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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巫山县彭孝俊遗失残疾证， 编号
51122619780403004344，声明作废！

2021年 12月 8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记者 向君玲 文 / 图
9 月初—11 月底，2021 年第二批烟台

赴巫山农业协作组宋博才、邹广众、姜福东、
黄可东等 7 位专家， 纷纷走进各乡镇脆李
园、秋月梨种植基地、养殖基地，为全县产业
发展问诊把脉、支招献策，为东西部产业协
作探路，为乡村振兴助力。

2019 年，县委、县政府将金坪乡作为烟
台—巫山两地农业产业合作的集中实验示
范区，打造烟台（巫山）农业产业园，确定发
展高效特色产业。

挖沟、施肥、回填……11 月 24 日，金坪
乡袁都村田间地头热闹极了。村民们在冬日
暖阳下，现场学习如何科学为秋月梨树施底
肥。

“用腐熟农家肥、沼气渣铺在沟底，再铺
一层微生物有机肥，效果会更好。 ”现场，烟
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农艺师姜福东手把手

教村民施肥。 他还叮嘱村民，梨树两侧必须
距树 1 米挖施肥沟，深度为 20 公分，株间再
挖一条施肥沟，形成正方形，每株树施 10 斤
微生物有机肥。

“听了烟台农业专家的课，我心里有底
了。 ”不少村民现场示范，还详细询问姜福
东，自己是否做得准确。

这，只是烟台农业专家现场为我县农民
提供技术支持的一个剪影。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初来乍到，农
业专家们一边克服饮食、语言、道路等方面
的困难，一边深入田间地头，以最快速度了
解当地农业发展现状，大力为巫山培养“土
专家”，助力巫山产业发展。

“各位专家，你看我家的这片烟薯 25 长
得怎么样?快帮我指导指导。 ”得知烟台农业
专家要来，两坪乡朝元村村民贾治国、吴康
平早早等在了田里。 今年，他俩在自家地里

试种烟薯 25，由于缺乏相关经验，对如何种
好烟薯 25，心里始终没底，正盼着专家前来
指导。

走进田里， 农业专家黄可东这里看看，
那里瞧瞧，一边查看红薯长势，一边不停地
问，几番对答后，对烟薯 25 现状已经了然于
胸。田地里，黄可东现场上起了“教学课”，不
但指出了问题，还给出了解决办法，“赶紧趁
着晴好天气，及时将红薯挖回家，以免下雨
时间太长，红薯腐烂。 ”

针对我县产业需求， 农业专家们做了
《土壤与肥料》《日光温室番茄、 黄瓜高效栽
培技术》等技术培训报告 2 场次，累计培训
技术人员 220 人次。参与巫山县青贮饲料制
作及饲草推广培训会，参与巫山脆李生产现
状及发展对策研讨会，向农技人员介绍烟台
农业发展现状，扩宽农技人员视野。 在畜牧
业方面，孙先明、杨显东有针对性地开展农

技人员采血技术培训。
为了传播先进的农业技术， 宋博才、邹

广众等农业专家，分别深入各个乡镇村庄开
展秋月梨、 海阳甜柿栽培管理技术指导、蔬
菜大棚病虫害防治、烟薯 25 现场测产验收、
犬类狂犬病监测、马属动物马传贫和马鼻疽
监测等工作， 现场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答
疑解惑, 引导改变农民的种植观念。 3 个月
来，累计开展现场指导 41 次，培训农民 300
余人。

三个月以来，农业专家先后实地走访了
双龙、竹贤、曲尺、金坪等乡镇，通过召开院
坝会，与农民面对面沟通交流，详细了解我
县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真正了解群众的所
需、所盼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产业需要发展、农民需要生活，而农业
产业发展周期长见效慢。“我们既要发展产
业又要保证农民前期的生活；既要引入发展
外来特色产业又要做好当地特色产业。 ”黄
可东介绍，大家一起研究、探讨出几种适合
本地实际的产业发展之路。 如：在果树前期
套种巫山特色土豆和包菜,公司统一回收的
套种模式， 在果树挂果前适当增加收入；利
用丰富的林地资源适度发展林下跑山鸡养
殖，利用饲草资源丰富的优势适度发展草食
家畜牛、羊、驴等养殖模式。

