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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稳住农业
基本盘，夯实“三农”压舱石，加快建设全国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区，是今年全县
“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在县委
农村工作会和乡村振兴工作会上，我县对今
年农村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各级各部
门要深入贯彻中央、 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工作部署要
求，切实抓好粮食安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乡村振兴等七件主
要工作。

今年，全县“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主
要是围绕粮食生产、粮油蔬菜供给、粮食储
备等狠抓粮食安全工作。坚决完成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 81.94 万亩任务，完成粮食作物产
量 20.91 万吨任务，抓好“菜篮子”“肉盘子”
工程，加快推进粮食储备设施建设。

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开展耕地保护
清理，防止耕地“非粮化”“非农化”。 落实耕

地占补平衡管理，确保全县耕地总量只增不
减、质量只升不降。 进一步压实乡镇耕地保
护主体责任，严格源头控制。 同时做好田块
整治、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田间道路整修、
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 农田输配电、科
技服务、管护利用等工作。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持现有
帮扶政策、现有资金支持和帮扶力量总体稳
定，对易返贫致贫户，大病、残疾、智障、低
保、五保等特殊群体，加强监测预警；对易返
贫致贫人口开展定期检查、动态管理。 用好
用活各类涉农资金，重点发展一批能更多带
动脱贫群众就业的特色优势产业。扎实开展
扶贫项目资产清理，坚决防止资产流失和被
侵占。

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持续
巩固“1+3+2”特色产业种植规模，确保特色
种植业面积稳定在 90 万亩， 一产业综合产
值达到 80 亿元；严格脆李、柑橘、核桃等产

业苗木选植， 确保优势特色品种覆盖率
95%，优质管护率达到 95%以上；推进脆李
酒、橙汁、罐头、果脯、中药饮片、中成药等产
品精深加工，今年要新培育 1 至 2 家农产品
加工规上企业，培育 1 个以上市级农产品加
工示范企业；加大“两品一标”创建力度，唱
响“巫山脆李”“巫山恋橙”等特色品牌，提升
巫山农副产品知名度等。

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以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为抓手，稳步推进农村宅基地管
理与改革，抓好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健全农
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发展；推动农村“三变”改革扩面深化，探
索集体经济组织自发合作成立经营主体，集
体经济组织与国有平台公司、供销合作组织
和社会资本合股联营等新路径；不断壮大村
集体经济，力争实现 40%的村集体经济突破
3 万元目标。

奋力推进乡村建设。 提档升级“农村四

好路”建设，通组通畅 100%；进一步完善农
村水、电、气、通信、物流等设施布局和建设；
持续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加快推进
县中医院摩天岭医院等建设，完成 3 至 5 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整治、12 家乡镇卫生院
污水处理标准化建设，实现乡镇养老服务中
心全覆盖； 争取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达到
50%，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0%，创建“美丽
村庄”60 个， 打造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 6
个。

扎实推进乡村治理。持续推进移风易俗
专项整治，积极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无事酒不办”的社会新风，逐步推动解决高
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现实难题。全
面提升基层法律服务能力，做实做细农村普
法宣传工作，切实提升农村依法治理水平。

今年全县“三农”和乡村振兴工作将抓好七件事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张梁红
文 / 图） 2 月 15 日，正值元宵佳节，记者
在巫峡两岸看到，乡镇干部及村民们趁着

晴好天气忙着春耕备耕工作，广袤的巫峡
大地，处处焕发着生机盎然的景象。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在巫峡

镇西坪村，巫峡镇干部何莫春、覃揉等，正
在一块油菜地里查看油菜的生长状况。
“现正是油菜含苞开花时节， 如果在这期

间施加一次硼肥，油菜会增产 10%左右。 ”
何莫春说。

西坪村二社村民陈贤良趁着阳光正
好，正在清理蜂桶。 今年 84 岁的他，养着
30 多桶土蜂，一年能为他带来 1 万多元的
收入。

进果园，转田坎。 记者看到，早春时
节，忙碌的不只蜜蜂、蜂农，还有镇村干
部、果园负责人等。 为了预防脆李、柑橘等
成果期的病虫害，有的在清园，有的在喷
洒药物，有的在修枝，为今年的果子提质
增效奠定坚实基础。 据巫山县百籽农业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张大仲介绍，去年果园里
的袋果病比较严重，这次主要喷洒的是预
防袋果病的硫酸铜钙。 此外是对脆李进行
修枝，有利于让枝条向周围延伸开，使每
一片叶子都能享受到阳光。 柑橘树也同样
要进行修枝。

柳树村澄源家庭农场的柑橘园里，处
处是果农修枝、锄草的身影。 为了丰富市
民的“菜篮子”，红庙村的向茂兴与妻子正
在对蔬菜进行管理； 他们所种的菠菜、小
白菜等叶菜类蔬菜将于最近可上市，让广
大市民吃上鲜嫩可口的蔬菜。

“随着气温的回升，巫峡镇的春耕生
产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在产业方面，主要
是对柑橘、脆李开展修剪、清园和病虫害
防治，粮油作物春耕备耕，农资都已准备
到位，完全能满足春耕生产需求。 ”何莫春
表示。

巫峡镇：不负好春光 春耕备耕忙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谭瑜
州 文 / 图） 2 月 16 日，曲尺乡果农
忙着对脆李进行管护， 田间地头一片
繁忙。

“我种了十几亩脆李，春耕期间很
忙，大家都你帮我我帮你。 ”龙洞村脆
李种植户陈嗣淼说， 村支两委也经常
来帮忙打枝、施肥。

田间， 三五成群的村民在一起劳
作，有的给果树剪枝，有的追肥，忙得
不亦乐乎。 曲尺乡特色产业发展服务
中心主任王亚介绍，近年来，随着不少
青壮年外出务工， 农村的强壮劳动力
少了。 为抢季节、增效率，不少农户就
自发地互助合作， 解决劳动力短缺的

