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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罗彬 文 /
图） 6 月 2 日，初夏的朝阳，将红椿土家
族乡红椿村的蔬菜种植基地照得熠熠生
辉。 记者行走在红椿村的田间地头看到，

村民们种植、锄草、施肥、灌溉，到处都是
一派繁忙的景象。

因红椿村地处高山乡镇， 自然条件
好，所产的莲白口感好、品质高，该村将莲

白发展成为重点种植蔬菜，成为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的产业。

然而，一个个莲白的背后，是一个个
生动的脱贫故事。

2019 年脱贫的村民徐美全是红椿村
人，今年 51 岁，家中 5 口人，两个正在读
小学，还有年迈的老母亲和常年患病的妻
子。 因缺乏劳动力，2014 年他家被评为了
贫困户。沉甸甸的重担压在徐美全一个人
身上，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俗话说：人穷志短。 在精准扶贫过程
中，红椿土家族乡党委、政府采取扶贫与
扶智相结合，认真讲解扶贫政策，同时开
展深入调研，召开贫困户座谈会，为贫困
户分析致贫原因，制定脱贫计划，帮助贫
困户树立脱贫致富信心。徐美全也像大多
数贫困户一样，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下，在驻村工作队的悉心教育下，转变思
想，寻找致富道路。

2017 年，徐美全加入到专业合作社，
开始种植莲白等高山蔬菜。“合作社 + 贫
困户 + 基地”的帮扶模式，解决了贫困户
“种什么、种多少、卖给谁的根本性问题”，

实现“供、产、销”一体化经营。 2019 年，通
过自己不断地努力，徐美全家收入 5 万多
元，实现了脱贫的目标。

勤奋、踏实，不仅让徐美全家有了稳
定的经济收入，过上了幸福的日子，生活
条件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幸福不会从天
而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现在党的政策
这么好，只有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才能过
上好日子。 ”徐美全告诉记者。

“如今，高山蔬菜已成为我乡产业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纳入我乡一村一品
名单中，截至目前，全乡共种植高山蔬菜
1000 余亩， 并投资 260 余万元在全乡农
田修建耕作便道、沟渠等，建成高标准农
田。 2020 年已完成高炉村、瓦店村高标准
农田建设 500 亩，今年计划完成红椿村高
标准农田建设 500 亩。 ”红椿土家族乡农
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玉蓉说， 下一步，蔬
菜上市后， 政府还将帮助农户联系收购
商，上门收购，不让蔬菜滞销。

如今，红椿土家族乡的蔬菜不仅丰富
了居民菜蓝子，也让菜农尝到甜头，成了
致富的“金钥匙”。

高山蔬菜鼓起红椿村民“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龚傲 文
/ 图） 日前，记者在江南边贸小镇庙宇镇
长梁村看到，几位村民挥舞着镰刀正在梨

子园中锄草。 虽然头顶炽热的太阳，额上
渗着豆大的汗珠， 但他们仍干得劲头十
足。

长梁村与庙宇场镇毗邻，幅员面积 3
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 2157.3 亩。 全村辖
8 个社，共 1247 户 3815 人。 据了解，长梁

村由于现在在家居家过日子的都是老人
妇女儿童，青壮年劳动力都南下北上务工
挣钱。 家中没了劳力种地，致使造成大部
分田地荒芜。该村近年来在发展产业过程
中，为使土地得以充分利用，通过召开院
坝会与村民商议，村民用土地入股的方式
发展集体经济，种植黄金梨。由此，村里成
立了巫山县长皓果蔬种植股份合作社，与
村民签下了入股合同。 这样，使农民荒了
的土地成了股金，农民变成了股民。

“我家共有四五亩地，后人们都出门
打工了，就种了亩把地。前年，村里面开会
说土地入股栽梨子树，到时可以分红。 我
一想是好事， 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合同，入
了股。”长梁村 8 社的余志春说，这不仅使
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还解决了村民后顾
之忧。 像余志春现在还在梨子园中务工，
一年可增加四五千元的收入。

“到目前，我们全村栽植苍溪黄金梨
达 600 亩， 集中成片成规模的有 300 余
亩，共涉及 5 个社的 450 户农户。”长梁村
党支部书记许生介绍。 接下来，他们将结
合乡村振兴，进一步完善梨子产业园中采
摘步道等配套设施建设。将以黄金梨带动
乡村旅游， 使长梁村变得越来越美丽，让
长梁村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

土地变股金 农民变股民

长梁村：种植黄金梨 600亩

徐徐美美全全和和妻妻子子正正在在田田间间劳劳作作。。

村村民民在在梨梨子子园园中中锄锄草草。。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伍红 文 /
图） 6 月 7 日， 县文旅委、 旅游市场监管
所、旅游警察大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 联合对我县文化旅游行业开展大排
查大整治大执法百日行动检查。

检查组采取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以
整治旅游市场秩序为着力点， 不断深入推
进，强化工作力度，采取错时跟进、密集轮
检、重点巡查和常态检查等工作方法，深挖
彻查旅游行业易出现的现象。

当天， 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柳坪游客
接待中心、黄岩游客接待中心及三峡院子，
重点检查是否公示投诉电话； 消防设施配
备，安全警示标识设置是否规范；路标指示
牌设置情况； 景区环境卫生及垃圾分类开
展情况；参观点有无乱搭建、乱堆放现象，
建筑物破损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同时，督促

