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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陈廷权） 11 月 5
日，县林业局邀请专业技术人员，为各乡
镇林业工作人员开展“林调通”软件使用
专题培训。

“林调通”是一项林业工程综合移动

调查系统应用软件，广泛应用于退耕还林
及林业资源管理。县林业局为各乡镇发放
了安装有“林调通”软件的平板电脑。培训
中，专业技术人员为参训人员讲解了“林
调通”主要功能和具体操作方法，重点学

习如何利用“林调通”使用矢量数据和记
录林地边界、编辑绘制图层、录入小班信
息、转换空间坐标系等内容。 参训人员还
携带“林调通”设备，到巫峡镇柳树村退耕
还林小班进行实地操作应用实习，对其用

途、使用方法进行进一步培训。
本次培训提升了乡镇林业工作人员

工作能力和水平，提高外业调查工作效率
与精度、退耕还林等工程及林业资源管理
水平，推动巫山林业高质量发展。

林业局：开展“林调通”软件使用培训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通
讯员 梁洪海 文 / 图） 11 月 2
日，巫山县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挥部办公室召开会议，决定由国有
县绿源林产资源经营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为实施主体单位， 以县 15
名打火队员为成员，雇佣 3 名技术
人员为骨干，组建县级松材线虫病
疫木清理队伍，全面启动疫木集中
清理工作。

11 月 3 日，县级疫木清理队伍
深入抱龙镇犀牛村， 经县执法支
队、县资源保护科、县森防技术人
员的现场培训后，在抱龙镇政府的
统一指挥下， 镇护林员跟班作业，
抢抓时机，给死去的日本落叶松标
上白色记号，争取在日本落叶松落
叶前完成标记任务。

与去年相比，今年疫木清理启
动时间提前 20 天， 争取在年前将
疫木清理干净， 确保 2022 年实现
松材线虫病无疫情。

我县疫木集中清理行动启动

技技术术人人员员现现场场培培训训。。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11 月 5
日，记者从县林业局获悉，今年我县从与
周边区县联合开展边界防控工作、实行网
格化管理等方面全面落实松材线虫病防
控措施，取得较好效果。

与周边区县联合开展边界防控工作。
与巴东县、建始县、神农架国家森林公园、
巫溪县、奉节县签订《联防联治协议》，统

计边界乡镇和村社的干部、 护林员的姓
名、联系方式，建立了边界工作联系平台，
携手开展松材线虫病等有害生物边界监
测防治，筑牢边界生态安全。

实行网格化管理，切实加强监测和普
查工作。 充分调动 1625 乡村生态护林员，
开展有害生物日常监测和月报告，完成松
材线虫病、红火蚁专项普查；每个乡镇林

场安装林业通， 实现了监测信息科学化、
网络化。

加强队伍建设，落实检疫封锁。 全县
培养专职检疫员 68 名， 兼职检疫员 72
名，实现产地检疫率、调运检疫率、复检率
均为 100%， 利用乡镇劝导站、 防火检查
站、松材线虫病检查哨卡全面开展疫木封
锁。

同时， 加强疫木清理工作。 组建县、
乡、村三级除治队伍，清理枯死、倒伏、折
断松树 5 万余株，清理面积达 4.9 万余亩，
完成直升机喷药防治林业有害生物作业，
防治面积达 5.2 万余亩，实现虫口夺绿 3.6
万余亩。2021 年全县实现了松材线虫病无
疫情目标，曲尺乡实现了拔除疫情，切实
维护森林生态安全。

全县实现松材线虫病无疫情目标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
近日公开发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打造富
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发
展富有巴蜀特色的多元消费业态、打
造国际消费目的地，对于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提高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能
力和整体经济效率，培育竞争优势突
出的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独特
区位、生态优势，区域内风物多样、人
口密集、产业基础雄厚、市场空间广
阔、开放程度高，具有打造富有巴蜀
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得天独厚的
优势。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纲要》提
出的各项举措，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
创造市场新需求，坚持高端化与大众
化并重、快节奏与慢生活兼具，激发
市场消费活力，不断增强巴蜀消费知
名度、美誉度、影响力。

