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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3 月 25
日，我县组织召开如何用好用活新媒体助力
迎接巫山高铁时代城市营销工作会。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黄勇，县委常委、副县长水韦
梁出席会议。

会上，县融媒体中心就全县新媒体工作

发展情况进行了汇报；与会人员立足各自领
域，结合我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从管理、服
务、宣传等方面进行交流发言，提出了很多
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会议要求，要积极搭建平台，整合全县
现有新媒体资源，通过市场化运作，推动新

媒体健康快速发展。 要科学制定计划，选好
主题，有目标、有方向、有计划地进行宣传推
介工作。 要做好精准策划，精心做好我县景
区景点、特色文化、土特产品的宣传推介策
划，多角度、多形式、多渠道的进行宣传。 要
形成大传播格局，主动与有影响力的媒体平

台或个人进行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要
讲好、演好“地标”故事，建设好打卡地，有力
有序快速推进新媒体助力我县文化旅游发
展。

我县专题研究新媒体助力城市营销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日前，记
者获悉，今年龙溪镇紧紧围绕“五个一”目
标，咬定青山不放松抓落实，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龙溪镇党委书记陈恢毅介绍，将围绕
产业振兴促农户增收致富，深入推进“一
心三片七色田园”规划布局，建立完善农
户利益联结机制，重点在种好、管好、卖好
和品牌打造上下功夫，努力建设“三县交

界产业红旗”。
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修缮好、保护好、

利用好龙溪古镇，对六角碉堡、地下联络
站遗址开展全面修复，建好红色文化展示
中心，讲好红色故事，唱好红色歌曲，全力
创建红色龙溪党建品牌。 持续推动产业

“接二连三”，文旅、农旅、商旅、体旅、林旅
融合发展，建好农贸市场，建成“赶场”集
市，借助“两巫”高速，拉动巫溪、奉节、巫

山三县周边群众交易，着力建设巫山西北
地区边贸重镇。

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坚守耕地保护、粮食安全、防止规模
性返贫“三条底线”，深入开展“五治三变”
乡村治理和“三治融合”社会治理创新实
践， 加快大宁河长溪河库岸治理项目进
度，切实保护好“一江碧水”，助力“风景、
风气、风尚”“三新”乡村建设。

与此同时， 认真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持续做好“三落实一巩固”，分类推进、
重点突破，努力把向狮村、三湾村、天城村
打造成全县乡村振兴示范样板，重点在撂
荒地复耕、“三变改革”、“三社融合” 上大
胆探索，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承办
全县农业农村暨乡村振兴现场会，倾力打
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龙溪镇：多措并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通讯员
张胜云） 近日， 红椿土家族乡相继组织
召开中药材种植大户政策宣讲等系列宣
讲会、座谈会,进一步形成共识，共谋中药
材产业发展致富之路。

据介绍，为形成发展种植中药材产业
的共识，该乡党政主要负责人与全乡中药
材种植大户齐聚一堂，集思广益，共谋发

展。 在种植现场，工作人员为种植大户宣
传中药材价格保险政策，详细讲解 “独
活”“川牛膝”等中药材的保险标准、保险
责任、保费分担等内容。 针对部分脱贫种
植户、动态监测种植户存在资金困难等问
题，还宣传了贷款帮扶政策。

“通过与种植大户交心谈心，全乡发
展中药材产业的信心倍增，决心更大。 ”乡

党委书记谭洪平告诉记者，下一步，该乡
将积极筹建红椿中药材仓储、 交易中心，
努力克服市场行情波动等不利因素，切实
提高科学种植管护水平，积极对接县中药
材产业发展中心， 深入开展技术培训指
导， 提升中药材种植科技水平和经济效
益。 进一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合理规划
选择种植品种、种植区域，最大限度降低

市场风险。同时，多样化开展市场营销，组
织开展中药材产品推介会、充分利用“三
微一端”等网络平台展开宣传，唱响“庙
党”、“红椿中药材”品牌。

红椿土家族乡：共谋中药材产业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黎恒 文 /
图） 3 月 25 日， 由县乡村振兴局主
办，巫山（烟台）乡村振兴学院承办的

“2022 年度挖掘机培训第一期技能大
赛”在边贸中心举行。 30 余名培训学
员参与“挖掘机钓鱼”项目竞赛。

参训学员为全县脱贫人口、边缘
易致贫人口，他们通过参加“2022 年
度第一期重庆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技能培训
（挖掘机操作）班”，免费接受了为期
一月的挖掘机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
培训。 本次大赛既是对挖掘机培训成
果的集中检验，更是为参训学员相互
学习、共同提高技能水平提供了交流
平台。

下一步，乡村振兴学院将开展更
多技能比武、作品展评、创业设计等
竞赛活动， 进一步丰富培训内涵，切
实提升技能水平，促进老百姓就业增
收， 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

“职教力量”。

2022年度挖掘机培训第一期技能大赛举行

比赛现场。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通讯员 侯麟） 3 月
24 日，金坪乡召开 2022 年村庄建设统计调查工作业务
培训会，各村支书及综服专干参加培训。

培训采用现场讲解和 PPT 演示的方式， 重点对调
查工作要求、调查内容、指标解释和填报要求等进行详
细讲解，要求全体工作人员提高思想认识，切实负起责
任，做好数据报送和审核工作，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统
计调查任务，确保数据上报及时、完整、准确，坚决防范
和惩治数据造假、弄虚作假情况，在规定时间前完成全
乡所有行政村调查统计工作。

此次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对做好 2022 年村庄建
设统计调查重要性的认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村庄调查
源头数据质量，助推全县村庄建设调查统计工作再上新
台阶。

金坪乡：
开展村庄建设统计
调查工作业务培训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阳春三月，带
着泥土芬芳的各类野菜、时令蔬菜齐刷刷地冒了出来，

“舌尖上的春天”正式开启。香椿、茼蒿、折耳根、胡豆、莴
笋等春季蔬菜抢“鲜”上市，不少市民争先品尝春的味
道。

3 月 25 日， 记者在位于祥云路的果蔬临时直销点
看到，摊主把香椿、折耳根、茼蒿等各类时令蔬菜放在最
显眼的位置，不时有市民前来询问、购买。

春天的时令蔬菜中，香椿是重要的一道菜。 记者走
访各个售卖点发现， 香椿最为畅销， 价格在 2-3 元一
把。 此外，购买茼蒿、折耳根、胡豆等春季时令蔬菜的市
民也不少。

据了解，这些时令蔬菜最晚会供应到 5 月，但最嫩、
味道最好的时间就是二三月。 此外，随着春节效应逐渐
消退，许多蔬菜的价格也有小幅下降。

值得提醒的是，每年春天都会有不少市民自带工具
到野外采挖野菜。 野菜虽好，但不能随意采摘食用，尤
其是不认识的野菜。 对于香椿、蒲公英等熟知的野菜，
摘回家后也应用淡盐水浸泡，再用沸水煮开后食用。

时令蔬菜抢“鲜”上市

市民购买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