问题。
脆李春季管护的时间在二月初到

五月初，曲尺乡脆李总管护面积达 2.1
万亩，管护的内容包括施肥、剪枝、喷
雾和田间管理等。目前，正在进行剪枝
和施肥。。

当前，春耕春播正当时。 据悉，在
两坪、福田等乡镇，也有不少村民自由
组合在春耕中互帮互助。“村民们春耕
互助，将加快春耕生产进度，提高工作
效率， 在第一时间保质保量完成春耕
生产， 为夺取全年产业丰收和农民增
收打下基础。”县农业农村委负责人表
示。

村民互助春耕“抢农时”

本报讯 （记者 李中燕 文 /
图） 2 月 16 日，两坪乡脆李园内，轰
隆隆的机器声在山间回荡。走近一看，
社会化服务队队长王平正在操作微耕
机。微耕机在田间李树下来回穿梭，清
理杂草、翻松泥土。

王平还带领农户对脆李进行管
护，剪掉脆李树上的朝天枝、营养枝、
交叉枝、重叠枝，为来年丰产增收奠定
基础。

近年来，两坪乡不断探索、创新乡
内农业社会化服务。 目前已组建 2 支
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伍。 40 余名队员在
经过县内专家培训与县外优秀示范果
园交流等多种形式培训后， 现已成为
农业“专家”。 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主要
在脆李、柑橘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
务上与农民管护有机结合， 为农户提
供引种、修剪枝、刷白、除草、施肥、销
售等服务。

两坪乡：农业社会化服务队助力产业发展

微耕机在田间穿梭。

村民给脆李剪枝。

村民翻整土地。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文 / 图） 2 月 16 日，记
者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获悉，为精准做好节后企
业复工复产相关工作，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工业园
区管委会全力做好跟踪服务工作。截至 2 月 15 日，工业
园区已复工企业 28 家，用工人数达 1600 余人。

据介绍，2 月 7 日上班第一天， 工业园区管委会就
组织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排查， 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落
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同时，开展节后安全大检查，
指导企业开展复工复产前自检自查，消除安全隐患。 要
求各企业强化防御措施管理，对离渝返岗人员按照疫情
防控规定做供好核酸检测。 全力保障生产要素。 积极与
供电、水务、天然气等公司联系，保障园区供电供水供气
为企业复工复产做好前期准备。并为园区 7 家规上企业
返还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差价约 13 万元。

企业招工方面，管委会联合就业人才中心开展“园
区就业直通车”活动，组织近 500 人到 11 家缺工企业参
观考察，面对面开展用工对接，达成用工意向。

工业园区已复工企业 28 家，
用工人数达 1600 人

百德鞋服员工正在加紧赶制鞋子。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又迎来了一年的开学
季，学生们开始为新学期采购入学装备，燃起了新一轮
的“开学经济”，学校周边的文具店销售非常火爆。

2 月 15 日， 记者来到方圆文化超市看到货架上琳
琅满目的学习文具让人眼花缭乱，笔、橡皮擦、文具盒、
书包等文具，种类繁多、样式新颖，前来购买的学生也络
绎不绝，而早在开学前几天，商家也早早备足了货源，所
以基本上大家都能一次性买齐所需要的各种文具。

同时，除了各种文具用品热销之外，文具店的篮球、
羽毛球、跳绳等运动工具也受到了很多学生热捧。

据了解，对于许多学生来说，新学期换一波新文具
是一种“仪式感”。 从 2 月 14 日开始，文具用品、运动工
具等的日销量与平日相比可以实现翻倍。一般开学日前
后一周时间属于销售旺季，大家都会前往各大文具店采
购入学所需要装备。

文具用品热销，“开学经济”升温

（上接第一版）
村民翁万堂是该村的致富能人。 几年前，他就抓住

外出务工人员多、土地无人耕种的契机，流转了 50 多亩
土地种植辣椒。 听说村里发展秋月梨产业，精明的他网
上查了一些资料后， 就带头把自己的辣椒换成了梨子
树。

“辣椒一亩收入 4000 多元。 秋月梨到达丰产期后，
一亩可产 5000 多斤， 亩收入最低 1 万元以上……”他
说，梨子产业发展好了，还可以开一个农家乐，吸引城里
的人来游玩，又是一笔收入。

怀抱“金娃娃”
一年树长、二年花开、三年挂果……花开花落，转眼

三年。 村民们如同守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精心管护着
“金娃娃”，期待着丰收到来。

“几年来，我们村采取统一标准种植、统一标准管护
等模式，完善了产业标准化种植、科技化管理的措施。 ”
王承华告诉记者， 今年， 果园将开始挂果， 预计可产
20000 斤左右。 同时，已搭好销售渠道，由烟台帮扶部门
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确保村民收益。

今年 59 岁的村民翁万吉，子女全部在外务工。他与
老伴在家中也种植了 6 亩梨子。

“今年，预计能收入 1 万多元。”眼看着收益在望，他
干得特别有劲：现在，村里的环境好了，产业有了，老俩
口在家也有收入，日子越过越好。

是的，自从有了“梨园”，袁都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村里有了直通县城的硬化路，人居环境彻
底改善，村民们除了守好梨子产业外，还把眼光盯在乡
村旅游上了……

袁都村的“梨园”，在这个春天注定关不住春色。 阵
阵梨花的香味将从山谷远飘山外！

袁都村：梨园春色关不住

兹有重庆市巫山县官渡镇桐元村 2 组 45
号陈振佰，身份证号 512227195807237873，遗失
公路路政管理执法大队缴纳路产保证金重庆市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票据号码：
1415958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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