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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实习记者 王渝
王光平 文 / 图） 随着巫山恋橙
品牌知名度越来越高， 巫山恋橙的
销售越来越火爆。 4 月 1 日，记者走
进巫山恋橙产地仓看到工人们正在
忙碌着对恋橙进行分拣、 打包、装
箱、装车，一箱箱恋橙将陆续发往全
国各地。

据了解， 从去年 11 月份至今，
巫山恋橙线上线下共销售约 800
吨、25 万件。 巫山恋橙产地仓制作
的恋橙饼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巫山恋橙产地仓生产中心主任
田吉庆介绍， 巫山恋橙产地仓有自
己的直播销售平台， 每天销售巫山
恋橙 4000 件左右，线下每两天发货
30 吨左右，发往北京、成都等地。

下一步， 巫山恋橙产地仓将进
一步做好巫山恋橙的产品质量、品
牌宣传以及产销对接等服务保障工
作， 让全国各地的市民都能知道巫
山恋橙、吃上巫山恋橙。

“巫山恋橙”销售旺

即将发往外地的巫山恋橙。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通讯员
陈东 文 / 图） 近日， 在官渡镇桐园村 2
组的撂荒地上，几台挖掘机正在作业。 这里
将通过整治，将荒地变成良田，并采用玉米
套种大豆的种植模式， 实现粮食作物年产
值增加 50 余万元的目标。

土地撂荒， 是农村产业发展的“老大
难”。 在官渡镇，因大部分青壮劳动力外出
打工，同样存在土地撂荒现象。

桐园村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通
过召开院坝会、 群众会的形式， 围绕全村
278 亩撂荒地的问题进行探讨。 最后，村民
一致同意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宜机化改

造等工作，变“荒”为田，将“补丁地”改造成
集中连片的“规模田”。 同时，引进、培育新
的经营主体，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种植大
户、民营农业公司等组成联合体，依托经营
主体，加速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生产
一线，发展粮油种植产业。

官渡镇党委书记李刚军表示， 该镇坚
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耕地保护红线、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三条底线， 加大了对全镇撂
荒地的整治和复耕行动， 进一步增加全镇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努力让产业更兴旺、
村民更富足、乡村更美丽，将官渡镇早日打
造成全县最大的农业产业镇。

桐园村：270亩撂荒地将变成良田

挖掘机正在整治撂荒地。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谭瑜州 文 / 图）
暮春四月，随着气温的升高，在巫山我县的高海拔
地区，成片的野生紫荆花竞相绽放，构成一幅幅绚
丽多彩的画卷，蔚为壮观。

据了解，野生紫荆花主要分布于建平、巫峡、
骡坪等高海拔乡镇，总面积超万亩。 每年清明节前
后，建平乡漫山遍野开满了紫荆花，在山峦上摇曳
生姿，远远望去，整片山成为一片紫色的海洋。

紫荆花的花萼为紫红色，花瓣粉为白色，像千
万只可爱的紫色小蝴蝶。 每当微风吹来，这些紫色
的“小蝴蝶”翩翩起舞。

巫山的这种紫荆别名满条红、乔木紫荆等，当
地人称之为“罗筐树”，属豆科落叶乔木，自然生长
的植株可以达到 16 米，是极具观赏价值的优良乡
土树种。 此外，巫山的紫荆除了具有良好的观赏性
外，其树皮花梗还可入药，枝条能够编筐，用途较
广。

近年来，我县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强化封山育
林措施，使得如今的紫荆花生长茂盛，逐渐成林成
片。 同时，着力打造“美丽经济”，发展观光、生态旅
游，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郑万高铁开通在即，65
万巫峡儿女以怎样的方式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 4 月 1
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召开城市营销“头脑风暴”四月主
题策划会，来自县融媒体中心、自媒体等的业务大咖围
绕高铁话题展开积极讨论。

所谓“头脑风暴”，就是在不受限制的气氛中，以会
议的方式围绕一个目的进行讨论，打破常规、积极思考、
充分发表看法，产生创意一种思维模式。 通过汇聚会议
中不同人的观点，从中产生新的创意点。 这也是我县借
助新媒体， 迎接巫山高铁时代开展城市营销的措施之
一。

会上，县融媒体中心和自媒体等的业务大咖，密切
围绕高铁话题畅所欲言。从对话李白，回应蜀道不再难；
到盼高铁，我与高铁合个影，坐高铁·“趣”巫山；寻找网
红打卡地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发言切中实际，具有很
强的操作性。最后确定四月主题，在“盼”字上做文章。县
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盼”推出至少两期
以上的专题宣传，营销城市，迎接巫山高铁时代的来到。

县融媒体中心：
开展城市营销“头脑风暴”

