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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日前，
记者从县城新区管委会获悉，今年 1-6 月，县城
新区已完成投资 16 亿元， 各项重点工程项目有
序推进。

据县城新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彭文东介绍，
今年是县城新区建设的关键之年，县城新区管委
会紧紧围绕文旅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地定位，咬紧
“江东组团成城， 早阳组团成形” 年度目标不放
松，倒排时序，细化措施，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
保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下一步， 县城新区管委会将按照年度目标，
全力抓好基础实施建设，让城市“立”起来，形成
完整交通骨架，完善城市服务配套。 抓好招商引
资，让城市“活”起来，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包装
优质项目。 抓好景观建设，让城市“绿”起来，加快
城市道路、边坡、空地等绿化，展现生态城市形
象。 抓好灯饰夜景，让城市“亮”起来，围绕“三峡
之光”夜景灯饰设计方案，配合做好规划、设计、
建设等工作。 抓好商业运营，让城市“火”起来，进
一步完善特色商业、休闲打卡、体育健身等功能，
有机融合“文体旅商”城市功能。 抓好服务管理，
让城市“靓”起来，强化城市环境管理，充分展现
宜居城市形象。

县城新区上半年完成投资 16 亿元
本报记者 向君玲
流火七月，又是巫山脆李丰收季。
7 月 10 日，曲尺乡脆李种植户彭斌的巫山

脆李卖了 5 万元。“收成好，收益高，这还多亏了
重庆农商行‘脆李贷’的资金支持，农商行巫山
支行‘脆李银行’真是办到我们心坎去了。”彭斌
激动地说。

巫山脆李是我县重点打造的生态扶贫产
业，是重庆市“三大水果”之一。 如今，巫山脆李
种植面积已达 30 万亩，年产量超过 10 万吨，成
为全县脱贫致富的“金果果”。 2020 年，巫山脆
李品牌价值达 19.18 亿元，居全国李品类第一。

但在以前，巫山脆李作为农业种植产业，属
于靠天吃饭， 融资成农户扩大种植规模面临的
最大难题。 2020 年初，彭斌为扩大脆李种植规
模，因为没有合适的抵押物，在多家银行融资均
遭遇碰壁。 这让原本踌躇满志的彭先生产生了
放弃扩大脆李种植规模的念头。

就在彭斌一筹莫展时，巫山支行在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得知了他的情况，并
结合他的种植规模， 向其推荐了该行专为发展
脆李推出的专属线上贷款产品—“巫山脆李
贷”。

仅用了 10 分钟， 一笔 10 万元的脆李信用
贷款就顺利发放到了彭斌的账户。 有了重庆农
商行的信贷支持， 彭斌第一时间扩大了巫山脆
李种植规模，现已发展了近 20 亩巫山脆李。

据悉，该产品是专门针对脆李专业合作社、
脆李种植户等推出的贷款， 利率参照该行支农
支小贷款利率执行，最高可贷 50 万元。同时，20
万元以内支持纯信用贷款模式， 有力满足了广
大脆李种植农户的资金需求。

同时，巫山支行专门推出了“巫山脆李存”
专属存款产品，通过适当提高存款利率，不仅能
保障脆李种植户的经济利益， 还提振了巫山脆
李种植户发展脆李产业的信心。

为了帮助果农安全、高效收款，重庆农商行
巫山支行安排了专人为巫山脆李种植户安装

“渝快付”收款码，确保果农收入直接到卡。“我
们这样做，既保证了脆李种植户资金安全，又节
约了种植户资金提现成本。”巫山支行曲尺分理
处工作人员介绍。

为切实帮群众办实事， 农商行巫山支行提供金融帮
扶只是打造“脆李银行”的一项重要内容。 坚持为巫山脆
李产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不仅为其提供专属资金支持、
专属服务支持，还全方位搭建营销渠道平台，助力巫山脆
李品牌的营销宣传，助推巫山脆李“李行天下”。

今年，在脆李采摘季，巫山支行还选派部分党员成立
突击队， 协助巫山脆李种植户采摘脆李， 以抢占市场先
机。

今年 6 月以来，在巫山支行所有网点展示柜，外层鲜
艳醒目，设计了统一包装、统一 LOGO 和二维码的巫山
脆李包装盒随处可见。

为了扩大巫山脆李销路， 巫山支行积极对接巫山脆
李种植户，特别是脱贫户，实行定点采购，以“消费帮扶”
的形式，助力农户产业增收。

“巫山支行贴心服务果农，助力巫山脆李产业发展，
真正帮助巫山实现了‘小李子带出大产业’的目标。 ”巫山
支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脆李银行流程打造，已累计为
巫山脆李种植户发放脆李贷款 500 余万元， 布放“渝快
付”收款码 200 余个，通过搭建销售渠道为果农累计销售
李子 20 余万元，有力助推了巫山脆李产业化、规模化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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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海燕 雷行星 文 / 图
盛夏时节，草木葱茏。 7 月 26 日，记者

