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实习生 吴蓉） 1 月
20 日，我县召开招商引资专题培训。

培训中， 市招商投资促进局协调促进处处长陈昌
明， 对近三年招商引资概况、2022 年招商引资工作思
路、新时期招商引资新形势新优势新要求，以及如何做
一个优秀的招商人等方面，为参加人员作了详细解读。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做好招商项目策划，围绕县委
县政府既定招商方向和招商重点，策划好一批 500 亿级
年度招商项目。 要进一步强化投资服务保障，联合相关
部门结合巫山实际，提出合法合规合理的扶持政策根据
全县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据了解，2021 年全县招商引资签约任务 300 亿元，
完成 374.93 亿元，完成率 124.97%；县级资金到位任务
70 亿元，完成 70 亿元，完成率 100％。

招商引资专题培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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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县第十五
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前瞻布局、系统谋划，
围绕基础设施补短板，加快推进“两新一重”
建设。 也就是要突出基础设施补齐短板，切
实筑牢坚实的发展根基。

《县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22 年，要围
绕建成“水陆空铁”渝东门户综合交通枢纽，
加快交通网络互联互通。巫山机场新开通航
线 3 条以上；郑万高铁实现通车，安张铁路、
沿江铁路前期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巫山至
大昌高速建成通车， 加快建设两巫高速二

期、奉（巫）建高速，推进巫官庙高速、江南高
速前期； 启动红石梁和鳊鱼溪货运码头、江
东旅游码头建设，建成水上综合应急救援基
地；投用平桂路、桂花大桥、绕城路，加快高
速公路连接道建设，新改建国省道 12 公里、
农村公路 100 公里等。

要围绕建设渝鄂陕交界地区商贸物流
集散中心，加快现代物流多式联运。 大力发
展通道经济、枢纽经济，构建航空物流通道，
深耕季节性果蔬出境出国货运航线，推动深
圳、烟台、武汉设点布网，机场货邮吞吐量达

10 吨；发挥“黄金水道”效益，新增货船 15
艘，货运船舶载重量达 40 万吨，水路货运增
长 43.3%； 完善跨境物流集疏运通道体系，
加快“公转铁”“公转水”联运，发展冷链物
流、大件物流，新增货运企业 3 家，公路货运
量达 400 万吨。

要围绕构建现代化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加快各类设施优化完善。 在水利上，加快庙
堂、东坪、黑龙水库建设，推进孙家槽、黄草
坪、 大丘塝水库建设； 实施供水管网改造
220 公里，城乡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

均达 99%。在电力、燃气保障上，实施农网巩
固提升工程，新增改造配变 32 台，新改 110
千伏及以下线路 110 千米， 实现售电量 7.5
亿千瓦时；完成天然气复线工程建设，新建
天然气管线 50 公里，供应天然气达 2100 万
立方米。 此外，要建成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
心、综合服务平台、大数据资源中心，新建
5G 基站 175 个，构建功能健全、管理规范、
供给充分、使用方便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公共
服务体系。

解读 2022年重点工作（之五）

切实筑牢坚实的发展根基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罗彬 文 /
图） 时下，正是脆李冬季管护的关键期。
官渡镇组织基层干部和种植大户在专家
的指导下，现场学习脆李管护技术。

“刷白关键是要刷主干基部至主干分
枝处，高度 50 厘米左右，这样才能防病虫
害及防冻防晒”，在大塘村，技术人员一边
讲解，一边示范，种植户听得津津有味。 同
时技术人员还讲解了脆李秋季管护中的
施肥、拉技、修枝和病虫害防治等知识，现
场示范脆李树拉技和修枝的技术要领。

“大塘村种植脆李有 1000 余亩，冬管
从 12 月初就开始了， 到目前已经达到了
90%以上，目前采取的是‘公司 + 农户’的
模式，公司免费提供技术，农户自己进行
管护。 相信通过公司和农户的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大塘村明年的脆李一定会获得
大丰收。 ”官渡镇大塘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长钟小位表示。

