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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弃矿山到重庆“小九寨”，铜锣山经历了什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2023-11-08 来源：i自然全媒体微信公众号

今年国庆假期，重庆铜锣山矿山公园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实力圈粉各地游客。多个标题为“国庆打卡重庆‘小九寨’”“渝北

铜锣山矿山公园旅游攻略”的视频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收获众多点

赞，有网友评论“如果不是高耸的崖壁，很难想象这里几年前还是废

弃矿山”。

图片铜锣山矿山公园 8 号矿坑“洗心海

然而，被贴上“流量”标签的重庆铜锣山矿山公园，其野心远不

止于“网红”。



10 月 10 日~11 日，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在北京召

开山水工程推进会，会上公布了山水工程首批 15个优秀典型案例，

“重庆渝北区铜锣山矿区生态修复项目”榜上有名。此前，在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生态文明论

坛之“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保护修复”主题论坛上，该项目入选

《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

昔日的“生态包袱”如今成为“绿色财富”，重庆是如何做好

“治山理水、显山露水”这篇文章，打造出叫好又叫座的生态产品，

持续释放生态红利，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的？

提高生态“含绿量”，废弃矿山美丽蝶变

大山大江生重庆。从自然基因来看，重庆的“含山量”高得惊人，

山地占 76%，山水环绕、江峡相拥，各类生态要素齐全，生物多样性

基础得天独厚。

从高空俯瞰，重庆的地表上，23 条山岭由东北向西南，近乎平

行排布，如同大地的琴弦。翻开地图，“城在山上，城又本在众山中”。

其中，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纵贯中心城区南北，与城市

相融相生，被称为“山城的脊梁”。

此外，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铜锣山作为“四山”之一，是重要生态涵养区

和生态屏障，对长江水生态环境安全起着重要作用。

据了解，2010~2012 年，重庆全面关闭“四山”区域采石场，铜

锣山矿区遗留下 41个废弃矿坑，形成 14.87 平方公里影响区，安全

隐患突出、生态退化严重。

2018 年年底，重庆获批在长江、嘉陵江交汇区开展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重庆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工程。通过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改变了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治



理模式，统筹山上山下、地上地下及流域上下游，对中心城区生态系

统开展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加速恢复和提升了区域内长

江生态屏障功能。

渝北铜锣山曾是重庆中心城区最大的石灰岩矿区。曾任渝北区石

船镇石壁村党总支书记的曾德健告诉记者，自他记事以来村里就开着

小石场，高峰期有百余家，每天约有 7000 台次大型车辆运输石子。

山体满目疮痍，尘土弥漫，树木和庄稼都难以存活。

从千疮百孔的矿坑变为碧水深潭，犹如镶嵌在群山中的一串珍

珠，铜锣山经历了什么？

——坚持规划引领。2019 年 7 月，重庆出台中心城区“四山”

保护提升实施方案。铜锣山矿区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紧扣方案提出的

“城市绿肺、市民花园”的总体定位，充分利用矿业遗迹，坚持多领

域规划引领，推进铜锣山矿山生态修复与矿山公园建设协调同步。一

方面，《铜锣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概念性规划》梳理了

铜锣山主要存在水源涵养能力低、产品供给能力低、生物多样性减少、

乡村景观质量低等问题，提出“全面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系统综合

设计、协同共生设计”四大策略，划定保育区、修复区、利用区，统

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治理；另一方面，铜锣山矿山公园旅

游总体规划确立以矿山文旅观光带为中心的“一带三区三心”总体

空间结构。此外，科学编制村庄规划。通过生态修复调整优化国土空

间布局，将生态修复与后续铜锣山旅游发展相结合，形成生态修复与

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格局。

——开展系统性生态修复。渝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兵

介绍说，该项目按照生态保育区、生态修复区、合理利用区的分区思

路，统筹开展“山上”“山腰”“山下”系统修复。“山上”重点开

展环山公路沿线国土绿化、景观步道、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山腰”



重点开展废弃矿山及其影响区、矿坑水体生态修复；“山下”重点开

展国土综合整治工作，同时统筹开展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地下水调查、

村庄整治等 10个子类型工作。

——夯实矿山自然生态本底，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据统计，

铜锣山矿山治理过程中，共修复矿坑面积3000亩，修复治理率达70%，

新增耕地、林地等农用地 2100 余亩，种植树木近 55万株，国土绿化

营林改造近万亩，新增灌木、草坪 15万平方米，山体森林覆盖率达

80%，消除边坡等安全隐患 54处，完成国土综合整治 5000 亩。

铜锣山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提升，矿坑水质、矿山绿化率、空

气质量等指标逐年提升。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

量持续增加，在 8号矿坑“洗心海”首次发现了 6只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鸳鸯。

增加政策“含新量”，绿水青山入市“变现”

铜锣山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之所以能够变废为宝，激活了沉睡的自

然资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重庆打通了“资源—资产—资本—资金”

的转化通道。

2021 年 5 月，经自然资源部批复，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印

发《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实施方

案》，启动规划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渝北

区贯彻落实试点工作要求，稳步推进铜锣山矿山生态修复及产业化经

营试点。

钱从哪里来？渝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耕保修复科副科长任杰

介绍说，一是积极配套地方财政投入，有效推进铜锣山矿山生态修复

及产业化经营试点工作。二是建立生态修复专项资金。争取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中央财政资金 1.5 亿元，推进矿区生态修

