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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3
月 28 日，记者在竹贤乡看到，该乡境内交通
重点项目建设正紧锣密鼓推进。

据了解，目前该乡在建的交通重点项目

有竹（贤）平（河）路和下庄后溪河生态路。竹
平路即当阳大峡谷景区至楚阳连接道工程
竹贤至平河段。该路起于竹贤乡石沟村堰塘
垭，止于平河乡九门洞，全长 21.79 公里，四

级公路， 路基宽度为 7.5 米， 路面宽度 6.5
米，设计时速 20 公里 / 小时，沥青混凝土路
面。

本项目的建设，旨在打通大昌—平河—

竹贤—骡坪旅游片区环线， 形成片区旅游，
促进旅游事业快速发展。记者在由北新路桥
承建的第三标段建设工地看到，20 余名建
设者或在搅拌混凝土、或在挑运沙灰、或在
砌筑挡土墙等，有序而紧张地忙碌。 大型机
械正在开挖路基、开石，一派热火朝天的建
设场景。

据悉，该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当阳大峡
谷景区至梨子坪国家森林公园的通道，从根
本上改变本地区落后的交通面貌，实现与快
速通道及核心经济区域的快速联系，从而改
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有力推动沿线及周边
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下庄后溪河生态公路共 2.7 公里，目前
在进行最后 200 米的混凝土浇筑和鹅卵石
的铺设。 建设现场 30 余名工人， 挥舞着工
具，掏着沙浆，操纵着振动泵，铺着鹅卵石，
虽累得满头大汗。 该生态路因施工特别，鹅
卵石全靠手工铺就， 所以建设进度相对较
慢。“每天 60 余人实行两班倒作业，也只能
硬化铺设 60 余米。 ”施工单位负责人介绍。
该生态公路建成后，将成为下庄村民的另一
条出行通道。

“竹贤片区重点交通项目，有下庄后溪
河生态公路和竹平路。下庄后溪河生态公路
于 2 月 8 号复工， 已完成 2.5 公里生态路
面；竹平路分 5 个标段建设，已完成 3 个标
段。 正在施工的三标于 3 月 8 号复工，整个
项目计划 10 月完工。 ”交通建设集团竹贤片
区交通建设项目经理石思林表示。 本报讯 （记者 谭瑜州 文 / 图） 3 月 27 日晚，

县融媒体中心首次用直播带货的方式在巫山发布视频
号上面助力农产品销售，观看人次近 6000 人，收获点赞
6 万余次。

记者在现场看到，电商平台的主播正与县融媒体中
心主持人一起卖力宣传巫山农产品。巫山恋橙、老鹰茶、
雪枣、苕麻糖、梨膏以及高山腊肉等，一个个地道的巫山
特产都搬到屏幕前，与观众们互动，并为观众随机抽送
巫山特产。 现场还特邀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巫山
梨膏第四代传承人陈嗣红，为大家讲解梨膏的功效以及
熬制过程。 在直播中，主持人不仅让观众认识巫山农产
品，还了解巫山悠久的历史文化。

本次活动是县融媒体中心首次以直播带货的方式
帮助农产品开拓销售渠道，助力产业振兴，同时还在直
播的过程中宣传巫山的历史文化，促进文化振兴，创新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竹贤片区交通重点项目建设紧锣密鼓推进
县融媒体中心：
“直播带货”助力农产品销售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3 月 28 日，记者在金坪乡袁都村秋月梨
种植基地看到，来自山东烟台的专家，正
在手把手教村民们对秋月梨进行人工授
粉。

秋月梨一般需要配置授粉树或者进
行人工授粉， 才能达到预期的产量和品
质， 经过人工授粉的果树结出的秋月梨
果形端正、果实膨大。

为了弥补我县高山地区的产业不
足，2019 年， 来自山东的专家们带着秋
月梨种苗在金坪乡落户， 并成立了专业
合作社。专家们深入田间地头，免费为村
民提供技术支持，为产业发展问诊把脉、
献计献策，为东西部产业协作探路。

据烟庆山农产品有限公司专家高飞
虎介绍， 烟台专家组来巫山实地考察之
后， 发现金坪乡独特的地理环境特别适
合种植秋月梨。在袁都村试种成功后，于
是建立了远程技术指导体系， 并成立博
士工作服务站， 组织山东专家分村开展
栽种、病虫害防治、地膜覆盖栽培等技术
培训 10 余场次。

同时， 还建立了农技人员联村包片
制， 分村落实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
把手开展技术指导。 组织山东企业落实
田间管理指导和技术服务， 大力推动水
肥一体化、网格支架种植、生物防治等科
学种植技术， 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
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烟台农业专家：指导金坪乡秋月梨人工授粉

建设者正紧张施工。

专家指导人工授粉。

本地新茶清香上市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谭瑜州
文 / 图） 3 月 29 日， 记者在位于东转
盘的清露茶叶门市了解到，该店销售的
茶叶是自己茶园生产的本地茶。

据该店负责人刘琼介绍，其茶园位
于福田镇双凤村。因受地理位置和气候
原因的影响，茶园种植基地今年春茶采
摘时间明显早于去年， 于 3 月 12 日便
开始今年的第一采。

新茶采摘后， 通过摊凉即可杀青、
揉捻等，制作完成后投入市场。 记者采
访过程中，便有新茶运送到门市。 工作
人员再次对茶叶进行最后筛选后，便进
行装袋、封口、装包、上架……

“一般喝茶的都喜欢喝明前茶，明
前茶比较大众化。但一般品茶的都要品
第一采。”刘琼说。因为采茶的时间段不
一样，茶叶的品质也有一定差别。

本地新茶根据制作工艺不同，分为
毛尖、雪毫、翠芽、银针等系列共 10 个
品种，其价格在 80 元至 1200 元 / 斤不
等。

“我所卖的茶全是自家产的茶，今
年新茶是 3 月 15 日正式开采。 到目前
为止，新茶卖了 1 吨左右。 主要以零售
为主。”刘琼提醒茶友们，刚生产出来的
新茶要氧化 15 天，口感才最佳。

新茶上架。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实习记者 吴有琼 文
/ 图） 3 月 29 日， 记者在工业园区的重庆翰森鞋业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一排排整齐的针机旁坐着全神贯
注的工人，正忙着套帮、画线、品检、贴底、整形……一双
双鞋子鱼贯而出。 技术人员穿行其间，不时查看生产工
艺，嘱咐新进工人注意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工厂里一
片繁忙景象。

据了解，重庆翰森鞋业有限公司是我县招商引资重
点企业，成立于 2022 年 3 月，项目计划总投资 2 亿元。
厂房使用面积 10000 平方米，拥有四个车间，四条现代
化生产线，350 多台尖端缝纫设备。 主要生产运动鞋、休
闲鞋、童鞋。

目前正式投产的为第一期项目， 主要生产
SKECHERS、卡特兔品牌的童鞋。 当前已招聘 180 余名
工人， 由于企业目前订单充足， 接下来还将继续招聘
200 余人，让我县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并提供五险、免
费吃住等福利，工资采用计件方式，多劳多得，每月工资
2500—7000 元不等。 二期项目预计 2023 年初正式投
产，届时将提供就业岗位 800 余个。

据该企业负责人介绍，瀚森鞋业订单已经排到了 9
月，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壮
大规模，力争今年产值达到 5000 万元。

重庆翰森鞋业有限公司
在县工业园区正式投产

车间一片繁忙。

倡导文明新风尚，争当巫山好市民，打造文明旅游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