据了解， 官渡镇已发展脆李 3 万亩，
该镇正大力加强示范基地建设，通过聘用
专业管理团队对产业进行管理，并引进企
业采用“631”模式大力推广脆李果园管理
技术，以及不定期组织示范基地、专业合
作社和种植大户等开展标准化生产技术
培训， 让脆李产业成为该镇的主打产业，
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官渡镇：全面开展脆李冬季管护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龚傲
实习记者 张梁红 张厚娥） 1 月 17
日，记者在铜鼓镇看到脆李专业合作社雇
佣当地农户正在田间给脆李施肥并补苗，
以提高脆李种植成活率。

据铜鼓镇副镇长温利华介绍，崟炫脆

李专业合作社本次施肥的面积达 1225
亩，施肥人数多达 40 人，初期的肥料主要
是由铜鼓村养鸡场无偿提供的 20 吨生物
有机肥，每季度施一次肥，一年四次。 由镇
农业服务中心提供技术指导，根据脆李的
成长阶段，分别在幼苗期、结果期，按照春

夏、秋冬管护技术规范，精心做好技术指
导和管护，确保 1 年初具规模、2 年初见成
效、3 年实现预期。最终实现“种下一片、管
好一片、见效一片”的目标。

温利华表示，为提高本镇的脆李种植
积极性，减少市场风险。 铜鼓镇主要采用

“631”模式，合作社以生产资料为主，占分
红 60%；老百姓以土地为主，占分红 30%；
集体以提供资金为主，占分红 10%。同时政
府统筹镇级财政各类有效资金， 统管统
销，畅通销售渠道。

铜鼓镇：“631”模式发展壮大脆李产业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罗彬 文 / 图） 鲜艳欲
滴、香甜诱人的草莓，是很多市民游客喜爱的水果。时下
天气越来越冷，但建平乡云台村奶油采摘园的草莓大棚
内却是花艳果红，暖意融融。 今年的大棚草莓已进入初
果期，游客忙采摘，商贩忙销售，只为舌尖上那一抹红艳
艳的享受。

1 月 19 日上午，记者走进云台村奶油采摘园，一股
清香迎面而来，只见大棚内一排排草莓长势喜人，白色
的花朵恣意绽放，绿油油的枝叶间，不时能看见掩映着
的草莓，令人垂涎欲滴。

在草莓采摘园，慕名前来的游客同样络绎不绝。 大
家喜笑颜开地采摘鲜红的草莓， 享受冬日里的田园乐
趣。“好多人都是拖家带口开着车过来的。 ”奶油采摘园
负责人张家富介绍，草莓从元旦节开始卖的，工作日每
天有几十人过来，一到周末则有数百人，其中不少游客
还专门从县城赶来的，草莓陆陆续续可以卖到 5 月底 6
月初。

据了解，云台村在不断壮大草莓产业之余，还为当
地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带动周边 20 多名老百姓就近
务工，增收收入。同时，还与企业达成共识，完善品种，逐
步做大草莓产业规模，做优品质，作响品牌，让其成为富
民产业。

技技术术人人员员示示范范管管护护要要领领。。

云台草莓抢“鲜”上市

市市民民采采摘摘草草莓莓。。

长寿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余舸 刘霞飞
王建 文 / 图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
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
青。 ”这是宋代文人范仲淹笔下的经典名句，如
今用来形容重庆长寿湖的景象，也是恰如其分。
作为西南地区最大人工湖———长寿湖地处长江
一级支流龙溪河的上游，是长寿区“一五”期间
的重点水利工程，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由人工拦
截龙溪河，建设狮子滩水电站而成，被誉为新中
国水电专家的“摇篮”。

近年来， 长寿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导，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不断加
大对境内龙溪河全域和长寿湖全境的生态环境
系统进行治理，如今的龙溪河、长寿湖均呈现出