与此同时，烟台农业专家利用周末节假
日时间，与巫山县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
起下乡入户开展实地调研，了解休闲观光农
业、农家乐等产业发展状况，倾听农户诉求，
通过交流为当地农业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建
言献策。

“三个月的对口协作是短暂的，产业协
作助推乡村振兴是长远的。”杨显东表示，立
足巫山实际，烟台农业协作组所有成员将坚
定不移探索适合巫山的产业协作发展之路，
努力实现产业兴、农民富、农村美，为巫山绘
就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添砖加瓦。

田间又来了农业专家
———第二批烟台赴巫山农业协作组工作综述

通通过过测测量量，，了了解解烟烟薯薯 2255 长长势势情情况况。。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罗彬 文 /
图） “山水美景伴左右， 文化大赏通天
地。 ”我县大型长江情境夜游项目《三峡之
光》已于近日启幕，大昌古镇经过 6 个月
的修复改造之后， 已正式重新对外开放。
文化与旅游相结合， 亮点与特色频现，巫
山正不断从各个角度挖掘人文资源，推动
文旅深度融合。

白天，阳光下的大昌古镇挂满了红灯
笼， 街道上游客熙熙攘攘， 民俗表演、杂
耍、特色商品琳琅满目，充满了生机。 这一
幕幕都将古镇打造成“有记忆、有故事、有
内涵、有个性”的特色小镇。

夜晚，《三峡之光》情境夜游从“启航
入画”拉开夜游帷幕，演绎非遗民俗文化
歌舞， 让游客感受川江纤夫们的勇敢顽
强；神女大道的光影矩阵，借助三峡地区
独有的地势山脊，将巫文化、巴楚文化、大
禹治水、 山海经等神话传说一一上演，再
现巫文化的博大精深；“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船舱内古音乐响起，身
着古代服饰的诗人将屈原、元稹、刘禹锡、
李白、白居易等关于巫山的诗词歌赋娓娓
道来， 让游客徜徉在千古绝句的意境之
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夜色中的
长江大桥， 与水中的倒影合成一块玉璧，
向外来的游客诉说着如今巫山的快速发
展，一起迈向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穿过
龙门大桥来到最大的水上崖壁投影秀，以
盘古开天辟地、烛龙衔烛照世、斗姆演化
星斗为开篇，而后跟随神女的视角穿过灵
秀的小三峡·小小三峡， 最终化身为神女
峰，永远屹立于三峡。 这时，耳边不经意响
起———“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如今，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镇，五光十
色的独特风光，让游客从单纯的水上游升
级为水陆“两栖游”，从白天游升级为昼夜

“全天游”，让长江三峡的历史与诗情等人
文精神进入游客的心中。

巫山：文旅相融 亮点与特色频现

本报讯 （记者 龚傲 文 /
图） “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年
映三峡。 ”当前，正值巫山红叶最佳
观赏期， 不少游客纷纷来到文峰景
区拍照打卡， 游客的增多让文峰景
区附近的农家乐生意变得十分火
爆。

12 月 6 日，记者在文峰景区山
脚下的峰味山庄看到， 饭厅内坐满
了游客， 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将一道
道香气扑鼻的特色美食端上饭桌供
游客食用，大家纷纷表示，在巫山不
仅能观赏到美丽的红叶， 还能品尝
到好吃的特色美食，真是不虚此行。

据峰味山庄农家乐老板陈文建

介绍，从上个月 26 号开始，餐馆每
天大约有十至二十桌的游客就餐，
他们大多数是本地或周边县、 市过
来观红叶的， 每天的营业额都在增
多。

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旅游发
展带动群众致富， 扶贫开发促进旅
游发展”的思路，积极探索“旅游 +
扶贫”新模式，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走出了一条以旅游助农、旅游兴农、
旅游富农的扶贫特色之路， 发展星
级农家乐 10 家，带动 300 余贫困户
通过乡村旅游实现脱贫，5 万多名
群众吃上旅游饭。