经营者开展自查自纠， 主动整改违法违规
行为，促进经营者规范守法经营。

工作中，各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在线索
摸排、调查取证、信息共享、宣传报道等方
面建立顺畅有效的工作协调机制。 切实做
好举报受理工作， 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问
题多的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区域和重
点人群，集中执法力量开展攻坚，重点查办
一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对违法经
营者形成有力震慑。

下一步， 县文旅委将继续加大文旅市
场秩序整治力度，特别是文化娱乐场所、文
物保护单位和体育场所， 继续联合相关部
门采取重点执法监管， 严厉查处文化旅游
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推动我县旅游市场健
康稳定。

多部门联合开展文化旅游百日行动大检查

本报讯 （记者 罗彬 通讯员 鲁雪 文 / 图）
6 月 8 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以“药品安全，红色领
航”主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在县中医院开展“药品科技活动周”科普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市民发放科普宣传彩页，讲
解购买药品注意事项、正确存放家庭药品、识别药品真
假等药品科普知识。 现场还设立专业咨询台，对群众关
于用药方面的疑惑有问必答，并由县中医院医生为市民
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等服务。 当天，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30 余人次。此次宣传有效提高了群
众对药品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药品科技活动周”科普宣传

执执法法人人员员现现场场检检查查。。

为为市市民民发发放放宣宣传传资资料料。。

（上接第一版）等队伍离开后回家，猪肉完好无损。
除暴安良。 在大昌，对俘获的巫溪官吏，凡不与红军为敌

者，一律释放，对俘获的团练兵，施以教育后发给每人两块银
元和一匹布，叫他们不要给反动派当兵，回家去好好种田。 俘
虏兵感激地说：“原只知是打土匪黄涛，殊不知错打了红军，真
对不起。 你们这样好，再也不跟红军作对了。 ”

对坚持反动立场，以红军为敌者，给予严惩。 在大昌，将坚
持反动立场的巫溪团务委员会委员长颜洧清的老婆颜吴氏和
恶霸李汉卿就地正法，分别在八角丘、洋溪河口行刑。 督练长
陈伯宇，1930年时曾是建（始）鹤（峰）边境苏区红军干部，后脱
离红军跑来巫山做事。 在大昌被俘后，红军想再争取利用他，
用担架抬到白果寺要他一道走，但陈坚持反动立场，拒绝回到
革命队伍，便在白果寺长水田何寿禄的地坝角将其处决。 从巫
溪通城押过来的土豪陈德茂在双龙龙泉菜子湾企图逃跑，红
军当即处决，在其尸体上压一张“打倒土豪陈德茂”的帖子。

群众爱戴红军。 共产党的军队首次来巫山，老百姓眼见纪
律严明，秋毫无犯的队伍也属首次。 不同于任何旧式军队的一
言一行，博得群众的欢迎与支援。 在大昌，一听说红军要召开
群众大会，人们即踊跃参加，躲避到乡下的人听说来的不是股
匪而是红军，便纷纷回镇；听说红军埋锅造饭要借用东西，就
纷纷送来门板、炊具等；听说红军马上又要走，几个居民特地
煮了巫山特产水口面，请贺龙等红军首长品尝，表示慰问与敬
意。

红军沿途雇请向导，逐段更替放回。 对放走的向导，都要
付给一二十个铜元的酬金。 被雇请的人，一般都乐意前往。 大
昌的龙道生、刘玉轩，白果寺的陈依顺、吴文端、傅正典，苏家
坡的傅定明、傅定章，四方寨的彭定富，三溪河的廖赞凤，巴东
梅子庵的向国真等， 都给红军带过路。 大昌的龙道生送得最
远，一直送到巴东西瀼口。 在翻越土地岭时，红军首长为减轻
战士们的负重，雇请民夫帮忙抬重机枪和迫击炮，金坪黄龙洞
的曹金良等二三十位穷人积极支援，一直抬到巴东。

快速的行军，极度的疲劳，掉队红军越来越多。 加上土著
武装截尾子，如洋溪乡乡长何启如、乡团练大队长何赞及月池
土豪侯国都、侯尊伍等，对红军落伍人员截击，致使四五十人
掉队与部队失去联系而脱离队伍。 这些掉队人员在群众的帮
助和掩护下，或被收养，或就地劳动，或返回原籍。 大昌的余裁
缝、苏家坡的周学成、楚阳的滕篾匠等，在群众帮助下定居巫
山。 落户在天池山的向世德、 三溪河的李西炳和火烽的李从
真，都是十四五岁的小红军，掉队后被群众收养，长大成人，就
地安家。

在三溪河一带宿营时，群众尽量让红军挤在自己家里，暂
避风寒。 愁树岩下赵忠秀家三四间屋就挤住了百来人；陈洪彬
家住的是有专人牵牲口、护卫上百的领导人；贺龙住天池山铺
子坪黄继开家， 黄将准备娶儿媳的新床让给贺龙。 黄引以为
荣，常给人们讲贺龙在他家歇宿的故事，贺龙睡过的床珍藏至
今。 一匹军马在烂草坪摔伤，留于当地，新建村的村民向明申
将其养到老死， 其马兜嘴被兴旺村民黄继勋捡回珍藏至解放
后作为文物献出。

红军远征途经巫山，虽然时间短暂，却使渴求翻身解放的
巫山人民看到了希望，留下深远影响；红军爱民的动人故事在
民间广为流传，别后数十年，巫山人民一直颂扬红军的好处。

红军播下革命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