

——县域明月山片区景观资源丰富。大竹县观音辖区有佛立

咀、大小罗城等景点，最高约海拔 1046米，但景观性不强、树木

高度不够。八渡乡原天池村属山地台地型资源，仅有 1个溶洞（竖

洞）单体，多以高山农业为主。天城镇三华山（垫江称东印山）

在《续修大竹县志》卷一有 “矗立三峰，日出时，望之光华灿然，

因名”之记载，有九龙抢宝（盆地性）、天子坪（台地性）、金

钟井（竖洞）、密洞（横洞）、碑垭口（煤矿遗址）、东印茶场、

东印监狱旧址（现垫江正打造影视基地）、鸿恩寺遗址、跑马场

遗址等众多资源。石子镇峰顶山连接东西的峰门古道和南北的荔

枝古道，有牛头寨、瞭望塔、狮子寨、寨垭口水库等自然景观、

建筑遗址及闲置农院。

第二节 “十四五”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面临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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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开启新征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对文化和

旅游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文化强国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文化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思想引领、智力支持

和内生动力。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呈现从“有没有、缺不缺”到

“好不好、精不精、美不美、强不强”的新走势。

一、绿色发展从理念走向行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要求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形成了全国共识，深入人心，并在绿色

发展实践中取得了突出成就。

二、政策支持

（一）国家层面

——国家“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以推动文化和旅

游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

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的。到 2025年，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深入

发展大众旅游、智慧旅游，创新旅游产品体系，改善旅游消费体

验。加强区域旅游品牌和服务整合，提升发展高质量全域旅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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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推出一批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

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认定一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

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培育一批全

国乡村旅游集聚区，创建一批研学旅行示范基地，打造一批智慧

旅游目的地和一批沉浸式旅游体验新场景。推动国家康养旅游示

范基地和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和线路建设。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

文化和旅游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明确了“十四五”发展目标与 2035

年远景目标，提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

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

务业，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都给予了十四五期间文

化旅游发展优越的政策优势。随着乡村振兴、文化强国、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的深入开展，大竹县将在共享乡村振兴带来的县域文

旅氛围营造；厚植文化自信，增强战略定力等方面扩大文旅产业

的战略纵深。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共建川渝统筹发展

示范区，2020年 10月 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会议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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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纲要》明确提出要支持

万达开共建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四川省和重庆市以及三地的相

关部门都已在编制发展规划、搭建合作平台以及拟定政策措施等，

这些都将充分释放巨大活力，形成大量政策红利。随着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万达开将是成渝两大都市圈产业转移、产业配

套、开发新项目的目标区域之一。万达开三地迎来成渝双城经济

圈和万达开统筹发展重大战略机遇，创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

范区是国家“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的重要节点工程，是大竹县面临的千载难逢机遇。把握万达开统

筹发展重大机遇，建好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既有利于借

势借力完善基础设施新布局，又有利于加快资源开放构建现代产

业新体系。

——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工作机制：川渝双方将协同

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力争到 2035年，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

台。双方将在共建工作机制、共同争取国家支持、拓展合作范围、

打造精品线路、开发文旅产品、加强文化资源研究保护、建设优

势产业集群、打造节会品牌、联合营销推广、推动商品研发、健

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强联合执法、处理跨区域投诉等 15个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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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度合作。

（二）省级层面

——区域协同战略为达州文化旅游发展打开新空间。四川省

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确定达州为全省 7个区域中心城市之一。四川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协同加快万达开川渝统筹发

展示范区建设，把达州建成巴文化传承创新和旅游发展高地。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2020年 9月 25日四川省文

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指出，基于新

冠疫情给文旅行业带来的困扰，文旅经济必须准确把握文旅市场

与产业发展的新特点和大趋势，因时因势推进文旅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以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为牵引，着力构建文旅融合发展

新格局。党中央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围

绕“一干多支”战略布局，精心打造成都文化旅游经济发展核心

区、环成都文旅经济带、川南文旅经济带、川东北文旅经济带、

攀西文旅经济带和川西北文旅经济带。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川渝七区县共建明月山绿色发

展示范带。达州市达川区、大竹县、开江县与广安市邻水县、重

庆市梁平区、垫江县、长寿区等区县共同签署《共建明月山绿色

发展示范带的合作协议》，将共同打造明月山样板地，联合推进

基础设施、现代产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以毗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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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区县局部一体化助推川渝两省市合作一体化，服务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围绕明月山重点景区景点、生态空间、人口集聚、

古蜀道、古寨院落等资源，将共同保护好传统村落风貌、风俗风

物，引进社会资本发展特色民宿群，鼓励和引导农户利用自有闲

置资源积极参与民宿经营和服务，共同打响“东有莫干山、西有

明月山”品牌。七方将共同打造明月山森林康养示范带，共同开

发森林健身、森林康复、森林温泉等森林康养系列产品，建设森

林养生休闲配套服务设施，打造一批精品森林康养基地、森林康

养人家、森林康养园区。此外，七方将共同申报古蜀道（东大路）

为世界文化遗产，打造巴蜀非遗文化产业园，建设巴蜀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发展基地。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连片示范区和明月

山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三）市、县级层面

——达州市“十四五”文化体育旅游和广播电视发展规划

（2021—2025年）。“十四五”时期，根据四川文化强省旅游强

省发展规划和达州市委的战略部署，围绕把达州建设成为“巴文

化传承创新和旅游发展高地”这一总体定位，努力建设“三地两

区”，加快建成文化强市旅游强市，提升达州市在全国全省文化

旅游发展布局中的战略位势。打造全国巴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全

国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全国文学艺术精品创作高地、全国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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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全国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万州-达州-开州一体化发展按下“快进键”作为达州旅游的重

要组成部分，大竹县需要发挥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构建文化产业

链，实现文化旅游强县的目标；同时也需要释放旅游产业的能级，

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县级层面政策机遇。大竹县以竹立县、以生态、绿色发

展为核心。依托竹、巴文化、红色文化、温泉、茶、森林等优质

资源，面向全国和境外主推竹文化地域特色，产品做精做细打造

竹乡避暑天堂。积极争取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体育旅游示范

基地、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和天府旅游名

镇、名村、名宿、名导、名品和美食系列工程。

《大竹县“十四五”文旅融合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聚焦明

月山，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主题，以环明月山国家旅游

风景道建设为突破口，串联梁平百里竹海、明月湖、垫江太平牡

丹园、恺之峰、邻水五华山、达川中华银杏谷等高品质景区景点

等核心旅游资源，开发优质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旅游路线，发展

避暑度假、休闲娱乐、养生养老、森林康养功能，推动大竹县与

达州市达川区、开江县、广安市邻水县、重庆市梁平区、垫江县、

长寿区等区县进行旅游协同整合开发、区域联动，建设明月山精

品民宿群，打造精品森林康养基地森林康养人家、森林康养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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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明月山森林康养产业。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打

造跨省域毗邻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样板。

三、新技术新基建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提供新动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

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大数据、云计算、

VR/AR、5G 等新兴科技，将推动文旅产业的要素创新、内容呈现、

盈利模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逐步形成以应用新科技、构建新场

景、产生新业态为主要特征的文旅新经济。“十四五”期间，达

州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奋力建设以高铁、机场

为重点的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布局旅游新基建，持续推进智

慧旅游建设，为文旅新经济提供内生发展新动能，推动文旅新经

济高质量增长。

四、文化旅游发展呈现新走向

——文化旅游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走向深化。“十四五”时期

文化旅游将从资源到产业链的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的数字化

加速，“互联网+旅游”融合更加深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

术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依托网络平台的定制化旅游产品

和服务更加普及。文化旅游的数字化转型不再是从线下往线上走，

而是线下和线上的一体化、交融化，比如各类文博展馆、旅游景

区更注重数字化的生产力建设，线上和线下实时互动、数字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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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新旧媒体融合等逐渐成为常态。尤其是，注重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新基建等日益成为文化产业

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数字内容产业、数字文化产业、数字创意产

业、互联网文化产业、文化科技产业等新业态发展势头较强。

今后，预计大批文旅企业将在已有的主要景区景点打造体验

式的文化园，建设“内容体验和衍生品开发”为主要特色的文旅

综合体，以及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开展文旅营销服务并销

售旅游商品，也包含技术创新带来的重要产业业态变动。

——文化旅游消费进入大众化时代。“十四五”时期为我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新时期，在物质丰裕之后精神文明建设成

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文化消费、旅游消费逐渐从小众的

变成大众的刚需，人人可以尽情尽兴地选择合适的文化旅游休闲

方式。还可以看到：夜间文化旅游市场将不断扩大，文化旅游门

票经济依赖逐渐降低，数字文化旅游消费产品增多，康体养生度

假产品需求快速增强等。尤其是要关注老龄化社会的来临、00后成

为文化消费主力、国际消费群体的多元化等文化消费群体变化情况。

——文化旅游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走向社会效益优

先。“十四五”时期对文化旅游企业的社会效益约束将变得刚性，

社会效益优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互统一的文化内容创作生

产体制机制将逐渐定型，由此推动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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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量，切实增强文化自信。尤其要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

文化遗产传承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文化企业社会责

任落实、青少年流行文化引导、文化旅游扶贫等方面顶层设计。

五、区域发展战略打开新发展空间

四川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协同加快万达开川

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建设，把达州建成巴文化传承创新和旅游发展

高地。大竹县地处成渝经济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渝

广达经济带中心区，是川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节点和商贸物流集

散地，是集革命老区、落后山区一体的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区域，

节点集聚效应突出、通道经济潜力较大、资源相对富集、政策优

势明显。创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有利于激发万达开三

地的发展潜力，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有利于引领带动渝东

北、川东北地区一体化发展。

第三节 “十四五”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面临的挑战

——生态保护与管理压力进一步加大 。全球气候异常导致极

端天气发生频率增加，资源保护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挑战。雷击火、

自然火危险性上升；松材线虫病自然和人为传入概率增大，防控

形势日益严峻。随着游客接待量持续增长，景区旅游发展与资源

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矛盾日渐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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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坚定地把握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旅

游可持续发展理念，全面落实生态保护区制度，从源头把好生态

环境保护关。

——相关基础设施滞后，硬件支撑不力。与外部快速连接的

大通道还未完全形成，县域内县际快速通道建设刚刚起步，农村

公路通畅率低。缺乏大型骨干水利工程支撑，农业防灾抗灾能力

弱，“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天然气管网、电网等能

源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竹明月山片区内各

乡镇道路和管廊、公共交通、污水处理、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

设跟不上快速发展的需求。

——文旅融合发展创新不足。文化旅游产品融合度低，多半

还是属于自发性融合，从理念、职能、产业到服务都还没有做到

真正地融合，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性，没有形成完整的产品体系。

——周边地区旅游竞争、市场占有较小 。“十三五”期间，

周边地区的通川区、渠县、宣汉县等乡村旅游得到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产品丰富获得了市场认可，走在达州的前列，体现出先发

竞争优势，对大竹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自然景观开发利用不足 ，缺乏市场竞争力。大竹明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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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旅游资源丰富，拥有观音镇佛立山，八渡乡郑家坪、天池，

天城镇东印农场、三华山，石子镇峰顶山、牛头寨等高山森林资

源。但是，由于片区交通基础设施较差，与周边区县联系较差，

自然景观游览设施不完善，以至于自然景观与资源开发利用不够，

自然景观旅游竞争力不强，旅游品牌没有得到彰显。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于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牢固

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为主线，抢抓“一带一路”“成渝双城经济圈”

“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等国家战略，贯彻落实四川省委

省政府关于建设旅游强省文化强省、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

思路，强化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以提升旅游目的地建设水

平和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充分发挥文化旅游产业在大

竹县经济建设、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特色消费形态进程中的

重要作用，引领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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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本原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科学合理利用文化旅游资源。紧抓“成渝双城经济

圈”重大战略机遇，以川渝七区县《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

合作协议》为契机，打造“两山论”样板地，全力做好“生态+”

文章，以生态资源保护利用为主，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推行

“旅游景区生态化”“文旅产业生态化”“旅游环境生态化”“旅

游消费生态化”等措施，形成以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基础的文

旅经济发展方式。在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探索生态价值转

换体系，推动集约高效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生活空间、山清水秀

生态空间的“共融共生”，探索大竹明月山文旅产业绿色发展模式。

——坚持区域协同发展原则。大力实施全面开放合作战略，

立足区域产业和项目需求，强化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统筹协调和

密切配合。借助成渝双城经济圈和巴蜀文化走廊的发展机遇，加

强周边城市合作力度，实施产业协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

环境共建共保、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人才和科技创新、共同开放

合作等，共塑区域协调共荣、经济合作共赢的良好态势，在建设

现代化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中充分发挥基础支撑和战略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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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

快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强化企业和消费者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的

主体地位。

——资源整合，融合发展。以全新的资源观为导向，以“旅

游+”“+旅游”为理念，整合自然、人文、产业等文旅资源，统

筹推进农、商、文、旅、体等立体化融合，构建跨越产业边界的

产业体系，形成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以文旅融合为主导的产业

生态圈。

——坚持品牌创新性引领。创新产品业态，释放市场消费潜

力，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创新技术手段，将先进信息技术运用到

文化旅游发展中，引导科学的规划目标设定和规划决策。构建创

新的资源观、市场观、要素观和产业观，推动旅游业从资源驱动

和低水平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使创新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不

竭动力。致力做大做强片区“东有莫干山、西有明月山”的文旅

品牌体系，开拓文旅新业态、新示范、新动能，助力明月山文旅

品牌形象建设。

——创意加持，创新发展。以创意加持，以创新驱动，探索

资源价值转换路径，培育文旅产业新产品业态、新消费场景、新

商业模式，充分释放文旅资源价值，满足文旅市场消费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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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文旅产业的综合效益，持续增强文旅产业发展动力和活力。

——坚持创新驱动、产业支撑。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

轮驱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提高“钱

变纸”“纸变钱”能力。强化产业支撑，以绿色产业化、产业绿色

化为手段，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产业，全面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

第三节 发展定位

对接四川省“十四五”期间“十大”文旅品牌体系打造，从

成渝双城城市群辐射入手与周边区域联动，挖掘大竹明月山片区

资源组合卖点，放大“自在、生态”在大竹明月山文旅品牌的价

值，以廊道整合资源、重塑空间，通过文化注入重塑产品、深化

游线、赋能商品、构建品牌，打造集生态观光、山地康养、文化

体验、田园休闲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内知名的“东有莫干山、

西有明月山”的文旅品牌体系。

——绿色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聚焦绿色产业共建共兴、

生态环境共建共保、基础设施共建共管等，探索促进绿色一体化

发展的制度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制度创新成果，为跨

省毗邻地区绿色制度创新提供经验，示范引领川渝毗邻地区一体

化绿色发展。

——生态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依托优美风光、人文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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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共同培育精品民宿、