复治理。同时，将铜锣山片区国土综合整治和矿山生态修复产生的新



增耕地指标收益、生态地票收益，纳入生态修复专项资金，统筹用于

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保障生态修复长效资金投入。

为推动绿水青山入市“变现”，重庆遵循“政府主导、企业和社

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通过政策制度与体制创新，

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畅通。

——拓展地票生态功能。2019 年 7 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印发《关于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复垦指标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明

确规定“符合相关复垦条件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通过工程措施生态

修复后形成的减少建设用地指标，可作为地票进行交易”。渝北区积

极承接政策红利，在铜锣山矿山探索生态地票，通过生态修复新增耕

地、林地等农用地 140 余公顷，助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复垦指标交易，

调动区县修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出台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的配套政策。根据今年 4 月印发的

《重庆市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重庆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通过建立完善用地激励制度，对参与集中连片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并达到预期目标的社会投资主体，允许依法依规取得

一定份额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用于旅游、康养、体育、设施农业等生

态产业开发。

渝北区积极践行国家和重庆市对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

态保护修复的有关规定，吸引重庆临空都市农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部巴渝民宿经营有限公司等社会资本投入资金，有效推动矿

山公园修复提档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产业发展。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任重道远，我们正以铜锣山

矿山公园建设为突破口，探索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如何实现试点项

目的收支平衡？怎样引进社会资本投入？产业如何承接？目标是盘

活当地的生态资源和自然资源，共建共享，为地方财政和投资主体都



带来收益。”王兵表示，目前，虽然铜锣山矿山公园还没有成为真正

的“金山银山”，但已完成了最重要的几步，政府筑巢引凤，让社会

资本投资，促进区域发展。接下来，还要继续啃硬骨头，努力走出一

条有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为全市乃至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助推发展“含金量”，潜力在山水之间

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福祉息息相关。

生态好就是家底足，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将

成为重庆推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生动注脚。

一组数据映照的是铜锣山居民生活的变化：

2021 年开园以来，铜锣山矿山公园先后推出观光小火车、矿

山文创产品等旅游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近 80万人次，峰值日达到 2.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 2000 万元。

石壁村以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为主体，联结农户以地入股

经营景区配套设施，带动集体经济增收数十万元；北部巴渝公司通过

社会资金参与，打造石壁现代农业园，建设农旅融合示范基地，实现



了生态农业增产增收；在石壁—关兴—天坪沿线规划建设的“三十里

花果长廊”，果园丰产期亩产量可达 1000 公斤，亩均产值超 4万元。

铜锣山矿山发展始终坚持大生态理念，将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矿山周边沿线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提升，生产生

活基础设施不断升级，吸引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业创业、依托矿山公园绿色招牌，围绕“农旅融合发展”做产业、

做配套、做服务，实现增收致富。实施生态修复以来，周边居民在工

程治理、景区建设等环节累计实现就业 2800 余人次，已吸纳石壁村、

旱土村等周边村民常态化就业 200 余人，人均增收约 2万元；矿山周

边农户与国有公司开展合作，对农房、土地等进行收储和流转，实行

一年一签，盘活农户闲置资源，惠及群众 300 余人。

“过去卖石子，现在靠环境。没想到我们居然吃上了‘生态

饭’。”曾德建如今从城里搬回了居民新村，在铜锣山矿山公园开起

了小火车。

山城要从“美丽生态”变成“美丽经济”，潜力仍在山。

生态惠民。“老百姓有很强的生态体验需求。”重庆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处副处长蔡建军认为，“生态修复必须和产业

发展相结合。经济发展了，农民保护生态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未来

要再向前走一步，发展文旅产业。”

推进绿色产业发展。据了解，重庆坚持把生态保护修复与适

度利用统筹起来，围绕“产业方向引导治理方式、治理效果赋能产业

效益”的思路，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生态产业。依托铜锣山矿山独特的

深坑、绝壁和山水资源，培育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积极推进生态观光

功能提档升级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引入社会化资金联合开发旅游项

目，打造集生态观光、运动探险、文旅康养于一体的矿山主题旅游目

的地。此外，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修复司法实践基地、



矿山公园科普站、有关高校教育实践基地先后挂牌落地，吸引了众多

教育科研机构来此开展科普研学活动，促进了矿山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生态红利惠民。在矿区修复治理与开发利用全过程始终

践行“还山于民、还绿于民、还利于民”，让矿区群众充分享受到生

态红利。在积极推进农村闲置集体建设用地资源流转，满足公园开发

建设需求的同时，让农户收取租金，实现增收致富。鼓励农户和村集

体经济组织围绕公园建设来做产业、做服务、做配套，发挥政府带头

作用，坚持发展与村集体同行、收入与村民同增，联结农户以地入股

经营公园配套设施，带动集体经济增收。

江流自古书巴字，山色今朝画巨然。当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

沉默的大山，才明白未来的答案早已蕴藏在这片山川之中。（吕苑鹃

魏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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