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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通讯员 王
景春 文 / 图） 3 月 1 日，记者从县工商业
联合会获悉，自 2021 年启动“万企兴万村”
行动以来，全县民营企业切实弘扬“义利兼

顾、以义为先”的光彩精神，开展村企结对、
消费帮扶、回馈社会等专项行动，为助力乡
村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县工商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该联合会会同县乡村振兴局、县农业农
村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巫山支行、中国农
业银行巫山支行等，制定了《巫山县万企兴
万村》实施方案，召开了“巫山县万企兴万村

行动”启动会。 组织动员 11 家商会、112 家
民营企业，与全县 67 个行政村结成“对子”，
助力各村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县工商业联合会还引导民营企业到乡
村发展特色产业，组织商贸流通、工程机械、
文化传媒商会和 20 余家民营企业到大昌、
骡坪、两坪等乡镇村开展专题调研，就民营
企业如何助力乡村发展达成初步共识。为竹
贤乡、重庆实尚笙华农业专业合作社、重庆
巫峡粉丝有限公司授予了“万企兴万村”示
范基地称号。指导示范基地围绕产业、人才、
文化、组织、生态振兴打造“样板间”。

在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中，他们还以
“以购代帮”的形式，解决农户农特产品销售
难。据初步统计，县商贸流通商会帮助双龙、
竹贤、骡坪等乡镇销售西红柿、辣椒、腊肉、
柑橘等农产品，价值达 1173.6 万元。 同时，
加大投入，助力产业兴旺。打好“乡愁牌”“乡
情牌”， 引导民营企业开展回报家乡专项行
动。 44 家民营企业围绕产业帮扶、 就业帮
扶、技能帮扶，新增追加投资 4796.8 万元。

近年来，全县民营企业虽然面临自身受
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的困难，但他们仍然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继续加大对贫困学生等困
难群体帮助。 2021 年，全县民营企业开展各
类关爱慰问资金达 50 余万元。

“万企兴万村”行动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企业家深入村社调研。

本报记者 陈久玲 实习记者 王渝
文 / 图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后各企业全面复
工复产，我县建材、家居市场也将迎来“春
天”，这无疑给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开春营销活动密集开锣

为拔得开春头筹， 迎接 3·15 消费旺季
的到来，不少建材、家居商家纷纷推出营销
大餐。

春节刚过， 偃旗息鼓一个月之久的建
材、家居商家就立即重振旗鼓，向市场发起
虎年第一波攻势。 按往年惯例，三四月是装

修高峰期， 尤其 3·15 消费者权益日又是一
个重大促销节点，商家们自然不会放过。 在
此情况下，各大建材、家居商家纷纷策划起
大型活动以截流今年第一波装修热潮，打响
虎年开局之战。

近日， 记者走访亿丰商贸城多个建材、
家居商店看到，卖场的促销氛围已经变得浓
厚起来，各种促销活动海报纷纷上墙，一扫
刚开业时的冷清景象。 跟往年相比，今年商
家的营销热情更加高涨，纷纷提前了活动时
间。据了解，开春第一轮营销大战，建材家居
联盟活动当仁不让地成为急先锋。 瓷砖、木
板、墙漆、窗帘、家居等各种品类组成联盟，
共同开展活动，力求让顾客一站式购齐所需
物资。

环保材料、智能产品更加热门
如今，龙江新区正火热建设当中，许多

市民早已经买了房， 在这春季天气回暖、温
度适中的时候开始着手施工装修事宜。

年轻消费群体典型的消费特征已经逐
渐开始呈现。 南瓜布丁老板王蓉告诉记者，
现在来买窗帘的一般是年轻人居多，不像以
前挑选的都是黑白灰三种颜色，现在主要挑
选的都是一些孔雀蓝，湖蓝等一些亮丽的颜
色。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

质量的不断提高，选购各种建材、家居商品
时，市民也会将“环保”作为选择材料的重要
标准。如今，各种绿色、低碳建材已经成为市
民的首选。不含防腐剂、防霉剂、零甲醛的绿
色无机、天然健康的涂料成为家装的重点。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智能
家居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智能扫地机
器人、智能电视机、智能空调、智能冰箱等智
能家电产品和智能门锁、智能晾衣架、智能
窗帘等新兴智能家居产品的出现，智能家居
系统已经真正出现在普通消费者的生活中。

儿童家具市场需求大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人们居住条件的改

善，家长对于孩子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家长
更舍得为孩子配置适当家具，创造良好的成
长环境，加上“三胎政策”的推行，婴幼儿人
口的快速增长，儿童家具市场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

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需求特点也
为家居行业的细分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事实
上，近些年围绕婴幼儿产品、母婴产品的创
新不断加码，母婴洗衣机、辅食机、料理机等
引发消费热潮。 儿童家具需求的不断增长，
使得儿童家具行业成为近年来家具业中发
展速度最快的门类之一。

节后市场回暖 建材家居市场迎来“春天”