增强巴蜀消费知名度、 美誉度、
影响力， 需要营造高品质消费空间。
城市和旅游目的地是当下最“吸金”
的消费空间。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
际消费目的地，就要着重打造城市消
费品牌，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要
通过改造提升商业街区，集聚高端消
费资源，打造世界知名商圈，塑造城
市特色消费品牌；要做强地方特色产
业品牌，建设特色消费集聚区和特色
商业名镇； 要通过打造精品旅游线
路，扩大国际旅游品牌影响力，发展
巴蜀乡村旅游；要充分挖掘文化旅游
资源，打造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
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

增强巴蜀消费知名度、 美誉度、
影响力，需要构建多元融合的消费业
态。丰富的消费业态能够刺激消费动
力、挖掘消费潜力。 打造富有巴蜀特
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需要持续推动
消费供给升级，不断发展消费新场景。 要大力创建美食
地标，丰富文创消费场景，发展特色运动，推出特色化、
品质化旅游产品，大力发展“旅游 +”产品，提升市场化
供给质量，壮大社会服务消费；要引导新消费形态健康
发展，促进线上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推动服务线上线下
交互融合，发展更多参与式、体验式消费模式和业态；要
发展假日经济，擦亮夜间经济名片，展现国际时尚范、巴
蜀慢生活。

增强巴蜀消费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需要塑造安
全友好的消费环境。 良好的消费环境能够最大限度激
发消费活力。 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还
要不断完善消费促进政策，健全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
要规范发展消费金融，支持将闲置厂房、办公用房等改
为商业用途，优化免税购物体验，促进国际消费便利化；
要推动服务标准化建设，发布行业优质企业名录，强化
产品、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加强重点领域广告监管；要
探索线下无理由退货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完善消费环
节经营者首问责任制和赔偿先付制度。

促进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
必经之路。 我们要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扩
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机遇，广泛聚集全球优质市场主体和
优质商品服务，不断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成为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提供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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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方丹） 11 月 7 日，
记者从县特色经作生产管理中心获悉，11
月 5 日随着铜鼓收购点停秤， 标志着我县
2021 年烟叶工作顺利收官。 全县收购烟叶
12 万担，上等烟比例 78.92%，中上等烟比例
100%，中部烟叶比例 65.86%；均价 30.90 元
/ 公斤，同比增长 2.08 元 / 公斤；烟农总收
入 2.2 亿元。

今年，我县烤烟生产紧紧围绕“稳总量、
优结构、保基础、促增收”的中心任务，以夯

实面积、保育烟田、培育烟农、精益生产、基
地建设为重点内容， 种植烤烟 4.8 万亩、覆
盖烟农 1803 户，户均规模 26.6 亩。

在烟苗育苗环节，我县开展“6s”管理，
壮苗率 95%以上，是近年来烟农满意度最高
的一年。同时，按照“栽下就管”的总体要求，
对破膜围兜、中耕除草、田间施肥、病虫防治
等技术环节落实到位，全县优质烟株比率达
到 85%以上。 同时，开展大型坐班式培训 5
期，重点培训烤烟田间管理、烟叶烧烤等关

键技术，共培训 2000 余人次。在烤烟生产的
关键时期， 采取以会代训方式培训 6000 人
次以上。

此外，新修烟路 20 余公里，整修田间生
产便道 30 公里，维修烟水配套池 5 口，新建
烤房 297 个。 通过完善烤烟产业基础设施，
为烟农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采收、烘烤、分级环节认真落实“采烤
分收”一体化，坚决杜绝混青杂、混非烟物
质、虫蛀和水分超限霉烂等烟叶。 尤其是在

收购环节强化规范管理， 严格收购流程，坚
持以纯度为核心指标， 公平公正准确验级，
切实维护好烟农利益。

下一步， 我县将切实抓好冬耕清残，确
保来年优质高产。 同时，建立烟农培育长效
激励机制， 打造巫山高水平职业烟农队伍；
合理划定烤烟主产区，强化烤烟产业基础设
施建设，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

我县烟叶收购工作圆满完成 烟农收入 2.2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