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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向海燕 雷行星） 9
月 10 日，2021 年烟台文化旅游（巫山）推介
会暨东西协作交流座谈会在我县举行。双方
就文化旅游市场进行宣传推介，并围绕旅游
项目合作开发进行商讨。

据了解，烟台与我县因东西部扶贫协作
而结缘，虽相隔千里，却因“烟台·巫山”航线
的开通让两地越走越亲。 近两年来，烟台巫
山两地文旅交往交流活动 20 多次， 两地互
访人员 200 余人次。烟台旅游企业与巫山旅
发集团达成市场合作共识，有效拓展了巫山
旅游客户资源群体。 今年以来，烟台赴巫山
旅游的团队和散客近 5000 人次。

通过建立“政府主导、协会运作、企业参
与、媒体助力、社会关注”五位一体工作机
制， 打造两地文化旅游扶贫协作“1+6+N”
模式：叫响“神女恋城·红叶巫山”1 个城市
旅游品牌，建立景区、饭店、旅行社、文博院
馆、旅游公共服务点、媒体 6 大宣传推广渠
道，实施举办主题活动、开展培训等“N”项
帮扶举措，“百家企业齐助力、百万市民共参
与”，共同为巫山旅游助力。

座谈会上，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四级调
研员李志正向巫山人民发出诚挚邀请，邀请
巫山市民到烟台共赴一场“山海之约”。李志
正说，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以文化旅游推

介会暨巫山项目洽谈会为契机，继续加大巫
山旅游资源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采取
多种形式，宣传展示巫山文化、巫山特色旅
游商品等，推动两地客源市场互动，并利用
当地新闻媒体、自媒体平台，为对方开展旅
游宣传提供便利，提升两地旅游吸引力。 引
导两地文旅企业加强合作， 引导有实力、有
投资意向的本地文旅企业或客商对巫山县
进行实地考察，探讨项目合作，推动两地在
更广阔的空间、更深层的领域实现两地资源
互享、优势互补、发展互惠、合作共赢。

副县长林福云表示，烟台、巫山两地旅
游资源丰富，特色各异，在烟台市的大力支

持下， 巫山旅游在烟台的宣传营销初显成
效，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希望烟台
市文化和旅游局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推介
旅游合作渠道商，帮助巫山策划精品旅游线
路产品，实现长期组客营销，组织意向性企
业来我县考察，投资兴业，通过进一步深入
交流合作，共同谱写两地经济、文化旅游共
赢发展的崭新篇章。

会议期间， 双方分别作了旅游专项推
介，我县作了文旅招商引资项目推介，双方
签署了两地旅游企业合作协议。

烟台文化旅游（巫山）推介会在我县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向海燕 雷行星） 9
月 9 日， 我县 2021 年东西部协作扶贫农技
人才专题培训正式开班，来自全县各乡镇农
业服务中心主任、农业技术干部及村级技术
骨干等 102 人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县委农工委相关负责人在
动员讲话中表示，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担负为

农业产业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技术指导
的重任，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需要不断进行
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
服务能力。 要多关注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
作，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工作的总基
调，深入开展“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提升群众
满意度”十大行动，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

生态美的大美巫山不懈奋斗。要多学习农业
方面的知识和本领，在投身建设生态绿色发
展先行示范区的事业中才能“事半功倍”。要
多思考、多作为，总结提练出一些好的工作
方法和措施，主动担当作为，在日复一日的
真抓实干中锤炼自己的本领。

据悉，本次培训为期 2 天，邀请来自重

庆市、烟台市农业专家为学员授课，采取理
论教学、研讨交流等模式开展培训，将进行
土壤肥料基础理论技术培训、设施蔬菜高产
技术培训、 魔芋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培训、果
树高效管理基础理论培训等。 在培训过程
中，学员将针对我县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
问题等进行广泛的交流研讨。

2021年东西部协作扶贫农技人才专题培训开班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罗彬 文 /
图） 巫山脆李是我县特色农产品之一，
在我县适宜地区被广泛种植，是群众增收