顾客选购家具。

本报讯 （记者 李中燕） 一年之计在于春，时下
正值柑橘、脆李管护的良好时机，大昌镇抢抓农时，积极
组织果农投入到果实采摘、除草施肥、果树修枝等工作
中，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3 月 1 日，记者走进兴胜村柑橘园，一棵棵柑橘树
整齐排列，柑橘树下工人们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 据柑
橘园负责人谭天华介绍，在除草工作开始之前，技术人
员已经对柑橘树进行了修枝整形，当前的除草工作已经
完成了三分之一，预计三月中旬能够全部完工，下一步
将对柑橘树进行施肥、喷洒农药等。

在营盘村脆李园内，各项管护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工人们两两一组，手拿工具，对脆李树进行拉枝，改变枝
条的生长方向，使直立生长枝条变为斜生、水平或下垂，
有效调整枝条长势，促进中短枝形成，促进营养生长向
生殖生长转化，提早成花结果。 并剪掉脆李树上的朝天
枝、营养枝、交叉枝、重叠枝，为丰产增收奠定基础。

据了解，大昌镇近年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发展理念，紧紧围绕“绿色发展、特色发展、转型
发展”总要求，优化特色产业结构，巩固产业扶贫效果。
现已发展柑橘 6 万余亩、脆李 1.5 万亩。 为进一步推动
柑橘、脆李产业发展，促进农户增收致富，大昌镇政府将
加强对农户果树种植、管护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户的
综合素质。 对已栽种果树的专业合作社和大户实施统
一管理，按照果树高产栽培技术要求抓好栽后定干、合
理施肥、病虫防治、修枝整形、花果管理等工作，确保果
树产业丰产丰收。

大昌镇：
强化柑橘、脆李春季管护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肖乔 文 / 图） 近日，
县农业农村委联合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巫山支行，结合当
下果农的实际需求， 共同推出“乡村振兴 - 惠农果业
贷”，突破果业发展资金不足、资金链紧张瓶颈。 以此提
振果农信心，助力全县脆李、柑橘等果业高质量发展。

在福田镇段家村，工作人员走进种植大户陈吉祥的
果园里，实地调查他种植的面积、果树的种类等。经现场
确认后，陈吉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有效证件，银行工作
人员当即一边用手机办理业务， 一边登记资金用途，几
分钟就把贷款业务办理好了。

陈吉祥共种植了 1100 亩果树， 其中柑橘面积 500
亩，脆李面积 300 亩，水蜜桃面积 300 亩，是当地果品产
业大户。 时下，既要忙春季管理，又要愁资金，正当他在
为投入不足可能影响今年收成而着急时，没想到农行主
动上门服务，方便快捷地为他办理了贷款，解了燃眉之
急。

得益于“惠农果业贷”的不只老陈，福田镇凌云村的
种植户纪均兴的贷款资金也已经到账了。从农行工作人
员现场调查到资金到账，只用了 3 天时间。

我县是特色水果大县。 其中巫山脆李、三峡恋橙享
誉全国。为了让特色产业向高质量发展，县农业农村委、
县果业中心和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巫山支行在了解到果
农的资金难题后，想办法，出实招，联合推出了惠民贷
款———“乡村振兴———惠农果业贷”。“惠农果业贷”不仅
惠及果农，还惠及收购商、批发商等，为我县果业发展各
个环节的群体都送去“及时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巫山支行负责人
介绍，惠农 e 贷产品具有利率低、放款快、担保活、额度
高、随借随还等优势。 该行在一周内为福田镇的第一批
9 名果农发放了 200 万元的贷款资金，该贷款有效解决
了当地果农资金不足、贷款难等发展难题。

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巫山支行预计今年在我
县果品产业发展方面， 将投放贷款资金 5000 万元，让

“惠农果业贷”鼓起果农的钱口袋。

“惠农果业贷”为果农送上“及时雨”

工作人员为果农办理贷款业务。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文 / 图） “每
年，我家的粉条都卖的很不错，通过网上，卖
到了北京、上海、广东、武汉等地。 ”近日，正
在凉晒粉条的官渡镇大塘村村民易元贵告
诉记者。

据了解， 传统手工制作粉条看似简单，
却有着十分复杂的过程。 从选料到制粉，再
到出粉，前后需要 10 多道工序。由于农家粉
条是纯手工制作，有效确保了每一道工序做
好、做到位，保证了粉条的绿色天然，口味纯
正，颇受消费者青睐。

“从 2018 年开始卖粉条， 第一年卖了
100 多斤，收入 2000 多元。 到今年，第一批
200 多斤粉条已经卖完，收入了 3000 多元，
剩下的还有 800 多斤，预计收入 1 万多元。 ”

易元贵表示。
据悉，官渡镇作为农业大镇，每家几乎

都种有红薯， 以前粉条通过商贩收购经销，
市场行情波动大，许多农户都放弃了传统手
工粉条制作。如今，科技进步了，许多村民又
广泛栽种红薯， 进行传统粉条生产加工，并
通过电商远销全国各地。

“现在，网络、微信方便，发个手工制作
粉条图片过去，谈好价钱，就可以直接发货
了，而且很多还是回头客，老用户。 ”易元贵
说。 每年，他们都会将地里收的红薯加工成
粉条进行出售，因为其地道的原材料和原始
的传统手工艺，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菜
品，在市场十分畅销，深受外地市民喜爱。

农家传统粉条远销全国

村民正在晾晒手工粉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