森林康养、观光体验、绿色农业、山地运动等生态产业，适度发

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等环境友好型产业，拓展延伸生

态产品价值链、产业链。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示范区。充分发挥明月山生态环境优

势，构建绿色田园、古朴乡村、现代城镇和谐共生的空间格局，

构建现代、便捷、绿色、安全的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多层次、跨

区域、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网络，探索实践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与新

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的新路子。

第四节 总体思路

重点发展文化体验、生态观光、高端度假、运动康养、研学

旅游等新业态；加强资本运作，助力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

发展；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一、聚焦旅游主业，做精服务板块

围绕旅游主业，加大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投入，横向扩张、

纵向延伸，完善基础设施、建立优质服务体系，将明月山打造成川

渝地区知名度景区、增强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核心竞争力。

——景区板块。依托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 加快优质景

区资源布局。进一步完善佛立山、猫儿沟溶洞群、天池村溶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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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山、峰顶山等景点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逐步完善形成景区。

——酒店板块。坚持“山上游、山下住”，山上提质增效、

山下提级转型。山上酒店实行差异化发展，改造升级、突出特色，

强化管理、提升服务，打造精品主题酒店和特色文化主题酒店，

提高经营效益。适当推进实施具有本土文化和乡土文化体验为主

的山间民宿打造。创新管理，强化营销，拓展服务，节能降耗, 推

进高档酒店品牌化运营，鼓励发展经济型连锁酒店和度假康养酒

店，适度发展房车露营地等新业态。

——旅行社板块。要转变传统旅游服务观念，在自助行的旅

游市场寻找更宽阔的服务空间，承担起更贴合游客需求的个性化

高品质服务职能。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强化产品创新，做大市场。

鼓励旅行社创新经营，推出“私人订制”旅游业务。推进旅行社

管理体制改革, 探索员工持股试点，增强发展活力。大力开发休闲度

假、文化、体育、研学、自驾等专项旅游市场，走特色化发展之路。

——餐饮板块。发展地方特色菜系、大竹面条、唐鸭儿、醪

糟、观音豆干等特色美食，培育一批本地特色餐饮品牌。

——购物板块。推动本土旅游商品的研发与生产，组建商品

研发所，建立商品研发基地，加快形成有利于商品研发的良性投

入机制，大力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富有

大竹特色的旅游商品，重点开发地方文化、竹文化、茶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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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食品等系列商品。积极引进国内名特优精品旅游商品系列。规

范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购物市场的经营活动，建设综合旅

游购物中心以及旅游商品一条街，鼓励旅游商品销售连锁店的创

建。积极探索“互联网+”“直播+”经济发展新模式，通过电商

为“网红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推进“旅游+”，拓展发展空间

坚持山上做减法、山下抓发展、沿线促提升，大力推进“旅

游+”，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立足大竹明月山文化旅游资源特色，

深化文旅融合、体旅融合、康旅融合、农旅融合、商旅融合，坚

持抓龙头品牌、抓精品景区、抓特色亮点的思路，推动“旅游+”

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实现大竹明月山文化和旅游融合下的高水

平、高效率、高品质发展。打造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样板地、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典范。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通过文旅游融合新资源观

视角，盘点梳理现有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同时，延伸拓展资源

相关的配套要素和文化要素，助力实现旅游资源文化内涵提炼及

整体内容扩充。通过历史传承性、文化特色、时间价值、艺术价

值、消费价值、保存价值等评价指标的对资源进行文化价值判定；

通过资源的地块条件、交通状况、开发程度、基础设施配套、市

场价值、投资维度等评价指标进行旅游价值的判定。以此，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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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文化价值、旅游价值。整合文旅资源，整体通过文化为旅

游赋能、旅游为文化加码，形成为文旅产业集聚区、城市文旅产

品、文化旅游产业园、乡村文旅产品、文旅特色小镇等产品。盘

点城市人文资源，例如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潜在文化街区、

夜间游览区和购物业态，对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及城市功能的旅游

化娱乐、购物、餐饮体验，塑造城市文旅的居游共享产品，打造公

共文化场馆文旅产品、历史文化街区文旅产品、夜间文旅体验产品。

——“文旅+”农业发展模式。文旅融合下，通过农产品、乡

村环境、乡土文化的挖掘与管理、创新乡土文化展示方式、乡村

产业要素文化性升级、文化空间氛围的塑造等措施，促进农业价

值释放。打造“农业+旅游”农旅融合新业态，逐步形成“农旅结

合、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产业格局，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

推乡村振兴。

——“文旅+”商业发展模式。以沉浸式文化街区促进商旅融

合，依托文旅核心发展区和特色街区，打造文商旅综合体，建设

一批品牌文旅商业街，美食街，提升改造交通环境、商业环境、

商务环境、生活环境，集聚零售、批发、商务、物流等要素，打

造特色商圈品牌，培育特色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形成规模经济，

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城市高效、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依

托浓厚的历史底蕴，扩展沉浸式街区在城市空间、城市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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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场馆、景区等文旅场景的应用，与互联网旅游、智慧旅游等

新模式联动发展，不断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可拓展的商业模式，逐步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新文旅 IP，以商旅

深度融合助力提升文旅消费，实现商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旅+”体育发展模式。打造明月山为体育旅游基地，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大竹县体育产业园；推广露营、

低空运动、山地户外运动等体育旅游产品，积极筹办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体育品牌赛事，培育壮大一批以体育旅游主题的企业，如

体育用品销售、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健身休闲服务等，加强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提高人均公共体育场地面积。

——“文旅+”教育发展模式。塑造四大类文化和旅游教育培

训研学产品，一是研学旅行类，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专项研学产

品；二是教育培训类，红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教育等培

训产品；三是国际游学类，面向国际市场的游学产品；四是行业

交流培训类，丰富旅游行业和文化行业的专业交流调研和培训学

习线路，例如，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考古去旅行、跟着名人去

旅行、跟着建筑去旅行等等。培育本土研学机构，对接国内外知名

研学机构和研学电商平台；塑造升级本土研学品牌和国际游学品牌。

——“文旅+”康养发展模式。建立康养旅游产品创新机制。

“旅游+康养”进行产业融合关键在于生产融合型旅游产品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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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服务。依托大竹县明月山片区森林生态康养旅游产品、禅茶

康养产品、文化养心产品等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对康养产品的需

求，让游客能够获得真正的“养身、养心、养神”，增加旅游活

动的体验性、健康性和文化性，提高产品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提

升大竹旅游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打造大竹明月山康养旅游名片。

——“文旅+”工业发展模式。工业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其特殊性是成就城市与众不同的标签，为生活在那座城市的居民

带去了更多的记忆和向往。重塑工业赋能文旅消费方式，使其“亮”

起来，工业景观成为发展城市旅游的一大趋势。充分挖掘内部工

业旅游资源，把企业生产线变成研学旅游线，成为集学生游学、

研学体验、亲子教育等于一体的学习基地，带给学生、家庭学校

以外的新收获、新体验。以醪糟、苎麻、糯稻为例赋能文旅，注

入新的业态，加快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农业、旅游、工

业”产业联动发展，大力推进“工旅结合”，让园区变成景区，厂房

变成景点，将工业园区打造成创意产业园、现代艺术区、研学基地。

——文旅+科技发展模式。坚持以科技为新动能，着力做强做

大文化旅游业，围绕文化和旅游特别是游客需求发展科技含量高

的产业，培育高科技业态，丰富高科技体验，打造高科技文化旅

游产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特色优势资源深度结合科技，

培育文旅和科技融合新产品新业态。通过业态创新、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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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等多种创新手段，形成“文旅+科技”融

合发展新格局，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5G、8K、VR、

AR 等前沿技。例如 VR 影院、沉浸式剧场等科技创新业态，使

游客通过沉浸式数字化内容，身临其境地体验文旅科技服务，构

建文旅产业链和科技产业集群，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文化和

旅游高质量发展。

——文旅+民宿发展模式。对标浙江莫干山，充分利用明月山

天然氧吧自然资源优势，以特色民宿为依托，打造以传统手工艺、

文化创意、美食餐饮、休闲娱乐为主的旅游文化，吸引游客“愿

留下”“尽兴玩”。

第五节 发展目标

到 2025年，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基本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深度融合、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绿色发展格局。打造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样板地、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典范。

——绿色空间基本构建。生态、生产、生活和谐共生的空间

格局基本形成，初步建立一体化保护和发展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到 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0％，森林覆盖率达到

76.9％，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达到 329天，单位地区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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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能耗下降 15%以上。

——绿色环境更趋优化。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生态

环境协同监管和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更加完善。地表水质达到

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 100%，地表水水质达到水环境功能区要

求的比例达 100%，污水处理率达到 90％。

——绿色产业体系初步建成。大竹明月山休闲度假旅游品牌

基本成型，现代高科技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绿色农产品加工业

等农业产业形成规模优势，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环保

建材、消费品工业、新能源等环保产业基本实现集群化发展。

——文化旅游融合更加深入。深入挖掘景区文化特色，将文

化内容、文化符号、文化故事融入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景

区景点，推进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景区文化和旅游业态融

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推动旅游演艺、文化遗产旅游、文化

主题酒店、特色节庆展会等提质升级，支持建设集文化创意、旅

游休闲等于一体的文化和旅游场馆。推进文教结合、旅教结合、

旅体结合，培育研学旅行、户外运动项目。推动文旅融合品牌化

发展，探索推进文旅融合 IP工程，打造具有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

示范带景区文化内涵的文旅融合品牌。

——文化旅游实力更加增强。文化旅游产品更加丰富，文化

旅游国际化水平全面提升，综合服务标准、市场营销体系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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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对接，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居全

国风景名胜区和旅游景区前列，文化旅游主导经济持续发展的模

式基本形成。到 2025年，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旅游总收入

达到 325亿元，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 28.67万人次。

——社会文明程度更加提高。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品

牌形象进一步提升，干部员工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

康素质明显提高，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向上向善、诚信互助、创

新创业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

持续推进文明旅游，引导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成为中华文明的实

践者和传播者，全国文明景区成果进一步巩固。健全文化和旅游

志愿服务体系，发扬志愿精神。

——治理效能更加提升。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进入高

质量发展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成就与问题共生，风景区治

理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繁重。将质量强区战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促进法

治景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平安景区建设不断深化，优化社会治

理体系。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科技等多种

方式，完善网格包保、综合巡查、错时执法、联合行动等机制，

完善旅游诚信信用体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更加健全，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更加增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更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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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加有力。

——人民生活更美好。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健全，

居民社会发展与资源保护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社区居民发展充分

参与旅游服务和管理工作中，实现风景保护与民生改善的有效结

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

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和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完善，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人民

生活品质持续提高。

第三章 空间布局

第一节 上位规划衔接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总体方案》已经明确空间布局。

立足示范带地形地貌特点、国土空间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基

础、交通基础条件和土地利用现状等，推动形成“一廊两片多组

团”区域发展新格局。

“一廊”，即明月山山脉绿色发展廊道。依托明月山丰富森林

资源和多元文化旅游资源，对标浙江莫干山，共同创响明月山休

闲度假旅游品牌，重点发展森林康养、自然体验、精品民宿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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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共同营建清洁优美的绿色环境，创建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

“两片”，即明月山东西两侧毗邻的平坝区域。依托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和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重点发展现

代高科技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绿色农产品加工业等，推动农村

三产融合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多组团”，即明月山区县联动发展的功能组团。依托各区县

城区、工业园区（高新区、经开区），加快集聚高端要素资源，

引导三峡库区及其他生态功能区人口向组团集中，主动承接东部

地区、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转移，联动发展绿色制造业，推动产

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重点打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

信息、环保建材、消费品工业、新能源等产业组团，形成层次丰

富、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增强绿色一体化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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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空间布局图（上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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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空间格局

聚焦明月山，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主题，以环明月

山国家旅游风景道建设为突破口，结合主要景区点、美丽乡村建

设、旅游交通格局、旅游产品升级的现状，按照廊道发展、集群

发展的战略指导，构建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新构架，

形成“一廊、两心、六片区”的总体空间布局。

一、一廊

明月山绿色发展廊道。

依托明月山优质的生态环境，以享受纯美自然为主题，打造

绿色森林康养度假旅游带。借助高速、S202、S404、明月山内槽

健康旅游公路等旅游通道、串联梁平百里竹海、明月湖、垫江太

平牡丹园、恺之峰、邻水五华山、达川中华银杏谷等高品质景区

景点等核心旅游资源，开发优质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旅游路线，

发展避暑度假、休闲娱乐、养生养老、森林康养功能；依托明月

山优质的自然风光、推动大竹县与达州市达川区、开江县、广安

市邻水县、重庆市梁平区、垫江县、长寿区等区县进行旅游协同

整合开发、区域联动，建设明月山精品民宿群，打造精品森林康

养基地、森林康养人家、森林康养园区，做大做强明月山森林康

养产业，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打造跨省域毗邻地区一体

化绿色发展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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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心

（一）石子镇。

大竹县明月山绿色发展片区中心，旅游集散配套服务中心，

高山生态森林镇。依托明月山最高峰—峰顶山、牛头寨等“绿色”

旅游资源，打造明月山生态康养基地、蔬菜水果基地，借助 S404、

明月山内槽健康旅游公路等旅游通道，联合毗邻地区共建共享基

础设施、共创明月山生态文旅品牌，建设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区；

规划将依托优越的交通区位，将现有森林作为核心资源，争创国

家级森林康养基地、森林人家、省级旅游度假区等一大批森林旅

游项目落地建设，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明月山绿色发

展示范带，将石子镇打造生态旅游示范区、县域二级集散中心，

打造川渝合作绿色发展示范区。

（二）观音镇。

大竹县川渝农业合作片区副中心，旅游集散配套服务中心，

高山文旅示范镇。立足川渝明月山，唱响观音大品牌，打造国际

农业观光旅游康养目的地，重点做好明月山观音富硒特色粮油及

食品产业，发展休闲观光旅游和生态康养产业，年带动以川渝为

主的上千万人流，促进观音特色农副产品产销，以增加观音及周

围明月山中段乡镇数十万农民持续收入和乡镇财税增收，为乡村

振兴和明月山绿色经济示范带建设做出贡献；加快推进观音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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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旅游集散配套服务中心，提高大竹明月山片