致富的“黄金果”。 随着产量的逐年增加，
脆李的深加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脆李酒已

经开始上市，市场反应良好。
9 月 10 日， 记者在当当农夫土特产

店门口看到，巫山脆李酒、脆李月饼的宣

传广告十分醒目，商品也摆放在最明显的
位置，不时有顾客前来询问和购买。

“巫山脆李酒卖的很好，8 月 20 日第
一批货 200 件上架后，很快就卖光了。 第
二批 9 月 3 日来的，也已经卖了 200 多件
了。”店主黄宗英表示，巫山脆李酒开瓶淡
淡的醇香， 入口酸甜爽口， 有 415 毫升、
500 毫升、750 毫升三个档次， 分别为 58
元、108 元以及 128 元。 同时，中秋佳节来
临之际，为丰富巫山脆李产业链，还搭配
有脆李月饼。

脆李酒赢得了不少市民的喜欢，一些
在外地工作和创业的市民还纷纷小批量
购买，或送朋友，或者计划在其他城市帮
助推广，为脆李酒的营销和家乡的发展贡
献一份力量。

“这次回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尝到巫
山的脆李酒，感觉口感很不错，准备买二
三十件，送给上海那边的亲戚朋友。”正在
选购巫山脆李酒的顾客黄燕告诉记者。

据重庆市渝品醇酒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袁平介绍，前期公司在双龙、曲尺、建平
等乡镇收购脆李 100 余吨，然后通过冷链
物流运到贵州与当地酒厂合作，通过对脆
李进行深加工， 自然发酵做成脆李果酒，
解决脆李鲜果保存难、小果难销售等现实
问题。目前大部分巫山土特产店和一些烟
酒店都有销售。 下一步，公司还将在餐饮
店、超市等进行全面铺货，让巫山的老百
姓都能知晓巫山脆李酒，都能尝到本地的
特色。

巫山脆李酒上市 多家商店有售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若问相
思甚了期，唯有奔“李”而去。 9 月 7 日，记
者从三峡集团基地发展公司旅游公司获
悉，一盒盒满载着果农希望的脆李月饼从
巫山飞向全国，与大家共赏中秋月，共度
中秋节。

对巫山脆李进行文创再设计，食品深
加工，创新出脆李月饼新形式，是今年三
峡集团基地发展公司旅游公司在精准帮
扶路上对巫山当地支柱产业更深入的尝
试。

共饮长江水，千“李”共婵娟。据了解，

脆李月饼三款产品具体为：疏花水柏枝茁
壮成长、三峡山水满月秋景、白鳍豚戏水
三峡大坝。

据了解，创新推出脆李月饼的目的是
解决脆李鲜果保存难、小果难销售等现实
问题，尽量减少鲜果受交通和天气的制约

和影响。 从单纯的收购帮扶，转变为产业
模式化的消费帮扶，从根本上助力乡村振
兴，真正引领地方产业多元化发展，振兴
一方经济。

巫山脆李月饼走向全国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肖乔 文 / 图） 新县
城安全出口通道是市县级重点项目之一。 9 月 8 日，记
者从巫山县三峡水库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获悉，安全
出口通道二期工程的施工方， 近期组织了 300 余工人，
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不分昼夜有序推进项
目建设。

当天，在红岩子滑坡至神女庙（二标）施工现场，只
见作业人员严格按照施工要求，头戴安全帽、腰系安全
绳，或在空中施工作业，或在崖壁上进行边坡治理……
整个工地建设如火如荼。

生态公司董事长陈浩高速记者，新县城安全出口通
道二期工程施工实行两班倒， 由 300 余工人 24 小时不
间断作业。 目前，白羊溪大桥完成中跨合龙施工，所需
18 片 T 梁本月中旬可完成制作安装，10 月中旬完成桥
面铺装和路灯、栏杆等附属设施施工；白羊溪至红岩子
滑坡段（一标段）、红岩子至神女庙（二标段）都在有序推
进，预计 10 月底基本完成桥面铺装和路灯、栏杆等附属
设施施工。