红叶带火“农家乐”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文 / 图） 挥锄、扶苗、
培土、压实、浇水……12 月 5 日，在巫峡镇白水村山坡
上，30 余工人忙着植树，为生态巫山再添新绿。

巫山县绿源林产资源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工程
部部长周家超告诉记者，本次秋冬季“两岸青山·千里林
带”景观林示范项目栽植规模为 6000 亩，自 10 月启动
以来，已完成 5000 亩，完成总栽植面积的 85%，12 月中
旬将全面完成。

据了解，本次植树涉及龙门街道、高唐街道及巫峡
镇三个乡镇，以城周红叶分布区为主，栽种苗木为黄栌、
枫香两个品种， 营造以红叶观赏为主的生态景观示范
林，提升景观效果，扩大生态容量。 其中，地径 0.7 厘米
的黄栌约 64 万株，地径 3 厘米的黄栌约 10300 株，枫香
地径 3 厘米的 10600 株。

“大宁河、长江两岸山高坡陡，栽植苗木难度大，全
靠人工、骡马驮运的方式进行，成本非常高。 ”周家超表
示，管护是保障造林成效的必要手段。栽植完成后，将及
时、有效开展森林资源管护，积极开展抚育管护、施肥、
除草、补苗等措施，确保工程建设取得长久成效。

2021 年度“两岸青山·千里林带”
景观林示范项目已植树 5000 亩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12 月 4 日，记者在庙宇
镇长梁村黄金梨园采摘道路建设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施
工方正组织工人开展路面平整、观景平台打造、边坡防
护等工程施工。

据悉， 庙宇镇长梁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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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摘道路建设项目全长 3.75 公里，途径长
梁村七、八组，项目建设预计今年底竣工。

“现在正在修建秋月梨采摘步道，建成后让大家春
看花、秋摘果，通过合作社带动长梁村老百姓共同致富，
让老百姓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秋月梨带来的收益。 ”长梁
村党支部书记许生告诉记者。

近年来，庙宇镇通过启动旅游观光及水果采摘道路
建设项目，将现代农业、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深度融合，
打造有品味、有颜值的美丽乡村，稳步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长梁村梨园新建采摘道路

（上接第一版） 认真开展城市宜居环境和移风
易俗专项整治工作，在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
小落实上下功夫，大力整治垃圾乱丢乱甩、杂物
乱堆乱码、广告乱张乱贴等市容乱象，大力倡导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无事酒”不办，提升城市
颜值，革除陈规陋习。

截至目前，高唐街道累计签订门前“三包”
责任书 5000余户， 整治占道经营 600余处，整
理切坡立面 50余处，拆除违规店招店牌 400余
处， 整改防盗网窗 1200 余户， 清理堆码弃物
1600 余处，清除院落垃圾 200 余处，消除卫生
死角 30余处，城市宜居环境明显改善。 在移风
易俗专项整治工作方面，累计发放《抵制大操
大办树立文明乡风倡议书》2万余份，成功劝停
社区居民拟办“无事酒”23起，“无事酒”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市民满意度大幅提升。

一次次强有力的专项整治工作， 高唐街道
发展在基础设施、环境卫生、市政绿化、生态文
明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卫生环境大幅度改
善，市民的卫生习惯、文明素质也都迈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

怒放的景观花，清新的文明标语，醒目的礼
让斑马线———高唐街道在城市建设管理上不
仅延伸了发展高度，拓展了城市宽度，还蓄积了
城市温度。

微规划、 微改造、 微治理……细微处见功
夫、见态度、见精神，环境治脏、设施治破、秩序
治乱，既修“面子”又治“里子”，精致之城呼之欲
出。

高唐街道党工委书记卢存红表示，下一步，
高唐街道将严格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
按照“大城众管、大城细管、大城智管”要求，切
实解决好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小区公共服务、庭
院环境品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持续巩固“全国
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县城”等创建成果。 持续发动市民自
觉抵制大操大办，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持续推进“马路办
公”常态化，突出环境整治、移风易俗、查违控违、社会治理
等重点工作，在精细化上下功夫、在常态化上固成效，为建
设国际知名现代化旅游城市“美的客厅”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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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俗俗表表演演。。

游游客客在在农农家家乐乐就就餐餐。。

植植树树现现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