区旅游接待能力；重点依托佛立山旅游资源点，将佛立山、大寨

坪、罗城寨孤立的资源点进行串联，以佛立山为中心争创国家 3A

级景区，并推动观音豆干非遗技艺的融合发展，观音镇争创省级

生态旅游示范区。

三、六片区

（一）高山森林游赏区

以明月山为自然资源基础，借助 S202、S404串联大竹明月山

片区各乡镇，借助垫江明月山内槽健康旅游公路，对八渡乡、石

子镇、高明镇、观音镇等周边乡镇进行产业提升优化带动经济发

展，整合旅游资源整体打造以明月山为核心的绿色生态复合功能

旅游区。以川渝七区县《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总体方案》

为合作蓝图，将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作为发展思路，大竹

县重点依托八渡乡、石子镇、高明镇、观音镇，积极融入环明月

山国家旅游风景道、明月山精品民宿群、明月山富硒茶产业基地，

合力把明月山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巴蜀文化廊道，并推出大竹县“明

月秘境之眼”产品系列，凸显生态极致。通过争创一批生态旅游

示范区、一批旅游度假空间、一批 A级旅游景区和储备一批户外

运动基地、一批高山富硒产业基地、一批民宿集群，将明月山打

造成以生态为主导，功能复合的“两山论”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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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观音-八渡-石子明月山森林休闲集聚区重要支撑体系表

复合功能类型 主要特色 项目位置 打造目标

一批生态旅游

示范区

森林人家 石子镇
省级生态旅游示范

区

高山富硒有机农业生产基

地
八渡乡 /

九龙湖水利风景区 观音镇 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一批旅游度假

空间

原始森林微度假空间 石子镇 特色微度假

高山梯田微度假空间 八渡乡 特色微度假

一批 A 级旅游

景区

佛立山 观音镇
省级旅游度假区、省

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稻梦乐园 高明镇
省级旅游度假区、省

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一批户外运动

基地

“绿水青山”明月秘道 明月山系 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自驾车基/营地

石子镇原始森林/
观音镇九龙湖/八

渡乡天池

/

一批高山富硒

产业基地

富硒有机蔬菜基地

高明镇、八渡乡

/

富硒有机稻米基地 /

富硒有机茶叶基地 /

一批民宿集群 八渡、石子民宿产业集群 八渡乡、石子镇 /

（二）生态农园游乐区

该片区主要以观音镇为主体。重点围绕佛立山、地母寺、大

寨坪、李绍伊之墓、摩崖石刻、大罗城寨、小罗城寨、高硐岩瀑

布等旅游资源打造生态农园游乐区；紧紧围绕观音果蔬、水产养

殖打造成渝地区重要交通节点和特色农产品供给基地，建设川渝

农旅合作片区；加快推进观音场镇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旅游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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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服务中心，提高大竹明月山片区旅游接待能力，以成渝双城

经济圈建设为契机，积极融入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努力打造

川渝合作大竹东向核心增长极。

（三）农耕文化体验区

该片区主要以八渡乡、高明镇、天城镇为主体。以高明水稻

育种基地为契机，有序带动八渡、天城坝子平坦地区开展水稻育

种连片化，形成水稻制种为核心，建设耕种、仓储、销售为一体

的农业中心；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

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

业化育种体系，加快建设高明达州市现代农业园区、“稻香田园”

主题乐园、农耕文化展览馆，发展研学教育、田园养生、亲子体

验、拓展训练等项目，引导有条件的休闲农业园建设中小学生农

事研学实践教育基（营）地；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四）康养民宿区

该片区主要以八渡乡、石子海拔较高的半山区域为主体。依

托垫江明月山内槽旅游公路建设为契机，结合明月山高山峡谷、

明月天城、天池溶洞群、高山果蔬农业基地、峰顶山、吉兴水果

种植合作社等优质生态资源，将构建“健康+”产业体系，发展高

山康养游、森林与气候康养游、避暑休闲康养游、中医药康养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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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品牌，形成“高山自然风光+美丽乡村+园区”高品质康养休闲

地，突出做好大健康旅游产业；规划打造成为集高山运动、影视

拍摄、自然观光、服务配套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度假区；充分利用

区域内优越的地形地貌条件发展高山野外露营体验、索道游览、

高山森林观光等项目，以发展精品民宿和度假酒店目标，促进旅

游住宿产业发展。

（五）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集聚片区

以杨通乡为核心，围绕大庙寨红色乡村旅游项目为引擎，完

成大庙寨革命遗址纪念园的建设内容，加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

的融合发展，初步形成以红色文化、乡村体验旅游为主题的旅游

景区，紧扣建党一百周年时代脉搏，挖掘我党统战思想，推动红

色资源转化为红色文化旅游产品，打造红色文化体验旅游目的地。

项目以革命历史陈列馆为核心，完善红色旅游产业配套设施建设，

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加强红色旅游宣传，加强新时代红色文化研

究，提炼革命文化元素，推出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和红色培训，举

办各类红色旅游主题系列推广活动，在党史学习中发展红色旅游，

让红色文化“活”起来，成为推动杨通乡红色精神发展力量。

（六）有机果蔬采摘观光区

该片区主要以石子镇、四合镇为主体。充分依托石子镇吉星

水果专业合作社、四合镇裕东农业、四合镇先进村血橙基地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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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种植基地，形成示范带动，打造优质无公害蔬菜水果基地，形

成农业观光为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片；联合毗邻地区共建共享基

础设施、共创明月山生态文旅品牌，建设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区。

发掘地方风味、民族特色、传统工艺等资源，开发乡村休闲旅游

“夜经济”、农家宴、乡土菜等新项目；开展乡村特色产业调查

分析，指导乡村手工产业做精做细，打造“乡字号”“土字号”

特色产业“金字招牌”。

专栏 2 空间布局

一、一廊。明月山绿色发展廊道。依托明月山优质的生态环境，以享受纯美自然为

主题，打造绿色森林康养度假旅游带。借助高速、S202、S404、明月山内槽健康旅游公

路等旅游通道、串联梁平百里竹海、明月湖、垫江太平牡丹园、恺之峰、邻水五华山、

达川中华银杏谷等高品质景区景点等核心旅游资源，开发优质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旅游

路线，发展避暑度假、休闲娱乐、养生养老、森林康养功能；依托明月山优质的自然风

光、推动大竹县与达州市达川区、开江县、广安市邻水县、重庆市梁平区、垫江县、长

寿区等区县进行旅游协同整合开发、区域联动，建设明月山精品民宿群，打造精品森林

康养基地、森林康养人家、森林康养园区，做大做强明月山森林康养产业，共建明月山

绿色发展示范带，打造跨省域毗邻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样板。

二、两心

（一）石子镇。大竹县明月山绿色发展片区中心，旅游集散配套服务中心，高山生

态森林镇。依托明月山最高峰—峰顶山、牛头寨等“绿色”旅游资源，打造明月山生态康

养基地、蔬菜水果基地，借助 S404、明月山内槽健康旅游公路等旅游通道，联合毗邻

地区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共创明月山生态文旅品牌，建设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区；规划

将依托优越的交通区位，将现有森林作为核心资源，争创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森林人

家、省级旅游度假区等一大批森林旅游项目落地建设，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将石子镇打造生态旅游示范区、县域二级集散中心，打造川渝

合作绿色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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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音镇。大竹县川渝农业合作片区副中心，旅游集散配套服务中心，高山文

旅示范镇。加快推进观音场镇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旅游集散配套服务中心，提高大竹明

月山片区旅游接待能力；重点依托佛立山旅游资源点，将佛立山、大寨坪、罗城寨孤立

的资源点进行串联，以佛立山为中心争创国家 3A 级景区，并推动观音豆干非遗技艺

的融合发展，观音镇争创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三、六片区

（一）高山森林游赏区。借助垫江明月山内槽健康旅游公路，对八渡乡、石子镇、

高明镇、观音镇等周边乡镇进行产业提升优化带动经济发展，整合旅游资源整体打造以

明月山为核心的绿色生态复合功能旅游区；大竹县重点依托八渡乡、石子镇、高明镇、

观音镇，积极融入环明月山国家旅游风景道、明月山精品民宿群、明月山富硒茶产业基

地，合力把明月山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巴蜀文化廊道，并推出大竹县“明月秘境之眼”产

品系列，凸显生态极致；通过争创一批生态旅游示范区、一批旅游度假空间、一批 A

级旅游景区和储备一批户外运动基地、一批高山富硒产业基地、一批民宿集群，将明月

山打造成以生态为主导，功能复合的“两山论”样板。

（二）生态农园游乐区。该片区主要以观音镇为主体。重点围绕佛立山、地母寺、

大寨坪、李绍伊之墓、摩崖石刻、大罗城寨、小罗城寨、高硐岩瀑布等旅游资源打造生

态农园游乐区；以佛立山、九龙湖自然资源为基础，打造佛立山-九龙湖连片巴蜀文化

走廊，可延伸至梁平的百里竹海；建设接通梁平屏锦镇联通路，打造旅游、娱乐、餐饮、

避暑、康养、养老等一体的文化走廊；以大寨坪、大罗城寨、小罗城寨打造红色旅游：

建设明月山红色英烈名人展览馆，配套建设民宿、攀岩、露营地等；以大雁湖湿地公园、

月亮湖公园、高硐岩瀑布、家庭农场沿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进行河道整治、水质提升，

打造沿河绿化以及配套设施等。

（三）农耕文化体验区。该片区主要以八渡乡、高明镇、天城镇为主体。以高明水

稻育种基地为契机，有序带动八渡、天城坝子平坦地区开展水稻育种连片化，形成水稻

制种为核心，建设耕种、仓储、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中心；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

业化育种体系，加快建设高明达州市现代农业园区、“稻香田园”主题乐园、农耕文化

展览馆，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

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四）康养民宿区。该片区主要以八渡乡、石子海拔较高的半山区域为主体。依托

垫江明月山内槽旅游公路建设为契机，结合明月山高山峡谷、明月天城、天池溶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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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果蔬农业基地、峰顶山、吉兴水果种植合作社等等优质生态资源，将构建“健康+”

产业体系，发展高山康养游、森林与气候康养游、避暑休闲康养游、中医药康养游等品

牌，形成“高山自然风光+美丽乡村+园区”高品质康养休闲地，突出做好大健康旅游产

业。

（五）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集聚片区。以杨通乡为核心，围绕大庙寨红色乡村旅游项

目为引擎，完成大庙寨革命遗址纪念园的建设内容,加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

展，初步形成以红色文化、乡村体验旅游为主题的旅游景区，紧扣建党一百周年时代脉

搏，挖掘我党统战思想，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红色文化旅游产品，打造红色文化体验旅

游目的地。

（六）有机果蔬采摘观光区。该片区主要以石子镇、四合镇为主体。充分依托石子

镇吉星水果专业合作社、四合镇裕东农业、四合镇先进村血橙基地等果蔬种植基地，形

成示范带动，打造优质无公害蔬菜水果基地，形成农业观光为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片；

联合毗邻地区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共创明月山生态文旅品牌，建设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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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大竹县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空间格局及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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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要建设任务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修复长江上游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丰富多样的生态要素，共同

实施明月山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有效发挥森林、湿地、土壤的固碳作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

增量，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第一节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一、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

细化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

和公共资源布局，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

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全面编

制实施观音镇、八渡乡、高明镇、天城镇、杨通乡和石子镇 2035

年国土空间规划，加快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以国土空间

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

度，落实生态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

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形成明月山片区国土空间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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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一张图”。

推进明月山片区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一张图”实施监

督信息系统建设，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及时发现违反规划管控要求

的行为并进行预警，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

全过程管理的规划管理机制，实现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各类空间管

控要素精准落地。建立覆盖明月山的“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产业

布局、结构调整、资源开发、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址和改善环

境质量、实施生态修复、防控环境风险的重要依据。建立健全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严格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保障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产业结构布局与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二、筑牢“明月山绿色发展廊道”的生态安全屏障

以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为重点，加

强对自然生态空间的整体保护，全面坚守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区、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红线区、土壤保持生态红线区建设与管

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保护空间格局。有序推进峰顶

山生态康养度假区、三华山旅游景区、佛立山旅游景区等重点生

态功能区的保护和管理，高质量实施长江上游重点生态区生态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明月山绿色生态廊道，开展国土绿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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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修复攻坚提升行动。推行林长制，实施林地保护红线管理制度，

落实林地总量管控和定额管理。

紧紧依托大竹明月山自然风光，凭借垫江明月山内槽旅游健

康路，依靠石子镇峰顶山、牛头寨，天城镇三华山，垫江东印农

村、八渡乡天池景区、明月谷、麦家河、郑家坪，观音镇佛立山

等重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明月山优质资源，新建明月山森林公

园；同步建设明月山精品民宿群，打造精品森林康养基地、森林

康养人家、森林康养园区，做大做强明月山森林康养产业，共建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打造跨省域毗邻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样

板；实施大雁湖湿地公园附属设施建设。

三、完善“三水共治”体系

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三水共治”。继续推进明月山保护修复攻坚、铜钵河、高滩

河、白水河、八渡河、东河、兴隆河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园区

污水集中处理、三磷污染综合治理行动。开展重点流域水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加强截污控源、清淤疏浚、调水引流，确保重点流

域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强化工业、生活、农业污染“四源齐控”。

加强劣 V 类湖泊治理，持续开展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

行动，巩固提升治理成效。协同推动建立水量水质联动生态调度

机制，推进美丽河湖建设。推进铜钵河、高滩河、八渡河、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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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河、兴隆河等重要流域系统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

四、加强水库、湿地生态保护治理

加强重点水库清淤及综合治理，推进水库退垸（田）还水库，

增强洪水调蓄能力，提升水库生态系统稳定性。依法划定湖泊岸

线保护范围，保障自然岸线比例，加强水库岸线修复。有效防治

环湖污染，完善控制入水库污染排放和内源污染治理等措施，保

障水库水质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标准。

加快推进土地滩水库、九龙水库、凤凰水库等综合整治，持

续推进重点水库排污口排查，坚持“一库一策”。加强湿地保护

和修复，大力实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修复退化湿地，满足湿地

生态用水量，提高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大力开展湿地保护宣

传教育，提高全社会湿地保护意识。加强科研监测，实行重要湿

地动态监测，对生态风险和破坏活动进行预警，有效保护和合理

利用湿地资源。

五、加强河流水域岸线保护和利用

依法开展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划定河湖岸线保护范围，开展

水土保持防治范围、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设

立界桩等标志，明确管理界线。禁止违法利用、占用铜钵河、兴

隆河、高滩河、八渡河、白水河、东河等河湖岸线。

开展河湖岸线保护规划、岸线开发利用与保护和河道采砂规



— 48 —

划工作，确定岸线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用区和开发利用区，

划定河道采砂可采区、禁采区、禁采期和可采量，依法开展河道

采砂许可和监督管理工作。严格控制岸线开发建设，促进岸线合

理高效利用，组织实施河湖岸线修复计划，保障自然岸线比例，

恢复河湖岸线生态功能。

六、开展矿山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

开展不同区域矿山综合治理，实施重点区域历史遗留矿山生

态修复，加快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探索矿山废弃地再开发

再利用的途径，创新推动特色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七、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观测与评估工作，建立生物多样