目前， 安全出口通道二期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预计在 10 月 31 日全面完工。 该项目完工后，将大
大缓解江东新城的交通压力，为两江四岸建设增添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据了解，新县城安全出口通道工程位于新县城江东
组团。 2013 年开始建设，东起灵官沟大桥，止于巫建路
下沱沟大桥，全场 4.3 公里。该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工
程已于 2018 年全面完工。二期工程起于白羊溪沟左岸，
经红岩子滑坡、下沱沟，止于长江大桥引道巫建路。

新县城安全出口通道建设有序推进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文 / 图） 时下，红椿土家
族乡 2500 亩烤烟已经成熟，村民们正忙着摘烟叶、烤烟
叶，盼望今年的烤烟卖个好价钱。

9 月 8 日，在红椿土家族乡瓦店村烟农吴扬泉的烟
田里，村民们顶着炎炎烈日在地里采收烤烟。“种烤烟挺
好，收入不比在外务工差。”正在烟地里务工的村民崔在
海告诉记者，每到烤烟种植、采摘的时节，自己都会在烟
农家务工，犁地、覆膜、种植、管护到采收，一天工资 100
到 120 元不等，一年有 1 万元左右的务工收入。

在烤房周围，堆满了刚采摘的成熟烟叶，满载鲜烟
叶的农用车整齐有序地停在烤房边，烤房边的烟农们递
的递、扎的扎，忙得不亦乐乎。“今年烤烟产量和质量比
往年都要好，最近我每天忙着收烤，虽然很累，但是看着
丰收的成果，觉得一切都很值。”烤烟种植户吴扬泉一边
捆扎着烟叶一边乐呵呵地说。

吴扬泉是个老烟农，从最开始的 5 亩烤烟发展到现
在的 28 亩， 他的生活随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0 年家庭纯收入 10 万元，今年烤烟喜获丰收，烤烟
收入预计可达 12 万元左右。

今年，红椿土家族乡在烤烟生产中，以发挥烟叶技
术人员专业技能优势为抓手，多措并举扎实开展烤烟种
植、烟叶采收和烘烤工作，同时提前谋划，做好烤烟收购
计划，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带动当地群众持续增收。
2021 年红椿土家族乡共落实烤烟种植面积 2500 亩，烟
农种植户 89 户。 截至目前， 全乡烟叶全部进入烘烤阶
段，已烘烤三炕，预计收购烟叶 6250 担，可实现种烟收
入 1000 万元。

红椿：89 户烟农种烤烟
收入将达 1000 万元

村村民民们们正正在在编编烟烟叶叶。。

白白羊羊溪溪大大桥桥。。

兹有巫山县何秋蓉遗失残疾证， 编号：
50023719991011004224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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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市市民民购购买买巫巫山山脆脆李李酒酒。。

本报讯 （记者 向海燕 雷行
星 文 / 图） 虽然离中秋节还有一段
时间，但眼下我县的各大超市、甜品店
内，各式各样的月饼已经抢先上市，不
少喜欢尝鲜的市民也已经按耐不住，
纷纷买起自己喜欢的口味，一饱口福。

9 月 8 日，记者在我县各大超市看
到， 礼盒装的月饼被摆放在了超市显
眼的位置， 销售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
元不等。 除了莲蓉、蛋黄、芝麻等传统
口味之外， 商家为了迎合消费者个性

化需求，还推出了芝士、抹茶等多种新
口味，可谓是种类繁多。

相比各大超市来说， 甜品店开始
销售月饼的时间就更早一些， 记者在
广东路一家甜品店了解到， 他们从 6
月初就开始制作并销售月饼， 销售的
月饼都是纯手工月饼， 相对于各大超
市里“高大上”的月饼包装，这里的本
地月饼似乎更加“接地气儿”，口味也
更受本地人青睐。

中秋将至 月饼抢先上市

市市民民选选购购月月饼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