“水碧山青如画屏”的景象。

生态景观美如画 候鸟翔集舞翩跹

新年伊始， 记者跟随龙溪河长寿湖镇段河
长赵雪峰， 乘船沿湖打探近年来长寿湖镇治理
保护情况。

初春的长寿湖，烟波浩渺，宛若仙境；岸边
树木葱郁、色彩斑斓，大有“舟行碧波上，人在画
中游”的诗情画意。

船行至长寿湖渔文化村附近，记者看到，一
个山头的树梢全部变成了白色， 上万只苍鹭栖
息枝头。 赵雪峰介绍，树的颜色之所以是白色，
是候鸟鸟粪染成的。 随着长寿湖水环境越来越
好，候鸟也越来越多，每年入冬后，鸳鸯、天鹅、
斑嘴鸭等候鸟飞来与长寿湖原有的白鹭、苍鹭、
鸬鹚、野鸭等构成万鸟齐飞的景观。鸟儿们时而
翱翔天际，时而漂浮在水面，与湖光山色相映成
趣，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百鸟图。

据不完全统计， 长寿湖常年栖息的鸟类有
40 余种，数量达 15000 余只，每年 10 月到次年

2 月为最佳观鸟季。

拆除网箱养鱼 水至清鱼儿肥

“一二三、起噢、长寿湖呀、鱼儿肥哦。 ”当天
下午两点，在长寿湖高峰岛水域，长寿浩湖渔业
公司的捕捞工人正忙着捕鱼， 鱼儿在船舱里活
蹦乱跳，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以前，长寿湖采取的是网箱养鱼，片面追

求经济效益，湖水水质急剧恶化，清水湖变成了
“臭水湖”，给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困扰”。 赵
雪峰称，为扭转对长寿湖发展不利局面，2005 年
长寿湖彻底取缔了网箱网栏养殖， 由长寿生态
旅业公司实行生态清水养鱼， 现在鱼的产量虽
说下降了不少，但品质和口碑却提高了许多。为
了保证自然繁殖， 长寿湖每年实行 2 个半月的
禁渔期，现在清水养鱼不仅改善了水质，鱼的品
质也提升了， 长寿湖成为了全重庆最大的有机
鱼生产基地，富硒有机鱼品种就有 5 个。

长寿湖是怎样做到湖水长清的呢？ 赵雪峰
介绍，近年来，主要从切断污染源抓起，将沿河
两岸禁养区的规模养殖场和肥水养鱼山塘全部
关停撤除，同时封闭排污口，对场镇污水管网和
污水处理厂提档升级， 所有生产生活污水全部
进入管网集中处理， 所有村落的生活垃圾也集
中转运规范处理，每天对湖面清漂保洁。完成了
长寿湖、云集、邻封等镇 72 个行政村的村庄环
境连片整治项目。长寿湖水质持续向好，长期保
持在三类水质。

河长制工作落实到位 政策措施保
障有力

区河长制工作科科长邓小勤介绍，“河长
制”工作推行以来，长寿区认真落实《重庆市龙
溪河“一河一策”方案》，建立健全区、镇（街）、村
（社）三级河长组织体系，由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担任龙溪河区级河长，落实镇、村级河长 54 名。
2020 年以来区级河长巡河 8 次， 镇级河长巡河
312 次，村级河长巡河 5672 次，累计发现和解决
问题 120 个。

为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进一步
改善龙溪河流域水环境质量，2021 年 7 月长寿
出台了《龙溪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方案》，
按照“谁污染、谁补偿，谁改善、谁受益”，水环境
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差”的原则，由区政府统
一进行补偿或受偿， 对龙溪河流域主要河流的
考核断面每月进行考核，按照“月通报、季清算、
年支付”的工作方式，每月通报考核、每季度清
算资金、每年度统一支付，促进了龙溪河流域生
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使龙溪河长寿辖区内水
质常年优于Ⅲ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正是牢固树立
了这一新发展理念， 长寿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治理污染、以驰而不息的精神守护成果，让长寿
湖以一湖碧水沿着龙溪河投向长江母亲的怀
抱。

重庆长寿湖：一湖碧水投向母亲河怀抱

长长寿寿湖湖景景色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