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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方丹） 日前，市委宣传部印发 2020
年度重庆市区县报年度核验结果，《巫山报》 获评年度优秀
区县报并通报表扬， 彰显了巫山县媒体融合工作成效和办
报质量的显著提升。

2020 年，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守正创新，
突出凝心聚力，履行使命任务，推进媒体融合，打造特色品
牌，以实际行动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在各项主题宣传中，《巫山报》开设了《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在行动 看效果系列报道》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奔小康看老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巫山这五年》《学习时代楷模毛相林》《山
村脱贫记》等系列专栏和专题报道，持续高标准推出《办好
民生实事》《走进重点工程》《现代山地特色效益农业》《坚决
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环保督查在行动》《市场观察》
《全域旅游》《关注红叶节》《监督》等常设专栏，分时政、经济
（综合）、社会、文化（视点）等全彩 4 版，推出了一大批有深
度、有温度、有影响的作品。

《巫山报》坚持内容为王，本地原创新闻 95%以上，每周
三期悉心打磨 4 个版面。原创新闻 100%被网络转载，30%以
上成为市级主流媒体新闻源。

此外，巫山县融媒体中心按“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
富于创造性”的要求，扎实推进外宣工作。 全年共完成传统
媒体外宣 364.5 条， 其中中央电视台 22 条， 重庆电视台
144.5 条，《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重庆日报》等
中央、市级报媒共上稿 198 条。 完成人民网、新华社、华龙
网、上游新闻、重庆发布、新重庆客户端等新媒体外宣稿件
3000 余条次，传唱出巫山最美“和声”。

目前，巫山县融媒体中心已拥有《巫山报》、《巫山手机
报》、巫山电视台、巫山发布、巫山网、巫山 APP、高唐之声
（104.2）广播频道、WSTV 抖音、巫山发布视频号等全媒体
平台，在全县重要会议、重大活动以及热点事件的舆论引导
上， 做到多个平台集群发声， 不断提升了新闻舆论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下一步，《巫山报》将进一步深入推进媒体融合，坚持内
容为王、守正创新，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创新思路、服务大
局，与巫山发展同频共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进一步唱响主旋律。 同时， 进一步提升采编人员的素质能
力，持续提升版面综合质量和舆论引导力，继续打造全市一
流优秀区县报，为推动巫山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
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巫山报》获评全市优秀区县报

（上接第一版）“巫山脆李春季管护持续至 4
月底结束。 现在是果树修剪的黄金时节，春
剪关系到一年的收成， 一点儿也不能耽误
……”县果业发展中心主任刘仁鹏介绍，近
年来，我县积极发展脆李种植，推动村民脱
贫致富，“巫山脆李” 的品牌影响力不断增
强。 截至目前，全县脆李种植面积达 30 万
亩。

2 月 22 日下午， 记者在巫峡镇田间地
头看到，即使是乒乓球一般粗的树枝，也被
果农们“狠心”锯掉了。“因为它是朝天枝，

必须锯掉。 ”巫峡镇柳树村村民严长江边锯
边说，“现在，一定要坚持向果树要质量，确
保结出来品质高的大果子。 ”

三年前， 公交车司机易继刚回村开始
种植脆李。 如今，2 个基地种植脆李的达
500 多亩，种植经验说起来也头头是道。 他
介绍， 剪枝、 疏花疏果都要做到“毫不留
情”。 因为到了脆李成熟时节，小个头的脆

李采摘起来，既耽误时间，又浪费人力，非
常不划算；大个头的脆李采摘容易，卖相好
看，价格也要高很多。

“今年是栽种脆李的第五个年头了，眼
看着果树丰产，村民们都干劲十足，希望能
有一个好收成。 ”在华家村脆李基地，农技
人员王平一边教果农剪枝、施肥，一边跟记
者攀谈。

王平说，接下来，要进行脆李疏花了。
在花朵盛开后开始生长嫩叶，挂果前开始，
就得疏去晚开花、畸形花、朝天花和无枝叶
的花，这样长出来的果子个儿大、味甜、色
泽更好。

巫峡大地田间地头， 疏除脆李树过密
枝、交叉枝、重叠枝、下垂枝后，一株株李树
精神抖擞。

早春的暖阳里，枝头李花已然飘香。 再
过些时日，脆李将在枝头摇曳。 新一年，巫
山脆李，又将是众多果农的希望和盼头。

30万亩脆李春管正当时

本报讯 （记者 何帮成
候毅 文 / 图） 2 月 21 日，记
者在官家溪水库水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现场看到，绿化景观配套
已基本完成，5 月 1 日前完工后
我县将新增一个城区生态景观
湖公园。

据介绍，该项目是推进长江
上游流域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
的重要生态工程。 主要涉及清淤
工程、 生态驳岸及道路工程、库
岸截污工程、排洪箱涵及溢流井
工程、补水工程、水生态修复工
程， 并将通过修建环湖步行道、
自行车道、观景平台等，将官家
溪水库打造成集休闲、 健身、亲
水于一体的生态景观湖。