性长期观测体系，健全大竹县生物多样性信息数据库，系统摸清

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有序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合理调整

明月山自然保护地范围，科学划定功能分区。实施明月山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程，强化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

濒危物种种群保护。加强野生动物和古树名木的拯救与保护，建

设野生动物救护场所和繁育基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基因

保存设施，完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严厉打击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建设，有效防范外来

物种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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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明月山生物多样性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森林、湿

地生物多样性研究、探索明月山森林生态群落和湿地生态群落、

动植物与微生物及其生境，建立森林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物

保护等区域协同发展共享机制，构建生物多样性功能区；加快国

家战略储备林基地建设，保护好明月山森林植被和改造提升森林

质量，加快低效林改造，加大寿竹、楠竹等优质竹类品种培育。

依托区域内山脉、水系和骨干道路，建设道路、水系林网和片林、

贯通性生态廊道，实现城市间森林、绿地等生态斑块的有效连接。

加强区域性水源涵养区、缓冲隔离区、污染防控区成片森林和湿

地建设，形成城市生态涵养空间。

八、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数字化建设

建立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生态环保信息收集和反馈

制度，推进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强化明月山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管

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等监测网络体系和监测信息共

享机制。深化数字化治理重点应用，加快构建明月山大保护应用

场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推进生

态环境污染精准监测、数字决策以及智慧预警预报网络平台建设，

推动政务数据关联分析、深度挖掘、智能研判，提升协同治理、

精准治理效率。

专栏 3 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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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全面编制实施观音镇、八渡乡、高明镇、天城镇、

杨通乡和石子镇 2035年国土空间规划，加快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以国土空间规

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落实生态保护、永久

基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形成明月山片

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

二、筑牢“明月山绿色发展廊道”的生态安全屏障。推进峰顶山生态康养度假区、

三华山旅游景区、佛立山旅游景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管理，高质量实施长江上

游重点生态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明月山绿色生态廊道，开展国土绿化提质

修复攻坚提升行动；紧紧依托大竹明月山自然风光，凭借垫江明月山内槽旅游健康路，

依靠石子镇峰顶山、牛头寨，天城镇三华山，垫江东印农村、八渡乡天池景区、明月谷、

麦家河、郑家坪，观音镇佛立山，九龙湖等重要旅游资源，开工建设明月山森林公园，

开发利用明月山优质资源，新建明月山森林公园；同步建设明月山精品民宿群，打造精

品森林康养基地、森林康养人家、森林康养园区，做大做强明月山森林康养产业，共建

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打造跨省域毗邻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样板；实施大雁湖湿地公

园附属设施建设。

三、完善“三水共治”体系。推进铜钵河、高滩河、八渡河、白水河、东河、兴隆

河等重要流域系统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

四、加强水库、湿地生态保护治理。加快推进土地滩水库、九龙水库、凤凰水库等

综合整治，持续推进重点水库排污口排查，坚持“一库一策”。到 2025年完成重要湿地

生态修复 3000亩；

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观测与评估工作，建立生物

多样性长期观测体系，健全大竹县生物多样性信息数据库，系统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情

况。有序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合理调整明月山自然保护地范围，科学划定功能分

区。实施明月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强化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

濒危物种种群保护；建立明月山生物多样性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森林、湿地生物

多样性研究、探索明月山森林生态群落和湿地生态群落、动植物与微生物及其生境，建

立森林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区域协同发展共享机制，构建生物多样性功能

区；加快国家战略储备林基地建设，保护好明月山森林植被和改造提升森林质量，加快

低效林改造，加大寿竹、楠竹等优质竹类品种培育。依托区域内山脉、水系和骨干道路，

建设道路、水系林网和片林、贯通性生态廊道，实现城市间森林、绿地等生态斑块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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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连接。加强区域性水源涵养区、缓冲隔离区、污染防控区成片森林和湿地建设，形成

城市生态涵养空间。

六、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数字化建设。建立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生态环保信

息收集和反馈制度，推进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强化明月山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管理，建立

健全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等监测网络体系和监测信息共享机制。

第二节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产

业绿色化发展为重点，加快推进旅游业、工业、农业、服务业绿

色转型，逐步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构建绿色高效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增强协调创新发展能力

川渝合作，继续推进川渝东北部现代物流产业园建设，以梁

平天华电商物流园、垫江数字经济产业园、邻水电商中心、达州

秦巴物流园、达州南国物流港、达川商贸物流园、大竹电子商务

集聚区、开江商贸物流园区等为基础，发展临港（临空、临铁）

物流和公路物流及电商交易中心，重点发展粮食物流、农产品冷

链物流、食品物流、中医药物流，联合组建互联网+联盟，推动电

商产业跨区跨境发展，实现市场、贸易、物流一体化。

加快实施明月山川渝协作核心示范带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依

托明月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以粮油、白茶、香椿、

优质道地中药材等产业为核心，开展智慧农业建设。主要建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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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农业信息资源、产品资源、过程控制、订单生产和销售、水肥

一体化、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管理等信息化平台，配备温控系统、

自动滴灌施肥系统、太阳能大棚、自动耕地播种收割机器、数字

控制中心，配套房屋道路提灌蓄水，通信电力全系设施设备，提

高农产品产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减少劳动力投入，有效降低单

位成本。建成后可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提供智慧农业样

本，同时为打造明月山绿色发展川渝协作示范带提供支撑。

实施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建设，在明月山重点区域建设集视

频安全监管、游客动态监管、游客信息分析、环境气候监测等为

一体的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和 5G信息平台，推进明月山旅游体验

智能化、服务信息化。

二、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川渝共建明月山竹木家居产业园，充分利用明月山 300 万亩

竹资源，依托大竹竹木加工企业、达川麻柳竹编工艺、垫江大石

竹编工艺坊、梁平亿联家居产业园等，采用一园多组团的形式建

设集竹板材加工、竹家居、竹工艺品为一体的大竹明月山竹木家

居产业园。拟占地 5000亩，建筑面积 500万平方米；加快推进大

竹建筑产业迭代升级，共建明月山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共

建年出栏 500 万头生猪的产业基地及肉类加工生产线；围绕优质

水稻（糯稻）、竹（笋）、柚子、脐橙、茶叶、香椿、花椒、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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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鸭子、肉鹅、榨菜、藠头、豆筋（笋）、大闸蟹、小龙虾、

银杏、油橄榄等特色农产品，打造“明月山”农产品区域公共品

牌，采用一园多组团模式新建明月山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打造

年加工 300 万吨优质大米加工基地、年加工 200 万头生猪精深加

工基地、年加工 50万吨柚子深加工基地、年加工 10 万吨脐橙深

加工基地、年加工 2000 万只鸭子（鹅）加工基地、年加工 15 万

吨乌梅深加工基地，建设冻干香椿生产线，进一步叫响明月山茶

叶、虾蟹、豆筋（笋）、橄榄油、醪糟、乌梅等特色产品；共建

50万亩香椿基地及冷链物流中心。

三、创建绿色产品

优先以家用洗涤剂、可降解塑料、绿色建材等为突破口，以

点带面，开发推广绿色产品。按照全生命周期理念，在产品设计

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处理

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实现产品对能源资源消耗最

低化、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可再生率最大化。应用产品轻量化、

模块化、集成化、智能化等绿色设计共性技术，采用高性能、轻

量化、绿色环保新材料，开发具有无害化、节能、环保、高可靠

性、长寿命和易回收等特性的绿色产品。

四、创建绿色供应链

建立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的采购、生产、营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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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及物流体系，推动上下游企业共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

境绩效，达到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化，链上企业绿色

化。选择一批代表性强、行业影响力大、经营实力雄厚、管理水

平高的龙头企业，按照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发挥核心龙头企业

的引领带动作用，确立企业可持续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实施

绿色伙伴式供应商管理，优先纳入绿色工厂为合格供应商和采购

绿色产品，强化绿色生产，建设绿色回收体系，搭建供应链绿色

信息管理平台，带动上下游企业实现绿色发展。

新建明月山川渝优质粮油基地。紧紧依托八渡、高明、天城

等乡镇特色水稻种植，2021年建设优质稻示范基地 20万亩，优质

油菜示范基地 15万亩，以后每年水稻示范基地递增 2.5万亩，油

菜示范基地每年递增 1.25万亩。到 2025年建成优质水稻示范基地

30万亩，油菜示范基地 20万亩。项目建成后项目区内优质水稻单

产可达到 600公斤，总产达到 18万吨，可实现产值 5.4亿元。优

质油菜单产可达到 200公斤，总产可达到 4万吨，可实现产值 2.4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产业便道约 200 公里、改扩建沟渠 380

公里、变压器 10座、大棚 35万公里、综合管网约 30公里、土地

整治 80 万亩、供水管网约 20 公里等；共建年产 500 万吨优质蔬

菜的生产基地及冷链仓储物流中心。

加快推进大竹县高明镇优质水稻制种现代农业园区，创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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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农业园区，加快推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新修道路，新建育苗

中心、产地加工厂、农机库棚、农产品储存仓库、停车场、农村

公厕、休闲亭、休闲广场、农家乐、文化展示体验中心等。

五、推广农业清洁生产

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深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和农作物病

虫害系统防治与全程绿色防控，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化行动。选择

一批重点县（市）开展化肥减量增效示范，集中推广一批土壤改

良、地力培肥、治理修复和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模式。实施果菜茶

有机肥替代化肥，研发符合绿色生产要求的高效肥料，推广生态

控制、物理防控、生物防治等绿色技术和新型植保机械，实现主

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实施农药、兽用抗

菌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境净化行动，提高施肥施药的精准化程度。

加快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开展绿色防控技术试点示范，通

过推广病虫绿色防控措施，遏制病虫危害，保障农作物生产质量

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引进石首“鸭蛙稻”绿色防控新技术。

建设一批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基地、稻田综合种

养示范基地，选择一批重点县开展果菜茶病虫全程绿色防控试点，

重点示范推广生态控制、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防控技术，

实现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42%以上。

推进养殖业污染源头减量。推广节水、节料等清洁养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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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实用技术，全面推广农业清洁养殖方式。

严格规范兽药、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使用，加强水产养殖投入品

规范化分类管理和农业生产环境监测，加大违规使用投入品查处

力度，推广生态循环养殖模式。持续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十四五”时期实现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保持 97%以上。

六、加快发展种养有机结合的循环农业

推广绿色种养殖产业，鼓励发展生态种植、生态养殖、种养

一体、农牧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管理，在“十四五”时期新认定 10个以上绿

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培育壮大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产业。

推动种植业提质增效。加强耕地保护和利用，遏制耕地“非

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支持发展节水农业，培育推广耐

旱品种。推进规模化农产品基地和优势产业带建设，建成一批优

质稻米、特色淡水产品（小龙虾）、蔬菜（食用菌、莲）、茶叶、

油菜、香菇、洪湖野鸭、现代制种业、柑橘、道地药材等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加强棉花、油料、糖料等生产基地建设。加快培育

一批资源高效利用的“多抗型”农业绿色生产优良品种，推广高

产优质适宜机械化品种和区域性标准化高产高效栽培模式。

推动畜禽养殖业转型升级。发展环保高效型畜牧业，以生猪、

家禽、肉牛等主要畜禽规模养殖场为重点，提高标准化规模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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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创建标准，创建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提升动物疫病防控

能力，强化生猪良种培育，提升生猪标准化养殖水平，推进生猪

产业转型升级。实施粮改饲，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工厂化循环

水养殖等发展模式。推广“畜-粮、畜-菜、畜-果”等种养结合模式。

七、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推动农业面源污染示范区建设与农业发展有机结合，打造一

批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以投入品减量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

切入点，打造产业“领跑者”和行业“标杆”。全面开展畜禽粪

污、养殖尾水、尾菜、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综合治理示范，推动石

子、观音、杨通、八渡、天城等乡镇建设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示范区。推进各乡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建设。加快建设一

批农田面源污染防治、水产养殖污染防治等工程，推进一批畜禽

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项目建设。“十四五”期间，实现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率保持 90%以上，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保持 75%以上，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保持 95%以上。

八、践行两山理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探索“生态+”模式，坚持吃生态饭、做生态事、走生态路，

以生态立县，以文旅强县，推动大竹县省级生态示范区创建。

（一）坚持“生态+”理念，发展生态旅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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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青山。携依托明月山，发展生态旅游、康养产

业、度假产业，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以川渝七区县共建明月

山绿色发展示范带为契机，突出运动产业、高山富硒农业、特色

民宿近期打造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远期协同川渝七区县共同打

造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以发展白茶产业立体化发展为基本思

路，突出有机茶庄园、茶文化、茶产业、茶交易等产业链，推动

生态化开发；围绕大竹白茶、梁平野生甜茶、邻水龙须茶以及垫

江、开江、达川的绿茶，建设 20万亩良种茶示范园，培育 200家

新型经营主体，新建标准化加工厂及生产线若干，打造茶主题公

园 6个。

——“生态+”乡村。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为导向，集中石子、

观音 2 个乡镇，突出“美丽大竹·宜居乡村”的发展目标，不断

丰富生态经济类型，打造田园综合体、农业休闲园、最佳人居环

境、乡村民宿、乡村餐饮等综合业态。坚持联众抓小，出台民宿

发展扶持政策，引进有实力的民宿营运公司，支持小型投资商参

与景区投资，盘活基层闲置资产，推进农家乐向特色民宿转型。

——“生态+”绿水。聚焦铜钵河、高滩河、八渡河、白水河、

东河、兴隆河、土地滩水库、九龙水库、凤凰水库等的生态化开

发，以保护水源地为开发底线，推动运动产品的落地，加快生态

休闲农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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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立两山银行，为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赋能

“两山”银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银行，而是借鉴银行分散式

输入、集中式输出模式，把碎片化的生态资源进行规模化的收储、

专业化的整合、市场化的运作，把生态资源转化为优质的资产包，

从而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规优质高效的转化。

——加快推进生态森林与水系，打造大竹品牌，提升生态产

品价值。探索生态产品交易机制。建立和完善明月山自然资源交

易平台，积极对接国内外产权交易机构，探索实施项目层面的生

态产品价值占补平衡机制，推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产业化。

——健全生态产品品牌体系。以明月山为基础，推进山水资

源向“优特化”升级，打造一批原始森林、生态茶园、精品果园、

富硒高山果蔬基地。建立生态产品展示发布中心，推动形成“好

生态变成好产品、好产品卖出好价钱”的高效经营模式；建设集

观光旅游、产品销售、非遗传承为一体的竹文化生态产业园。开

展竹海观光休闲游、竹笋采挖游等特色旅游；加强文化创意，推

动竹雕、竹编等传统民俗民族工艺品的产业化、市场化；加强竹

帘、竹锁呐的“非遗”传承和利用。

——强化生态产品质量监管。利用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健

全生态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完善产地准出、市场准入衔接机制，

加强监管执法，增强生态产品质量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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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生态产品价值考核制度。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年