走进龙溪镇向狮村 2 社的茶叶基地， 绿意
盎然的茶叶树苗、 干净整洁的通村公路与
周边房屋交相辉映， 勾勒出一幅新农村美
景。

田间地头，村民们正挥动锄头，抓紧为
茶叶树松土、 清理杂草， 茶叶树苗长势良
好。 而这一切正是得益于当地产业精准化
的发展，采用“公司 + 农户 + 合作社”的模
式不断扩大规模、延伸产业链，为老百姓打

造了一条独有且可持续的致富之路。
近年来， 龙溪镇向狮村依托特色资源

优势，按照“1+3+2”特色产业发展思路，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做优做强柑橘、茶叶、花
椒、脆李为主的特色种植业，并持续推进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 俨然绘就了一幅美丽的
乡村画卷。

向狮村气候湿润、土质肥沃。 好山好水
孕好茶， 产业带头人蒋瑞兴依托当地的自
然资源优势， 于 2018 年 9 月栽种茶叶 400
多亩，并成立以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为一

体白粮子白茶专业合作社。
今年 50 多岁李苗连， 是向狮村的村

民，由于年龄偏大，外出务工根本找不到合
适的工作，2018 年，恰逢村里大力发展茶叶
产业，并开办了合作社，李苗连看到增收致
富的门路，在村支两委和合作社的带领下，
他用家中的 6 亩土地入股合作社， 并在茶
叶基地打零工。 如今，李苗连既是茶叶基地
的工人， 又是白粮子白茶专业合作社的成
员之一，再加上自家还种有脆李、柑橘等果
树，各方面的收入算起来非常可观。

如今，在向狮村，像李苗连一样的合作
社成员共有 98 个，其中，在茶叶基地打零
工的人就有 30 多个。 依托于茶叶产业的发
展，该村村民增收致富的道路不断拓宽，村
民的日子越过越富裕。

在茶叶基地对面山坡上， 一行行花椒
树错落有致，一片郁郁葱葱，这正是向狮村
三社村民的花椒园， 村民们穿梭在花椒园
内，为花椒树裁剪枝叶、喷施农药，处处呈
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

近年来，向狮村结合自身优势，探索产
业致富新路子，扎实开展品种推广、技术培
训等工作，把“小花椒”当成“大产业”，组织
和带领群众参与发展， 全村村民共种植花
椒 100 亩。 目前只有少部分花椒开始投产，
明年进入丰产期，预计明年产量可达 5 吨，
收入 30 万元左右。

花椒种植户王立明告诉记者， 他家从
2018 年开始种植花椒，目前投产的有 20 亩

地，产量 3000 斤左右，纯利润 2 万元左右。
产业兴旺是促进农民脱贫增收的内源性动
力支撑，也是实现小康的关键所在。 据向狮
村村党支部书记肖连术介绍， 全村还种植
柑橘 380 亩，种植脆李 300 亩。 向狮村农业
发展规模虽然较小， 但当地紧紧抓住“产
业”这个关键，从“茶叶”一枝独秀，到花椒、
柑橘、脆李等产业的“多点开花”，走出了曾
经的困局，一幅“产业蓬勃发展，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强富足”的乡村美丽画卷，正
徐徐展开。

百姓富则家园美。 有了特色产业的支
撑，向狮村便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如今
的向狮村， 宽敞平整的水泥路通到了村庄
的每一处， 一栋栋别致的小洋楼安静地坐
落在青山绿水掩映之中，居民、农田、树木、
鲜花相映成趣……已然形成了生态美丽、
百姓幸福的良好局面。

“与以前相比，村里变化太大了，村内
环境卫生好了， 家里也是干干净净的，公
路、自来水都到家了，我们生活条件也改善
了，真的过的是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用的
日子。 ”谈到村里的变化，60 多岁的村民张
世翠乐呵呵说道。

向狮村：产业多点“开花” 农民多渠道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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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民民们们为为茶茶叶叶树树松松土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