目前，官家溪水库水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已完成 80%的工程
量，环湖步道、景观绿化等配套
设施也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完
成排洪涵洞修建及管道工程。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
区域防洪能力， 有效控制污染
源， 保护和改善我县水生态环
境，推动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修复
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我县将新增一个城区生态景观湖公园

本报讯 （记者 向海燕 何帮成）
今年春节期间，天气回暖，不少市民趁着
晴好天气，有的陪伴父母，牵着小孩；有
的喊上三五好友， 去城郊公园享受大自
然的阳光。

2 月 22 日， 我县室外温度达到了

25℃，市民们纷纷脱下厚重的外套，享受
春天的温暖阳光。 记者在朝云公园里看
到，公园内游人如织，踏青、骑马、放风
筝，处处欢声笑语。 据该公园管理人员介
绍，春节期间，公园平均每天的游客量在
1500 人左右。

公园道路两旁的樱花、 梨花也陆续
开放， 漫山春花映城景， 枝枝新芽吐生
机，园内清香扑鼻而来，令人陶醉，游客
纷至沓来，踏春赏花，放松心情。

“朝云公园在山顶上，环境也比较好
离城区较近，过来玩也比较方便。 ”李先

生和儿子在公园的草坪上调试新买的无
人机，他的儿子平时比较喜欢科技产品，
开阔的公园正好用来试飞。 同时为响应
疫情防控政策， 包先生一家没有选择外
出度假，都留在本地过年就地过年，就近
出游，不给疫情防控“添堵”。

朝云公园成市民踏青好去处

正正在在建建设设的的官官家家溪溪水水库库水水环环境境综综合合整整治治工工程程。。

（上接第一版）中央新一轮脱贫攻坚的部署，让毛相林深知
自己的责任更重了，但多支扶贫队伍、一个接一个的扶贫政
策在下庄“落地”， 又让他明显感觉到肩上的压力更轻了：

“过去是跟着跑、追着跑，这几年是被催着跑、推着跑。 ”2014
年，重庆市和巫山县的农业专家，对下庄的海拔、土壤、气
候、水分、阳光等自然条件进行全面考察分析后，建议发展
纽荷尔柑橘、桃、西瓜三大脱贫产业。2015 年，通往下庄的公
路被纳入脱贫攻坚规划，巫山县提出要“重走下庄路，重树
下庄精神”。 毛相林和其他村干部一起，一边学习摸索，一边
一户一户上门发动，一块地一块地手把手教。 几年下来，下
庄发展的 650 亩柑橘每年增收达到了 200 万元，120 亩黄桃
和七八十亩脆李也将从今年开始挂果。 毛相林在县、乡支持
下打造下庄劳务品牌的努力也见到了成效， 现在全村每年
的劳务收入都超过了 200 万元。2020 年，下庄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13784 元，是修路前人均 300 多元的 40 多倍。

2018 年，下庄人自己“抠”出来的“天路”，变成了拓宽后
连接到每家每户的水泥路， 全村一下子有了 40 多辆小汽
车。 下庄人出去方便了，来到下庄观光旅游的人也多了。 在
扶贫政策支持下，全村已有 19 栋 34 户人家改造成了民宿，
村民杨元鼎和两个亲戚一起开的“三合院” 农家乐， 虽然
2020 年因疫情影响只经营了半年， 但收入却达到了十几万
元。 今年正月初一到初三， 来到下庄的外地游客就超过了
600 人，围绕下庄总长 5 公里的旅游环线又在正月初八正式
动工，杨元鼎相信今年的收入“至少能够翻一番”。

巫山县骡坪镇退休教师刘顺洪， 当年曾组织师生为下
庄修路捐款。 正月初三这一天，刘顺洪带着家人陪外地来的
亲戚到下庄参观。“变化太大了！下庄人确实了不起！ ”刘顺
洪说，“今天这个时代更了不起！ 我看到这个时代的种子正
在下庄开花结果！ ”

（转自《光明日报》）

昔日“天井”锁山村
今朝汽车开进家

本报讯 （记者 陈兵 侯月
文 / 图） 随着春季气温的不断回
升，绿化树木即将由休眠期转入生长
期。 连日来，县园林管理部门组织工
人对管护范围内主干道的行道树进
行集中修剪。

记者在净坛路看到，园林工人正
在对行道旁的绿化树进行修剪造型，
修剪过后的树木给人焕然一新的感
觉，既提升了树木景观效果和使用功
能， 又为市民打造出了更加美观、安

全的绿色景观。
“我们主要是通过疏剪干枝、侧

枝等方法，调整树的造型，让剪修过
后的树看起来就更加漂亮、 更加美
观、更加干净整洁。 ”园林工人谭发于
说。

据了解，入春以来，县园林管理
部门根据制定的植物养护期，对城区
主要干道树木进行修剪造型，改善树
木的通风透光条件， 使得树木在冠
形、线条等方面美观协调。

园林工人对城区行道树进行“美容”

园园林林工工人人正正在在为为行行道道树树修修剪剪造造型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