度目标考核制度，对自然资源资产进行离任审计，对试点乡镇（街

道）开展生态产品政府采购试点，引导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

护的关系。

——加强自然资源整体综合保护与开发。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对集镇、村庄、山林、农田和河流进行

整体综合保护开发，推进形成规模化、生态化效益。对符合条件

的地块，在土地出让评估时核算生态环境增值。

十、助推文旅产业融合，激活文旅消费升级

——夯实产业基础，实施“建链”行动。以项目为支撑，搭

建文旅产业“筋骨”。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完善一批旅游交

通标识牌、积极创建文化旅游品牌、构建全县应急广播体系。通

过优化业态、丰富产业内涵，提升文化旅游品质，打造城市文旅

新 IP 和流量入口，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实现城市更新与

文化传承的有机结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

以招商引资为抓手，落地一批重点农文旅深度融合项目。依

托大竹县明月山片区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开展项目招商。瞄准国

际、国内行业龙头，争取大型央企、国有企业来大竹明月山投资

文旅项目。重点引进文化旅游度假产品、大型旅游综合体、生态

康养旅游、文化创意、设计、现代传媒、新闻出版和文旅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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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

——丰富产业业态，实施“延链”行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强县”、“旅游强县”建设为目标，

立足全县资源禀赋，深度挖掘优势，进一步推进文旅融合，挖掘

传统村落、文物遗迹、非遗文化、乡（镇）历史展示馆以及博物

馆等文化产品的旅游体验和价值功能，进一步拓展剧场、演艺等

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将优秀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文化

旅游产品，用文化增加旅游附加值，实现多元化文化旅游产品供

给。以延长产业链条为突破，积极培育新业态。围绕全时间、全

空间、全产业，丰富旅游业态，延长产业链条，推动旅游产业结

构优化、转型升级。发展“乡间”经济，以发展乡村旅游为抓手，

发挥文化旅游专项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引导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鼓励举办各类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坚定不移走绿色崛起之路，培育全

县文化旅游经济增长点。

——推进特色文旅项目建设。旅游业是综合产业。紧紧围绕

旅游发展的全面性与整体性，以文旅融合、城乡带动为核心，从

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全社会、全部门等

角度全面推进明月山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联动推进重点旅游项目

建设。布局打造明月山全域大景区，实现点线面有机组合和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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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形成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以区域协调和联动为杠杆，将

旅游业打造成为牵动经济社会全局的现代化大产业，充分发挥旅

游业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全面凸显旅游业在推动经济转型、

提升生活品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推动峰顶山生态康养度假区、三华山旅游景区、佛立山旅

游景区、明月山高山富硒有机农业园提档升级；完善游客中心功

能配备，导览系统、旅游咨询、志愿者服务等进行标准化和规范

化整改。

——推进乡村旅游建设。以农业为基底，以文化为灵魂，实

现“农业产业+文旅配套+文旅社区”综合开发，大力发展城郊旅

游，以板块为核心，实施农业品牌化战略，打造“大竹白茶”区

域品牌，突出竹、苎麻、香椿、糯稻、白茶五大名片，打造乡村

振兴发展集群。推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继续扶

持发展农家乐，打造一批示范园、示范村、示范旅游合作社和乡

村旅游精品民宿，依托交通干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风景道和乡

村旅游风景带。持续做好乡村旅游及相关旅游培训，不断加大乡

村旅游发展力度、提升发展质量。深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强化

农耕文明活态传承与旅游的融合，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助力

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佛立山-百里竹海，集中连片打造巴蜀文化走廊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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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康养中心及旅游集散中心；新建大竹县峰顶山生态康养度假区；

开展三华山旅游景区开发项目建设；实施大竹县自驾车营地项目，

规划建设集生态停车场、帐篷露营地、公寓式宾馆、自助野炊烧

烤广场、休闲娱乐中心、汽车租赁养护中心、接待管理服务中心

等基础设施为一体的自驾游营地。

——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培育和提升乡村旅游发展业态，

利用脱贫攻坚引领区和农建综合示范区良好的基础条件，以观音

—周家（观音、周家），八渡—天城（八渡、高明、天城），文

星—石子（文星、杨通、石子、四合）三大乡村振兴示范片为依

托，充分挖掘利用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特色旅游村寨和乡村旅游

产品。

——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加强乡村民宿标准引领、融入乡土

文化、结合本地的特色，把民宿文化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提

升服务品质。依托现有交通区位、发展基础和资源环境；依托高

山旅游资源，打造明月山精品民宿群，统筹利用明月山生态良好、

资源富集比较优势，联合梁平、垫江、长寿、达川、大竹、开江、

邻水七区县共同发展民宿休闲养生、康体养生等业态，推动大健

康与大文旅深度融合。依托明月山景区景点、生态空间、古寨院

落等资源，共同保护好传统村落风貌、风俗风物，彰显文化内涵，

引进社会资本，发展让人记得住乡愁的民宿群；共同叫响“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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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西有明月山”“精品民宿东看安吉、西望明月”品牌。

专栏 4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一、增强协调创新发展能力：继续推进川渝东北部现代物流产业园建设，发展临港

（临空、临铁）物流和公路物流及电商交易中心，重点发展粮食物流、农产品冷链物流、

食品物流、中医药物流，联合组建互联网+联盟，推动电商产业跨区跨境发展，实现市场、

贸易、物流一体化；发挥重庆数谷农场和四川丽天牧业川东北生猪交易平台等的科技示

范作用，共建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农业科技平台，共同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实现核心

技术共享，并逐步运用于国家杂交水稻制种、蔬菜等主要农产品基地建设，促进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共同打造明月山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施智慧旅游大数据中

心建设，在明月山重点区域建设集视频安全监管、游客动态监管、游客信息分析、环境

气候监测等为一体的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和 5G信息平台，推进明月山旅游体验智能化、

服务信息化。

二、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共同承接发达地区电子信息转移产业，配套发展集成

电路、高端汽车电子、电子产品零部件、电子软件等产业，共同打造电子信息产业示范

带。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连片示范区。推进区域性、普惠型的“中

小企业服务综合体”建设，助推区域内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大数据融合应用，支

持企业智能化改造。打造专业化的物流信息共享智慧平台；新建明月山竹木家居产业园，

拟占地 5000亩，建筑面积 500万平方米；加快推进明月山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建设；

围绕优质水稻（糯稻）、竹（笋）、柚子、脐橙、茶叶、香椿、花椒、乌梅、鸭子、肉

鹅、榨菜、藠头、豆筋（笋）、大闸蟹、小龙虾、银杏、油橄榄等特色农产品，打造“明

月山”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采用一园多组团模式新建明月山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打

造年加工 300万吨优质大米加工基地、年加工 200万头生猪精深加工基地、年加工 50万

吨柚子深加工基地、年加工 10万吨脐橙深加工基地、年加工 2000万只鸭子（鹅）加工

基地、年加工 15万吨乌梅深加工基地，建设冻干香椿生产线，进一步叫响明月山茶叶、

虾蟹、豆筋（笋）、橄榄油、醪糟、乌梅等特色产品；共建 50万亩香椿基地及冷链物流

中心。

三、创建绿色供应链：实施明月山川渝协作核心示范带智慧农业建设项目，依托明

月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以粮油、白茶、香椿、优质道地中药材等产业为

核心，开展智慧农业建设。主要建设数字农业信息资源、产品资源、过程控制、订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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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销售、水肥一体化、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管理等信息化平台，配备温控系统、自动滴

灌施肥系统、太阳能大棚、自动耕地播种收割机器、数字控制中心，配套房屋道路提灌

蓄水，通信电力全系设施设备，提高农产品产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减少劳动力投入，

有效降低单位成本。建成后可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提供智慧农业样本，同时为

打造明月山绿色发展川渝协作示范带提供支撑；新建明月山川渝优质粮油基地。

四、践行两山理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协同川渝七区县共同打造国家级

生态旅游示范区；以发展白茶产业立体化发展为基本思路，突出有机茶庄园、茶文化、

茶产业、茶交易等产业链，推动生态化开发；围绕大竹白茶、梁平野生甜茶、邻水龙须

茶以及垫江、开江、达川的绿茶，建设 20万亩良种茶示范园，培育 200家新型经营主体，

新建标准化加工厂及生产线若干，打造茶主题公园 6个；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为导向，

集中石子、观音 2个乡镇，突出“美丽大竹·宜居乡村”的发展目标，不断丰富生态经

济类型，打造田园综合体、农业休闲园、最佳人居环境、乡村民宿、乡村餐饮等综合业

态；建设集观光旅游、产品销售、非遗传承为一体的竹文化生态产业园。开展竹海观光

休闲游、竹笋采挖游等特色旅游；加强文化创意，推动竹雕、竹编等传统民俗民族工艺

品的产业化、市场化；加强竹帘、竹锁呐的“非遗”传承和利用。

五、推进特色文旅项目建设：加快建设佛立山-百里竹海，集中连片打造巴蜀文化走

廊明月山康养中心及旅游集散中心；新建大竹县峰顶山生态康养度假区；开展大竹县三

华山旅游景区开发项目建设；实施大竹县自驾车营地项目，规划建设集生态停车场、帐

篷露营地、公寓式宾馆、自助野炊烧烤广场、休闲娱乐中心、汽车租赁养护中心、接待

管理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为一体的自驾游营地。

六、乡村民宿：依托高山旅游资源，打造明月山精品民宿群，统筹利用明月山生态

良好、资源富集比较优势，联合梁平、垫江、长寿、达川、开江、邻水等六区县共同发

展民宿休闲养生、康体养生等业态，推动大健康与大文旅深度融合。依托明月山景区景

点、生态空间、古寨院落等资源，共同保护好传统村落风貌、风俗风物，彰显文化内涵，

引进社会资本，发展让人记得住乡愁的民宿群；共同叫响“东有莫干山、西有明月山”

“精品民宿东看安吉、西望明月”品牌。

第三节 打造舒适宜居生活环境

以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持续优化城镇景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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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统筹建设区域和城镇绿地，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推进农村

环境整治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全覆盖，切实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一、强化乡村建设规划引领

统筹景区和以片区为单元编制的乡村规划建设，按需应编尽

编村级片区规划，实现村庄规划管理全覆盖。顺应村庄发展规律

和演变趋势，按照集聚提升、景村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思

路，合理确定景区村庄布局和规模，分类有序推进村庄规划建设，

严格界定搬迁撤并类村庄标准和范围，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

风貌。

二、提升乡村基础设施水平

高质量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

机制，促进景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构建布局合理、

功能完备、安全高效的现代乡村基础设施体系，筑牢乡村振兴硬

件支撑。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建设一批宜居宜游宜业型示范农房。

加速推进村镇公路联网成环、提档升级，构建覆盖广泛的农村公

路网。实施物流基础设施网化工程和数字乡村建设工程，加大在

农村地区的设施网络布局和服务供给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电

子商务，促进线上线下融合的产品流通体系和现代农村市场体系。

新（改扩）建毗邻乡镇断头路、连通路、产业连接路；推动旅游

发展先进经验交流共享、资源互补，沿明月山脉（峰顶山—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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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场—天池—九龙湖—百里竹海）规划修建一条旅游风景道，也

作防火通道，包括栈道工程、石板路工程、灯光工程、绿化工程、

停车场工程等，建成一条“防火+绿色”“防火+旅游”“防火+

观光”“防火+休闲”旅游通道，促进、整合三地明月山段资源一

体化发展。

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因地制宜深化和推进

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三大革命”，继续实施村庄

清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村庄规划建设提升“三大行动”，全

面提升村容村貌。重点加强观音—周家（观音、周家），八渡—

天城（八渡、高明、天城），文星—石子（文星、杨通、石子、

四合）三大乡村振兴示范片环境整治项目、环境整治、活动中心

广场建设、道路亮化工程、保护修缮、明月山沿线环境整治。健

全生态系统休养生息制度，开展保护性耕作。实施乡村水域综合

整治，加强房前屋后河塘沟渠清淤疏浚，消除农村黑臭水体。整

体规划建设特色旅游名镇名村，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四、美丽乡村建设

加快实施大竹县明月山“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新建智慧农

业和环境整治、乡村旅游工程及升级改造乡村路网，新建垃圾中

转站 35座、农村污水处理站 15处、新型农产品生产基地 5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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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基地 4个；新建明月山乡村旅游中心，包括新建旅游

中心生态停车场 2个（含停车位 200个，充电桩 40个）、旅游服

务中心 1个、民俗体验中心 1个、民宿小院 10栋及房屋整治。新

建道路等配套基地设施；开展杨通红色文化旅游村落建设，研究

杨通乡红色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展出红色文化藏品，建成红色旅

游服务基地，打造红色歌舞创作平台等。

专栏 5 特色引领

一、八渡乡。有机富硒特色乡镇。依托明月山生态资源，大力发展高山有机富硒产

业，通过打造富硒茶叶、富硒水稻、富硒蔬菜等有机产品集聚，结合乡村打造民宿产业

集群，最终将其打造成有机富硒产业为主导的特色乡镇；八渡乡现代高山农业产业资源

优势明显，积极抢抓战略优势，共建明月山绿色示范带，发挥自身优势，建设高山有机

农业现代产业示范园。

二、石子镇。森林康养特色乡镇。将原始森林作为核心资源，争创国家级森林康养

基地、森林人家、省级旅游度假区等一大批森林康养旅游项目落地建设；充分利用交通

枢纽地位，发挥原始森林资源优势，依托原始森林，打造森林型康养基地、原始森林微

度假空间，形成高山生态森林之镇。

三、观音镇。高山文旅示范镇。充分利用交通枢纽地位与明月山山地背景，突出九

龙湖与佛立山山优势，打造精品高山度假产品，突出生态康养理念，形成集生态旅游示

范区、国家 3级旅游景区等多种产品集聚的特色乡镇。

五、杨通乡。红色文化之乡。依托大庙寨红色文化旅游村落结合苏维埃政权与徐德

烈士墓，突出红色主题功能，打造红色文化之乡。

六、杨通乡大庙寨村。红色文化旅游村。围绕大庙寨红色乡村旅游项目为引擎，完

成大庙寨革命遗址纪念园的建设内容，加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初步形成以

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旅游。

七、八渡乡花岩村。高山蔬菜旺村。花岩村位于三县（区）交界处，是全县唯一一

个整村处于明月山麓的村，依托生态环境、交通区位和富硒农业打造明月山川渝合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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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的排头兵。

第四节 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充分发挥明月山比较优势，深入推进“山上做减法、山下抓发

展、沿线促提升”，健全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明月山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着力打造旅游服务高端、商业配套完善、群众安居乐