四月主题策划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文 /
图） 立春以来， 随着气温升高，各
种果树正在含苞吐蕊， 眼下正是脆
李春管关键时期。 3 月 29 日，记者在
当阳乡里河村王家坪看到， 果农正
有序开展脆李春季管理工作， 确保
今年脆李品质与产量。

在成片的脆李园中， 只见果农
们扛起锄头、提起篮子，或松土或施

肥，在劳作的同时，也相互交流，探
讨种植经验。 脆李花盛开后开始生
长嫩叶，挂果前得疏去晚开花、畸形
花、朝天花和无枝叶的花，这样长出
来的果子个大、味甜、色泽更好，脆
李春季管护将持续至 4 月底结束。

据了解， 当阳乡发展脆李 3600
余亩，预计今年产值达 60 余万元。

当阳乡：脆李春管正当时

村民在管护脆李。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4 月 1 日，我县组织县
级相关部门、24 个乡镇有关负责人到福田镇实地参观
春耕生产示范现场。 县委副书记熊伟参加现场会。

与会人员先后来到福田镇高桥村、松柏村、桥头村
现场春耕生产现场， 听取了工作人员介绍福田镇 2022
年春耕生产情况，现场观摩了撂荒地复耕利用、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脆李农药减量增效、油菜统防统治等
技术应用示范，并现场听取农技人员讲解科学种植技术
要领。 此外，还集中展示了新型无人机喷洒农药服务。

熊伟要求，各乡镇要紧盯目标任务，要积极主动、抓
早抓好，及时将撂荒地复耕目标任务细化到各村、各组，
不折不扣的完成撂荒土地整治工作， 保障粮食生产安
全。 要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认真学习、立足实际，把福
田镇的好经验、好方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融合吸收，开
创各项工作快速发展的新局面。 要加大技能培训力度，
组织干部、农户进一步掌握科学的种植管护方法，不断
提升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全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2022 年春耕生产现场会举行

兹有巫山县三溪乡忠兵养殖场遗失动物
防疫条件合格证，编号 50023701160608，声明
作废！

兹有重庆市巫山县双龙镇洞桥村 1 组 12
号夏朝全，身份证号 500237199811021597,遗
失 平 湖 驾 校 发 票 一 张 ， 发 票 号 码
050001900104，发票代码 70423928,声明作废！

2022年 4月 4日

遗失声明

紫荆花开扮靓山野

紫荆花开遍山野。▲

本报记者 陈久玲
为了让广大劳动者在家门口就实现“好就业，就好

业”。 县就业人才中心聚焦企业用工需求，多措并举，助
力我县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

“感谢政府招商引进的好企业，感谢政府就业的好
政策，我在家门口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让我能感
受到家乡的亲情和家庭的温暖。 ”在外地从事鞋服制造
业二十余年的冯学平激动的说道。

冯学平是通过县就业和人才中心的招聘活动入职
翰森鞋业的一名技术职工，从事生产管理工作。 在翰森
鞋业上班，每月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奖金、补贴，翰森
鞋业还免费提供午餐和住宿。

为了让像冯学平们一样的广大劳动者实现“家门
口”就业，县就业人才中心根据企业人才需求实际，积极
拓展人才引进渠道，多措并举，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
持。

岗位信息“广知晓”。县就业人才中心第一时间做好
岗位信息发布工作。通过媒体、微信公众号、村社区工作
群等渠道发布招聘信息；通过人力资源公司，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招工活动；并印制 10000 余份招聘
简章通过乡镇社保中心、 社区网格员向在家劳动力发
放。

线上线下“宣传到”，直播带岗。 县就业人才中心科
室工作人员化身“带岗主播”，并邀请务工人员代表进入
直播间，现身说法详细介绍企业薪资待遇、工作环境、岗
位要求等情况，以点带面引导务工人员了解翰森、加入
翰森。 截止目前，共开展 4 场工业园区专场直播带岗活
动。 此外，会同县工业园区管委会、翰森鞋业，分 3 个片
区深入骡坪、福田、官渡等 8 个乡镇开展现场招聘及宣
讲活动。

深入企业“工作找”。 为了让广大劳动者熟悉企业，
县就业人才中心还通过“园区就业直通车”服务，组织
383 人有求职意愿的劳动者到园区企业实地考察。 截止
3 月 18 日，县就业人才中心为翰森鞋业送工 469 人，第
一批次企业择优录取 180 余人，剩余人员待第二条生产
线启动后入职。

下一步，县就业人才中心将继续建立健全园区企业
用工需求定向机制，重点跟进“急需紧缺”企业用工需
求，加大信息发布频次，创新招聘模式，不断开拓工作思
路，帮助我县劳动者实现“家门口”就业，推动我县建设
生态优先新高地、绿色发展示范区。

县就业人才中心：
多措并举助力我县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