业的旅游综合服务区、城市品质的现代化旅游特色小镇。

一、交通基础设施

抢抓“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和“巴文化高地”建设契机，加

快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新建城口-宣汉-开江-达川-梁平-

大竹-邻水-渝北高速公路，道路全长 230公里，其中大竹县境内新

建高速公路 42.1公里，设计时速 100公里/小时，双向 4车道；新

建大竹-垫江高速公路，全长 70公里，其中大竹县境内新建高速公

路 32公里，设计时速 100公里/小时，双向 4车道；续建环明月山

国家旅游风景道（明月山内槽旅游健康路），推动旅游发展先进

经验交流共享、资源互补，沿明月山脉（峰顶山—东印茶场—天

池—九龙湖—百里竹海），修建一条旅游风景道，也作防火通道，

包括栈道工程、石板路工程、灯光工程、绿化工程、停车场工程

等，建成一条“防火+绿色”“防火+旅游”“防火+观光”“防火

+休闲”旅游通道，促进、整合三地明月山段资源一体化发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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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垫江明月山内槽旅游健康路打造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

促进明月山旅游资源开发。

结合现状道路，提升贯通，沿明月山内槽旅游健康路、依托

S202、S404、S508、X188 竹回路形成旅游连接道路。加快实施

S202大竹县安吉至石桥铺段改建工程，连接安吉、永胜、石桥铺，

路线全长约 21 公里，三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 30 公

里/小时，路基宽 7.5米；加快推进 S404竹阳街道至妈妈镇段改建

工程，按照三级公路技术标准改造约 19公里；加快推进 S508 大

竹县天城（垫江界）至高明段改建工程和 S508大竹县高明至文星

段改建工程，路线起于文星镇、高明镇、童家镇、止于天城（垫

江界）东印农场处，对接垫江县 S515线，并与明月山内槽旅游健

康路联通，按照三级公路技术标准改造约 29公里，实现大竹明月

山片区各乡镇各景点之间互通；新建八渡乡明月山体育健身跑道

（马拉松或迷马），建成环天池片区的长约 20公里、宽 12 米的

明月山体育健身跑道，与垫江旅游大道、明月山大道相连接，可

承办迷你马拉松、健身跑、马拉松等赛事，打造川渝两地体育赛

事金字招牌。

二、旅游标识系统规范化建设

“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强明月山公共信息符号和旅游标志、

标牌的规范化建设。按照国际化标准，完善景区景点交通标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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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息符号建设，新建或改造提升标识标牌、交通导引、户外

展示等设施，设置中、英、韩、日等多语种服务指导标识。

三、旅游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建设智慧化停车场，统筹景区内各停车位资源；将各停车场

出入口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接入统一平台管理。建成覆盖明月

山主要停车场、临时停车场的智慧停车系统，同时建设智能引导

系统，为游客提供景区及周边停车场的位置及实时空位情况、到

达路线等，并支持智能线路引导，为自驾游游客提供便捷的停车、

找车服务。

统筹谋划风景区旅游公厕布局与建设，提高游客旅游体验满

意度。 增设或改造通信、邮政、金融、旅游服务网点等设施，提

高旅游便利性。适当增加消防应急救援设施建设，提升应急救援

能力。

四、给水工程扩容建设

进一步加强给水工程扩容建设，改善明月山风景区供水条件，

提高景区供水应急能力和供水保证率，彻底解决景区用水紧张的

问题，促进景区旅游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强化水源工程，通过实施全县分散供水工程维修养护以及城

乡供水一体化建设。



— 72 —

改扩建水厂。通过改扩建明月观音镇、石子镇、八渡等水厂，

提高制水及供水能力。 优化输配水管网。延伸供水管线，实现输

配水管网的互联互通和居民点全覆盖，提高供水质量及供水安全。

五、镇区排水管网环保化建设

大竹明月山片区各乡（镇）镇区主要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

制。雨水排放设明沟或暗渠，原有排水管渠用作雨水排放。雨水

管渠尽量利用地形坡度，重力流排水，根据就近、直接的原则，

以最短的距离将雨水排入附近河流及其它水体。污水管道沿道路

呈放射状布置。

六、能源工程安全化建设

“十四五”期间全面实现电力和天然气的使用，提高太阳能、

风能等清洁、高效、优质能源的使用比重。落实绿色发展制度政

策，加快推进低碳发展，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七、通信、邮政工程现代化建设全覆盖

明月山邮电通讯规划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满足迅速、

准确、安全、方便等邮电通讯服务要求；二是要坚持高起点、高

技术建设原则，充分满足国际化、信息化社会和现代旅游需求。

八、环卫设施系统化建设

加强环卫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公厕选址必须远离水体，并与

河道有一定隔离带，粪便污水一律进行深度处理，给风景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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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清洁的环境。“十四五”期间拟新建旅游公厕 8座，改建旅

游公厕 5座，扩建旅游公厕 5座。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合理设置垃圾转运站。推行景区环卫全

城化市场化，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清运、分类

处理，提升垃圾桶、垃圾车等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套体系，探索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合理设置垃圾转运站，生活垃圾及餐厨

垃圾及时清运并进行无害化处理。鼓励游客自带旅游垃圾出境。

九、电网工程增容改造建设

为适应快速发展的明月山旅游业，急需坚强的电网来支撑。

“十四五”期间应彻底改变明月山电网薄弱状况，采取多项措施全

面加强明月山电网建设与改造。

一是科学制定明月山电网规划，将电网建设与明月山风景区

整体规划紧密配合、同步实施，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适当

提高标准，确定景区电网发展的近、中、远期发展规划。

二是全力抓好明月山主网建设，上马一批电网建设和技改项目。

三是有序推进明月山配电网改造。完善 10千伏配电网，以增

加供电可靠性；加快改造明月山原来的高能耗变压器和老旧输配

电线路，提高电力线路输送能力和抗灾能力。

四是运用科技环保手段，采用绿色环保的环网柜、分支箱等

配套电力设施，改造原来的架空线，采用地埋式电缆，使电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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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与景区环境相协调，达到美化风景区的作用。

十、景区气象预警预报系统化建设

气象条件是影响旅游安全和旅游质量的重要因素，气象信息

已成为旅游者出游所必需的公共服务信息，也是旅游经营者和各

级旅游部门防范气象灾害的重要依据。“十四五”期间明月山风

景区除需要强化旅游景区日常与节假日天气的预测、预报系统的

专门化能力建设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备风景区高科技智能化的气

象灾害预报预警能力系统建设，提高风景区旅游气象预报预警服

务质量，服务旅游经济的发展。

专栏 6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交通基础设施。新建城口-宣汉-开江-达川-梁平-大竹-邻水-渝北高速公路，道路

全长 230公里，其中大竹县境内新建高速公路 42.1公里，设计时速 100公里/小时，双向

4车道；新建大竹-垫江高速公路，全长 70公里，其中大竹县境内新建高速公路 32公里，

设计时速 100公里/小时，双向 4车道；续建环明月山国家旅游风景道（明月山内槽旅游

健康路），推动旅游发展先进经验交流共享、资源互补，沿明月山脉（峰顶山—东印茶

场—天池—九龙湖—百里竹海），修建一条旅游风景道，也作防火通道，包括栈道工程、

石板路工程、灯光工程、绿化工程、停车场工程等，建成一条“防火+绿色”“防火+旅

游”“防火+观光”“防火+休闲”旅游通道，促进、整合三地明月山段资源一体化发展，

依托垫江明月山内槽旅游健康路打造大竹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促进明月山旅游资源

开发。

结合现状道路，提升贯通，沿明月山内槽旅游健康路、依托 S202、S404、S508、X188

竹回路形成旅游连接道路。加快实施 S202大竹县安吉至石桥铺段改建工程，连接安吉、

永胜、石桥铺，路线全长约 21公里，三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 30公里/小时，

路基宽 7.5米；加快推进 S404竹阳街道至妈妈镇段改建工程，按照三级公路技术标准改

造约 19公里；加快推进 S508大竹县天城（垫江界）至高明段改建工程和 S508大竹县高



— 75 —

明至文星段改建工程，路线起于文星镇、高明镇、童家镇、止于天城（垫江界）东印农

场处，对接垫江县 S515线，并与明月山内槽旅游健康路联通，按照三级公路技术标准改

造约 29公里，实现大竹明月山片区各乡镇各景点之间互通；新建八渡乡明月山体育健身

跑道（马拉松或迷马），建成环天池片区的长约 20公里、宽 12米的明月山体育健身跑

道，与垫江旅游大道、明月山大道相连接，可承办迷你马拉松、健身跑、马拉松等赛事，

打造川渝两地体育赛事金字招牌。

二、旅游标识系统规范化建设。“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强明月山公共信息符号和

旅游标志、标牌的规范化建设。新建各类标准标识系统 3套。

三、环卫设施系统化建设。“十四五”期间拟新建旅游公厕 8座，改建旅游公厕 5

座，扩建旅游公厕 5座。

四、景区气象预警预报系统化建设。气象灾害预警系统 1套。

第五节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旅游服务功能不断优化，旅游环境明显优化，实现旅游发展

全域化、旅游产品定制化、旅游服务优质化、旅游治理现代化、

旅游效益最大化。

一、提升旅游交通工程

大力发展旅游特色交通，通过建设旅游公交系统、自驾服务

系统、骑行绿道系统、水上风景廊道、低空飞行基地，逐步完善

旅游交通设施，构建快捷畅通、无缝衔接的旅游交通体系，为游

客提供方便、舒适、多样化的慢行游览方式。

——旅游集散系统。西渝高铁大竹站建设在即，达州新机场

（金垭机场）也处在建设阶段，未来大竹县对外交通迎来崭新局

面；应对对外交通方式的转变，规划将大竹高铁站作为一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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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中心，观音镇、石子镇为二级旅游集散中心，八渡乡、高明

镇、天城镇、杨通乡、四合镇为三级旅游集散点，形成大竹县明

月山旅游集散中心体系，发展多级旅游公交系统，开通各级枢纽

间快捷旅游公交专线，及连接集散中心与部分主要景点的旅游观

光巴士，加强各级旅游集散中心间交通联系，加强集散中心与主

要景区景点的联系，为游客交通出行提供便利。

——旅游观光巴士。按照“外部承接，内部循环；节点完善，

服务提升；快慢结合，全域网络”的总体原则，提升大竹县明月

山的旅游交通服务体系。结合旅游交通系统主要旅游公路打造主

题风景廊道，打造明月山风景廊道；通过构建大竹县自驾车营地

体系、建设自驾旅游景观廊道，为自驾车、房车游客提供相关旅

游配套服务，同时通过政府引导，参考《汽车露营地开发条件和

要求（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的星级营地建设标准，制定《大

竹县自驾车营地建设标准》。逐步建立完善的自驾车、房车服务

系统，进一步拓展大竹自驾车、房车旅游市场。并结合一批景区、

一批庄园、一批民宿、一批廊道、一批营地、一批秀美乡村、一

批文创研学旅行基地，打造自驾车驿站系统；新建大竹县自驾车

营地，规划建设集生态停车场、帐篷露营地、公寓式宾馆、自助

野炊烧烤广场、休闲娱乐中心、汽车租赁养护中心、接待管理服

务中心等基础设施为一体的自驾游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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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公共服务配套

——提升文化公共服务配套。提升大竹城市的文化内涵与品

质，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是展示城市文化魅力的重要因素。健

全文化类民生设施体系、数字化改造、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实现

公共文化多元化体验与推进，提升文化服务效能。

——全面布局公共文化设施。建立健全文化馆、图书馆、博

物馆、体育馆与乡镇文化站、村级（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

文化类民生设施体系，提高现有体育和文化设施利用率。对各类

文保单位（文保点）进行消防水电改造，建设智慧文物监控平台，

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积极主

动融入“川东北体育产业发展区”建设，建设明月山大竹县全民

健身中心，明月山大竹体育制造园区。

——丰富公共文化设施功能。建立文化场馆大数据管理系统，

通过智能技术获取访客标签，提升公共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

对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展览馆等场馆进行数字化

改造，建立免费开放的学术、研学交流数据库，建设集文化活动、

展览展示功能于一体的场馆，提高科技体验感。

——开展公共文化活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旅游化。鼓励文

化活动走进景区、走进酒店，形成产品线路打包，开拓企业营销

思路推进文化和旅游的切实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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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旅游基础网络环境。积极融入“无线明月山”

的建设项目，全面实施：游前-旅行社、旅游观光巴士、游中-景区、

乡村、游后-酒店、购物街区“三级无线全覆盖工程”，为居民和

游客提供免费快速的无线上网新体验。

——发展特色住宿。推进文旅与服务业融合，完善特色住宿

结构，发展高中低档不同价位、不同类型的住宿设施。建成不同

类型住宿 5 种以上（如度假酒店、星级饭店、文化主题饭店、绿

色饭店、精品民宿、帐篷营地、自驾车营地、连锁酒店、星级农

家乐（乡村酒店）、特色业态经营点、示范休闲农庄、星级森林

人家等）。

——完善导视系统。设计、制作和安装明月山全域全景图，

在旅游集散中心入口、重要旅游公路交叉口、核心旅游吸引物入

口处设置中英日韩四种语言对照的全域全景图。在旅游景区、旅

游风景道、主要旅游交通公路和重要景点景物处设置导游全景图、

导览图、交通指示牌、旅游标识牌、景物介绍牌等，形成布局合

理、标准规范的导游导览体系。开展大竹明月山智慧旅游景区系

统建设，完善二维码导览系统，进入导览系统，查看景区地图、

介绍信息、各处景点图文介绍、收听景点讲解音频、查看景区服

务设施、查看游玩路线推荐等，做到轻松游览景区，极大提高旅

游满意度。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060000KKXYb9K48fSlhDOGEQ1Y17Wba4ERULpdprWU8f0m-vfziZqVE3-EmMbEm8UMOzmcO-QrG8YahI4JEo9meez6_fP9hGRuSTnvr_bk9Ja1W7kTwi1Qb6rIwX9y6M1mTHHZVwiaXGPw77TTKBegxIvPMPwegdI7l1lVDbffZB7YMo174l1ZeoaGOmykhku9HRjvv6hK-EoXkC3Brwgfjb6LWG.7D_NR2Ar5Od66xAS6MzEukmDfwECF63nEjsT7jZC6zNePXeFYenOWj3_4SkP-SxxI3tTSw5ZGLpOZgvTxAOEoknwxEsOwSpEHI7-Sgj7gOoOgSUqOqjl51xVOlSZtLexKYwxVsLpJ38_PHZudE84xCknwxEsOwSpEHI7-Sgj7gOoOgSUqOqjl51xVOlSZtLexKYwxVsLpJO1IDgeqbXJE6l51xVOCgxho9Og7SOt8nygOgd9JmerVqLQxYwYA5Pe5O6CwTEouSxOuCYp5qZxuu7to5OKf1OyzZvpO4AjOu_lUQQ5OKqZ3t_gwk84XW4xoO5_tlYlE1TEa1S5QSxNSLsOtyP538OvxkoOvJvpnI----------WPMYwxl3ESkSpEtEW7x7gP-SEWPSOjvOhSg4_E4_EzOeDgexO6tx1gOQ9OPtCXr89SEeq7Bx1Y5dGO5uo___ObxoOtZlMS1zeoQQQ51xaM6OBxoSAzzz1qazzz14TE4tEOmCRxk4x1lEve8gCSglO1e5rVrotLQsOkAmOu8htLnLTxuO_OzrLtLa-djtUJOqhQOBO5qOqMSw_qMh1ZePYLheQOcOAQtUJOqhQOBttxexdCvyyxJX5uSOSPMyrlAWv3h5U8dkde_MQxPt8MvOoHWq_xVyFWxuubzyNqMQRze-kl-9h9mePLHYtN0.U1Y10ZDqEojZSPUZkPzeotSd1Un-nWaS_QgWzVpeSoUS1J1alsKspynqn0KY5TQjYtlS_QgWd_xDLQ8E1egP_sKGUHYznWR0u1dEugK1nfKdpHdBmy-bIykV0ZKGujYzr0KWpyfqn0KVIjYknjD4g1DsnHIxnW0dnNt1PW0k0AVG5H00TMfqn1Ts0AFG5HDdr7tznjwxPH010AdW5HDsnH-xnH0kPdtznjRkg10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7B5HKxn0K-ThTqn0KsTjYs0A4vTjYsQW0snj0snj0s0AdYTjYs0AwbUL0qn0KzpWYs0Aw-IWdsms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kn0K8IjYs0ZPl5fK9TdqGuAnqTZnVmvY0pywW5R9affKspZw45fKYmgFMugfqn17xn1Dzg160IZN15HDdPWDsrjfzrjRkn1RvnjbYrHf0ThNkIjYkPWm3rjRsnWm4P1m10ZPGujd9uhNBuh7BPW0snWFWmhms0AP1UHYzPRRkf197fYDvPWT1wWmk0A7W5HD0TA3qn0KkUgfqn0KkUgnqn0KbugwxmLK95H00XMfqn0KVmdqhThqV5HKxn7tsg100uA78IyF-gLK_my4GuZnqn7tsg1Kxn0Ksmgwxuhk9u1Ys0AwWpyfqn0K-IA-b5iYk0A71TAPW5H00IgKGUhPW5H00Tydh5H00uhPdIjYs0A-1mvsqn0K9uAu_myTqnfK_uhnqn0KbmvPb5fKYTh7buHYs0AFbpyfqPW7jPjTdwHFjn16zwHbznHwjf1fkPjcswHuKnWwarDn0UvnqnfKBIjYs0Aq9IZTqn0KEIjYk0AqzTZfqnBnsc1nenH6WnH0snanznHmLnWRYn104c1TvrH6WP1m4ri3snj0snj0Wnzn1r1fWnankPznsQW01PHmYPinsQWbkn1fsnankc10Wna3snj0snj00mh78pv7Wm1Ysc100XZPYIHY1PHbzn1c1nfKkgLmqna31nNtsQW0sg108njKxna3kPdtsQW0sg1Kxna3sn7ts0AF1gLKzUvwGujYs0ZFEpyu_myTqn0KWIWY0pgPxmLK95H00mL0qn0K-TLfqn0KWThnqn1DzrjD&us=ne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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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 基本公共服务

一、一级集散服务中心（1个）：以西渝高铁大竹站为依托，打造集交通集散、旅

游咨询、美食购物等于一体的一级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在大竹建设川渝游客集散中心（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竹韵驿站），设置公共信息咨询服务平台，增设休憩娱乐、物流、医疗、

保险、票务、旅游信息和特色产品售卖等服务功能。

二、二级集散服务中心（2个 ）：以观音镇和石子镇为中心，打造二级集散服务中

心，形成对周边旅游资源与产品的辐射，打造二级集散服务中心，形成对周边旅游资源

与产品的辐射。

三、三级集散服务站（5 个）：以八渡乡、高明镇、天城镇、杨通乡，四合镇等 5

个乡镇以及以分散的景区点为三级旅游集散点。

第六节 明月山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

以乡村振兴为主线，以农旅休闲康养为主题，突出农业观光、

农业体验、生态休闲等功能，依托垫江明月山内槽旅游健康路、

S202、S404等旅游交通实现景区串联，重点挖掘大竹明月山片区

观音镇佛立山，八渡乡郑家坪、天池，天城镇东印农场、三华山，

石子镇峰顶山、牛头寨等高山森林资源，开发田园观光、特色农

庄、采摘体验、垂钓露营、避暑、漂流等乡村旅游模式。推动大

竹县与达州市达川区、开江县、广安市邻水县、重庆市梁平区、

垫江县、长寿区等区县进行旅游协同整合开发、区域联动，建设

明月山精品民宿群，打造精品森林康养基地、森林康养人家、森

林康养园区，做大做强明月山森林康养产业，共建明月山绿色发

展示范带，打造跨省域毗邻地区一体化绿色发展样板。



— 80 —

一、历史人文景观建设工程

优先以杨通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集聚片区为建设重点，抓特做

精；以杨通乡为核心，围绕大庙寨红色乡村旅游项目为引擎，完

成大庙寨革命遗址纪念园的建设，加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

合发展，初步形成以红色文化、乡村体验旅游为主题的旅游景区，

紧扣建党一百周年时代脉搏，挖掘我党统战思想，推动红色资源

转化为红色文化旅游产品，打造红色文化体验旅游目的地。

加快推进杨通乡红色文化旅游村落三期项目建设，完善场地

基础设施，打造革命遗址现场教学点，创建研学旅行示范基地，

修建徐德同志纪念馆，新建 3个不同革命历史时期展馆，建设杨

通苏维埃政权纪念碑，实现“五徐”故居历史建筑修缮，修建红

色文化拓展基地大楼；以“徐德精神”为核心精神，结合红色培

训，在实物展示的基础上，融入智慧技术，以杨通苏维埃革命基

地、大庙寨革命历史陈列馆、故居等革命遗址遗迹为场地；开展

红色文化传承系列项目，推动当代爱国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

责任和历史使命。革命故事情景演绎，全剧由《创建苏维埃》《抗

日战争》《徐氏小学》《新中国成立》四个篇章组成，通过挖掘

杨通乡革命故事，创新展现红色故事。

有序推进观音镇大寨坪李绍伊烈士墓穴、大小罗城寨乡村文

化旅游基地建设，针对党政机关培训、企业红色培训、红色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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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群，建立多功能教学基地，满足目标客群培训教学、拓展

训练、休闲生活等多方面需求；加快深挖观音罗城寨历史文化，

建人工湖和索道，打造以佛寨文化为特色的景点；实施大寨坪红

色文化旅游区建设，建设明月山红色英烈名人展览馆、战场遗址

等国防教育基地，恢复东南西北的寨门，建设山地自行车运动基

地、森林康养观光旅游中心。

打造革命遗址现场教学点，创建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加快建

设王代甲革命烈士纪念园，在八渡乡花岩村山下建设“王代甲”

革命烈士故居。山上建设王代甲革命烈士纪念馆，建成腊像馆、

革命活动轨迹沙盘、视频再现等区域，同时室外建设练兵场、哨

所等场所；打造原八渡公社新桥管理区高小十一班业余教育基地，

开展红色研学教育，实施场地及建筑修缮；实施八渡乡明月山农

耕文化与产业发展博物馆建设，建成明月山沿线群众从古到今农

耕文化陈列室，展现群众历来种养业发展演变陈列室，以及高山

农家腊制品、手工豆腐干等古法制作统技艺博物馆，制陶、打铁

等非物质文件遗产陈列室。

加快完善高明镇清代大兴房子修缮与保护，依托大兴房子的

特殊位置，建设特色农耕文化展览馆，记录农事发展历程；加快

实施“钻头之父”沈忠厚院士故居建设，记录院士一身贡献；开

展石子镇“五烈士就义”红色遗址建设，包括党性教育基地，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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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务中心、游步道、公共厕所、红色体验木屋以及配套的园林

绿化工程、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等；合理推进四合

老街建设，挖掘清代县城记忆。

二、山地景观建设工程

依托观音镇、八渡乡、天城镇、石子镇等原始森林资源，以

森林运动、森林康养、森林科普、户外运动课堂为特色，以森林

人家为典型的品牌，形成原始森林微度假空间。

加快实施观音镇佛立山-九龙水库连片巴蜀文化走廊建设项

目，建设明月山康养中心及附属设施，重点依托佛立山旅游资源

点，将佛立山、大寨坪、罗城寨孤立的资源点进行串联，加快推

进佛立山景区建设，开展山区森林观光、纳凉避暑、康养度假、

竹文化主题民宿体验，以佛立山为中心争创国家 3A级景区。

开展八渡乡明月山休闲观光旅游区建设，实施明月湖、明月

谷、明月洞三个景点联合打造，配套滑草场、花海、樱桃园、徒

步路线、溯溪、骑行车道、步由幅、攀岩、漂流等设施；依托天

池周边现有自然、人文及农业资源开展八渡明月山天池精品民宿

群、新建露营基地，建成能容纳 1000人以上的民宿群、露营基地，

并配套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打造川东北渝东北乡村旅游精

品路线，精品民宿群，推动旅游与产业联动发展，以农促旅，以

旅富农；新建郑家坪滑翔运动基地，建设飞行训练场（降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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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坪、游客接待中心等设施。

结合垫江东印农场旅游区建设，依托垫江明月山内槽旅游健

康路、S202、S404、竹垫路等旅游交通，开展天城镇三华山旅游

景区开发，开展茶文化体验、采茶、制茶农事体验、森林观光、

农业观光、主题民宿、户外运动等旅游项目；修建鸿恩寺寺庙 1

座，明月山康养中心 1座，占地 100亩，新建旅游接待中心，建

设规模 2000平方米；修复嶙山中学遗址。

依托天池湾梯田景观，结合高海拔旅游资源，加快石子镇峰

顶山天池湾精品民宿群，以山丘-梯田-小径-山溪为空间载体，营

造大地景观，通过在山坳、梯田种植花卉丛植植物进行绿化和美

化，打造杜鹃花坞、山茶花坞、绣球花坞、月季花坞等主题花坞

民宿；实施露营基地建设，打造民宿群、露营基地；石子镇峰顶

山平均海拔在 1000米左右，加快实施峰顶山生态康养基地建设，

建设生态康养度假基地项目，配套接待中心、会议中心、水上餐

厅、植物博物馆、演艺中心、康养理疗中心、徒步拓展等设施；

新建峰顶山栈道 3条，复原瞭望塔景点。

三、湖泊及瀑布景观工程

加快推进观音镇“月亮湖”公园、大雁湖湿地公园及附属设

施建设；新建土地滩水上乐园及花海景区，打造土地滩风景区，

建环湖游道 20公里，发展相关产业，建成集会议、培训、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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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餐饮、避暑、康养、养老等于一体的游览中心；川渝联合

打造高硐岩瀑布景区，加固瀑布上面的拦河坝，蓄水放水。同时，

建儿童水上游园，以及配套的大型停车场、餐饮等；实施牛角滩

滨河公园建设，修建朝印牛角滩到高硐岩滨河路 4公里，河道整

治 4公路，修建绿化带 4公里；

加快推进八渡乡麦家河漂流基地建设，新建漂流航道 8千米；

实施八渡天池景区建设，配套民宿打造，加大对高山蔬菜、高山有

机稻米、高山茶叶、高山有机腊肉等食材的开发，于竹林下设木质

铺面，摆放木质桌椅，引入林下茶吧，形成森林人家民宿产业集群；

新建石子镇滴水岩瀑布，新建 5000平方米观景台和其他配套

建筑，恢复森林公园植被体系，旅游大道的建设，河堤整治，形

成景区完整、功能完善的森林公园保护体系和游览环境，建成聚

“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多功能景区；

实施四合镇高洞电站瀑布打造，新建环形观景步道 2公里；

设置观景台 3处，修建亭阁 2座；河道清理，挖方约 500立方米；

修建游客接待中心 1座，修建漂流航道 3公里，水上乐园 1座。

四、农业旅游景观工程

依托明月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以粮油、白茶、

香椿、优质道地中药材等产业为核心，开展智慧农业建设。主要

建设数字农业信息资源、产品资源、过程控制、订单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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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一体化、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管理等信息化平台，配备温控系

统、自动滴灌施肥系统、太阳能大棚、自动耕地播种收割机器、

数字控制中心，配套房屋道路提灌蓄水，通信电力全系设施设备，

提高农产品产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减少劳动力投入，有效降低

单位成本。建成后可为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提供智慧农业

样本，同时为打造明月山绿色发展川渝协作示范带提供支撑。

依托高明镇水稻育种基地建设，续建大竹县高明优质水稻制

种现代农业园区，争创省级农业园区，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新修道路，新建育苗中心、产地加工厂、农机库棚、农产品储存

仓库、停车场、农村公厕、休闲亭、休闲广场、农家乐、文化展

示体验中心等。形成耕种、仓储、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中心；开展

“稻香田园”主题乐园建设，依托水稻制种、苎麻特色文化打造，

建设耕织体验基地，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争创国家 4A 级景区。

发挥八渡乡农业优势，积极抢抓川渝共建明月山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战略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和标志产品以及交

易平台建设农业产业发展智库，与省农科院合作，常态化开展合

作。建设农产品展示厅 1个，以及“山水一田园一院落”的现代

农业产业示范园；依托八渡乡高山梯田与乡村，以农事体验、田

园运动、民俗体验、乡村柴火灶为特色，打造高山梯田微度假空

间；依托东印农场茶叶基地，推出明月山茶叶品牌，构建茶山生



— 86 —

态步道、茶山骑行道等运动观光项目，打造富硒茶产业基地。

加快石子镇高山富硒有机果蔬基地、高山富硒有机稻米基地

建设，以田园综合体的标准推动生态农业、CSA 社区化建设及基

础配套服务的打造，全方位打造高山有机果蔬基地，全面提升以

糯米为产业核心的优质化发展，通过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打造高山富硒有机稻米基地。

四合镇积极参与融入明月山生态示范带建设发展，建设万亩

柚子（柑橘）产业基地、优质蔬菜生产基地、生猪产业基地、香

椿产业基地等，共同建设成渝大都市保供基地，做靓做响“明月

山”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进一步挖掘有机富硒产品特色，突

出有机富硒品牌，打造有机富硒农业基地。

专栏 8 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

一、历史人文景观建设工程。以杨通乡为核心，围绕大庙寨红色乡村旅游项目为引

擎，完成大庙寨革命遗址纪念园的建设；加快推进杨通乡红色文化旅游村落三期项目建

设；推进观音镇大寨坪李绍伊烈士墓穴、大小罗城寨乡村文化旅游基地建设；实施大寨

坪红色文化旅游区建设，建设明月山红色英烈名人展览馆、战场遗址等国防教育基地；

加快建设王代甲革命烈士纪念园。新建王代甲革命烈士纪念馆，打造原八渡公社新桥管

理区高小十一班业余教育基地，开展红色研学教育；实施八渡乡明月山农耕文化与产业

发展博物馆建设；加快完善高明镇清代大兴房子修缮与保护；加快实施“钻头之父”沈

忠厚院士故居建设；开展石子镇“五烈士就义”红色遗址建设。

二、山地景观建设工程。加快实施观音镇佛立山-九龙水库连片巴蜀文化走廊建设项

目，建设明月山康养中心及附属设施；实施明月湖、明月谷、明月洞三个景点联合打造，

配套滑草场、花海、樱桃园、徒步路线、溯溪、骑行车道、步由幅、攀岩、漂流等设施；

依托天池周边现有自然、人文及农业资源开展八渡明月山天池精品民宿群、新建露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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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成能容纳 1000人以上的民宿群、露营基地，并配套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打

造川东北渝东北乡村旅游精品路线，精品民宿群，推动旅游与产业联动发展，以农促旅，

以旅富农；新建郑家坪滑翔运动基地，项目用地面积约 120亩，建设飞行训练场（降落

场）、起飞坪、游客接待中心等设施；结合垫江东印农场旅游区建设，依托垫江明月山

内槽旅游健康路、S202、S404、竹垫路等旅游交通，开展天城镇三华山旅游景区开发，

开展茶文化体验、采茶、制茶农事体验、森林观光、农业观光、主题民宿、户外运动等

旅游项目；修建鸿恩寺寺庙 1座，明月山康养中心 1座，占地 100亩，新建旅游接待中

心；修复嶙山中学遗址；加快石子镇峰顶山天池湾精品民宿群建设，实施露营基地建设

建成能容纳 2000人以上的民宿群；加快实施峰顶山生态康养基地建设，建设生态康养度

假基地，配套接待中心、会议中心、水上餐厅、植物博物馆、演艺中心、康养理疗中心、

徒步拓展等设施；新建峰顶山栈道 3条，共计 3千米；复原瞭望塔景点等。

三、湖泊及瀑布景观工程。加快推进观音镇“月亮湖”公园、大雁湖湿地公园及附

属设施建设；川渝联合打造高硐岩瀑布景区，加固瀑布上面的拦河坝，蓄水放水，常年

形成宽 40米、高 30米的观音大瀑布；实施牛角滩滨河公园建设，修建朝印牛角滩到高

硐岩滨河路 4公里，河道整治 4公路，修建绿化带 4公里；加快推进八渡乡麦家河漂流

基地建设，新建漂流航道 8千米；实施八渡天池景区建设，配套民宿打造，加大对高山

蔬菜、高山有机稻米、高山茶叶、高山有机腊肉等食材的开发，于竹林下设木质铺面，

摆放木质桌椅，引入林下茶吧，形成森林人家民宿产业集群；新建石子镇滴水岩瀑布，

新建 5000平方米观景台和其他配套建筑；实施四合镇高洞电站瀑布打造，新建环形观景

步道 2公里，设置观景台 3处，修建亭阁 2座，修建游客接待中心 1座，漂流航道 3公

里，水上乐园 1座。

四、农业旅游景观工程。依托高明镇水稻育种基地建设，续建大竹县高明优质水稻

制种现代农业园区，争创省级农业园区；发挥八渡乡农业优势，建设农产品展示厅 1个，

以及“山水一田园一院落”的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依托八渡乡高山梯田与乡村，以农

事体验、田园运动、民俗体验、乡村柴火灶为特色，打造高山梯田微度假空间；依托东

印农场茶叶基地，推出明月山茶叶品牌，构建茶山生态步道、茶山骑行道等运动观光项

目，打造富硒茶产业基地；加快石子镇高山富硒有机果蔬基地、高山富硒有机稻米基地

建设；四合镇积极参与融入明月山生态示范带建设发展，建设万亩柚子（柑橘）产业基

地、优质蔬菜生产基地、生猪产业基地、香椿产业基地等，共同建设成渝大都市保供基

地，做靓做响“明月山”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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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施保障

第一节 机制保障

——优化旅游投融资机制。推动金融机构与旅游企业对接合

作，建立以专业投融资服务平台为基本框架的服务体系，综合运

用多种投融资工具引导社会资本跟进，引入民营资本投资助推旅

游发展新格局。

——构建多维一体、多级联动工作机制。构建“县主推、乡

镇落实、乡村参与”的三级联动机制整合部门资源，整合文化广

电旅游局、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生态环境局

等部门多位一体统筹推动旅游产业发展。推进明月山旅游品牌创

建考核督办。

——强化规划引领。完善规划体系，强化规划落地；强化组

织落实，做好规划宣传；建立考核机制，推进规划落实。

第二节 机构保障

发挥旅游行业协会的作用，规范市场行为、调配市场资源。

在大竹旅游协会与各行业相关部门指导下发展行业协会，对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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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组织、管理，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市场信息；

监督和管理、规范市场行为，调配市场资源，抵御市场风险；减

少单个企业的运作成本，维护企业共同利益。

第三节 政策保障

——财税金融政策。各级财政要加大投入，统筹整合各类财

政资金，通过项目补助、财政奖补等多种方式支持重点明月山文

旅项目建设。支持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贷款贴息等

方式，引导各类资金参与明月山文旅领域投资。加大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加强对民营和小微文旅企业的财政资金

支持。支持设立文旅金融专营机构，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文化和旅

游企业抵（质）押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等，探索开展收费权、

经营权及在建项目抵（质）押业务，积极拓展贷款抵（质）押物

的范围，开发知识产权、应收账款、艺术品等质押融资产品。

积极探索推行明月山市民旅游休闲卡；落实未成年人、高校

学生、老年人等群体减免门票优惠政策；设立公共免费开放日，

探索发放旅游休闲消费券等。

——用地保障政策。对符合相关规划的文化和旅游项目及时

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对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确需

使用建设用地的，探索实施点状供地。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和相

关规划的前提下，支持使用未利用地、废弃地等土地建设旅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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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出让底价可按不低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

规定应收取相关费用之和的原则确定。大竹明月山文化和旅游项

目所需建设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按划拨方式供地，鼓

励以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集体土地作价入股、废弃

（闲置）土地改造等多种供地方式保障需求。

——税收优惠政策。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旅游业发展

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第四节 环境保障

减轻旅游业对大竹明月山片区社会环境、环境污染、敏感区

域及其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减缓环境影响的措施。加强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综合

管理，完善旅游资源、旅游环境保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格

遵守生态保护红线，全面执行旅游规划和旅游项目开发环境影响

评价。实施旅游行业节能减排计划和能效提升计划，加强旅游资

源与环境保护，在旅游规划中明确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依法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在明月山旅游城镇、旅游乡村和旅游景区规划、

建设和管理中，要以改善和提升环境质量为核心，严格落实环境

综合治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并与旅

游规划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加强对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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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生态补偿机制相关工作的组织领导，并建立评估检测、考核和

责任追究等监督协调保障机构。

——减缓旅游开发影响的措施。针对明月山景区、酒店、乡

村旅游经营点等不同涉旅经营主体，建立健全绿色旅游认证机制，

推出绿色旅游产品和绿色企业名录，引导涉旅企业实施绿色标准，

开展绿色管理，开发绿色产品，研发绿色技术，实现绿色发展。

全行业、全过程和全方位地鼓励绿色消费方式，倡导游客在吃、

住、行、游、购、娱各环节上的勤俭节约的旅游消费观。宣传一

批践行绿色消费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企业和典型旅游目

的地。

——保护中开发的原则。实施绿色旅游规划与开发，坚持在

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明确明月山旅

游控制开发和严格生态保护的区域范围。将生态环境保护内容纳

入旅游开发管理工作制度中，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品，培育生态

旅游目的地。

第五节 人才保障

积极发展川渝地区旅游职教行业；建设明月山川东北旅游培

训基地；加强与著名高校合作。

建立健全志愿者服务机制，实现大竹旅游社会化服务。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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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招募机制；建立志愿者培训体系；建立明月山旅游志愿者

人才库。

大竹县“十四五”明月山绿色发展

示范带建设规划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计划建设

年限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规划总

投资

（万元）

牵头部门

或责任单

位

497200

一 基础设施 123200

1

S202大竹

县安吉至

石桥铺段

改建工程

改建 2022-2024

S202连接石子、天城、周家、石桥

铺、安吉等，对具备条件的安吉至

石桥铺路段升级改造，里程约 21公

里。按三级公路技术标准新建，设

计速度为30公里/小时，路基宽7.5米。

18200
县交通运

输局

2

S404大竹

县竹阳街

道至妈妈

镇段改建

改建 2022-2024

S404连接垫江、石子、文星、妈妈、

高穴等，对具备条件的竹阳街道至

妈妈镇路段升级改造，里程约 19公

里。按三级公路技术标准新建，设

18000
县交通运

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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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计划建设

年限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规划总

投资

（万元）

牵头部门

或责任单

位

工程 计速度为 30公里/小时，路基宽 7.5
米。

3

S508大竹

县天城（垫

江界）至高

明段改建

工程

改建 2022-2024

S508起于天城（垫江界）、经高明、

文星、止于原神合（邻水界），对

具备条件天城至高明路段升级改

造，里程约 14公里。按三级公路技

术标准新建，设计速度为 30公里/
小时，路基宽 7.5米。

25000
县交通运

输局

4

S508大竹

县高明至

文星段改

建工程

改建 2022-2023

S508起于天城（垫江界）、经高明、

文星、止于原神合（邻水界），对

具备条件的高明至文星路段升级改

造，里程约 15公里。按三级公路技

术标准新建，设计速度为 30公里/
小时，路基宽 7.5米。

12000
县交通运

输局

5

明月山体

育健身跑

道（马拉松

或迷马）

新建 2024-2028

建成环天池片区的明月山体育健身

跑道，与垫江旅游大道、明月山大

道相连接，可承办迷你马拉松、健

身跑、马拉松等赛事，打造川渝两

地体育赛事金字招牌。

50000

县文旅中

心、县文

体旅游

局、县交

通局

二 现代产业 30000

6

大竹县高

明优质水

稻制种现

代农业园

区（创省

级）

新建 2023-2025

新修道路，新建育苗中心、产地加

工厂、农机库棚、农产品储存仓库、

停车场、农村公厕、休闲亭、休闲

广场、农家乐、文化展示体验中心

等。

10000
县农业农

村局

7
明月山川

渝优质粮

油基地

新建 2021-2025

建设优质稻示范基地，优质油菜示

范基地，以后每年水稻、油菜示范

基地递增。到 2025年建成优质水稻

示范基地，油菜示范基地。

20000
县农业农

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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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计划建设

年限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规划总

投资

（万元）

牵头部门

或责任单

位

三
旅游资源

开发
334000

8
观音镇文

化旅游综

合开发

新建 2024-2030

深挖观音罗城寨历史文化，建设明

月山红色英烈名人展览馆、战场遗

址等国防教育基地、明月山康养中

心，打造“月亮”湖公园、大雁湖

湿地公园、建环湖游道等。

56000
观音镇、

县文旅中

心

9
八渡乡文

化体育旅

游开发

新建 2023-2030

打造王代甲革命烈士纪念园、明月

山农耕文化博物馆、郑家坪滑翔体

育运动基地、明月山休闲观光旅游

区、明月山精品民宿群、露营基地。

35000

八渡乡、

县文旅中

心、县文

体旅游局

10
高明镇“稻

香田园”主

题乐园

新建 2023-2025

建设乐园、家园、田园主题休闲胜

地，按照国家 3A、4A级旅游景区

创建标准，打造国家 3A、4A级旅

游景区。

50000
高明镇、

县文旅中

心

11
天城镇“三

华山”旅游

综合开发

新建 2024-2030

新建旅游接待中心，修建鸿恩寺寺

庙、明月山康养中心、健身渠道及

道路设施、修缮钻探三文沈忠厚院

士故居、修复嶙山中学遗址。

78000
天城镇、

县文旅中

心

12

杨通乡红

色文化旅

游村落三

期项目

新建 2022-2025

打造VR党建党史馆；建设徐德同

志纪念馆；新建 3个不同革命历史

时期展馆；建设杨通苏维埃政权纪

念碑；“五徐”故居历史建筑修缮；

新建红色文化休闲体验区、红色文

化拓展基地大楼；徐氏小学升级改

造；徐德衣冠冢舍身崖、练兵场、

火药槽、大庙寨寨墙等革命遗址遗

迹恢复打造；天罗路—大庙寨红色

文化街景、背景的风貌打造。

30000

杨通乡、

县文旅中

心、党史

办

13
石子镇峰

顶山生态
新建 2023-2030

新建接待中心、康养民宿小屋、森林

氧吧、树林康养、康养小屋，会议中
35000

石子镇、

县文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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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计划建设

年限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规划总

投资

（万元）

牵头部门

或责任单

位

康养基地 心、演艺中心、康养理疗中心、水上

餐厅、植物博物馆、徒步拓展等设施。

心

14
石子镇牛

头寨修复

与开发

新建 2022-2030

修复牛头寨，恢复主要寨门，修建木

栅栏，内建聚义厅、茶园、特色餐厅、

竹木工艺作坊、小型靶场等，新建展

览馆，展示川东文化，包括名人、古

寺、山竹、名茶文化、革命斗争史等，

作为参观学习、休息的场所。

15000

石子镇、

县文旅中

心、县文

体旅游局

15
四合镇高

洞瀑布
新建 2022-2025

新建游客接待中心、漂流航道、水

上乐园，设置环形观景台、亭阁，

河道清理等。

35000
四合镇、

县文旅中

心

四
美丽乡村

建设
10000

16

大竹县明

月山“美丽

乡村”建设

项目

新建 2021-2025

大力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实施农村厕所、污水、垃圾、家庭

卫生治理工程，实施村庄清洁整治

提升工程，开展“巴蜀美丽庭院示

范片”建设，推进乡村旅游目的地、

乡村旅游重点镇（乡）重点村、天

府旅游名镇名村建设，持续改善乡

村人居环境。新建智慧农业和环境

整治、乡村旅游工程及升级改造乡

村路网；新建垃圾中转站、农村污

水处理站、新型农产品生产基地、

农产品加工基地。

10000
大竹县乡

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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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纪委监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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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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