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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位于三峡
库区腹地的巫山， 是长江流经重庆的最后
一道关口，有“渝东北门户”之称。 近年来，
巫山始终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确保一江碧水向东流。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

1200 多年前，唐朝诗人李白乘舟下三峡，写
下这千古名句。 曾经，由于环境变迁，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三峡两岸已难闻诗句中
提到的“猿声”。 现如今，每每乘船经过小三
峡，都会看到一个个“猕猴投食点”，如果细
心倾听会再度听到猿啼声。

猕猴的“归来”，得益于良好生态环境
的“归来”，巫山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
拆除了大宁河两岸所有河砂石采挖加工企
业，将其破坏的水岸环境进行修复。 还大宁
河以安宁， 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同
时，促进巫山生态旅游发展。

巫山境内有长江干流和支流水域岸线
总长 183.45 公里，175 米蓄水期间水域面积
达到 360 平方公里。 每到汛期，为确保航道
航运安全和景区景观，被誉为“清道夫”的
清漂队员，采取以机械化清漂为主、人工打
捞为辅的方式，对水上漂浮物进行清理，并
集中进行转岸处理。

同时，县生态环境局的“水医生”监测
队伍每个月的上、中、下旬，都会定期前往
长江重庆与湖北交界水域及大宁河、 抱龙
河等长江支流，对水体进行“体检”，确保从
巫山流向湖北下游的水质， 稳定达到二类
及以上。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近年来，巫
山因地制宜，按照“粮进田、树上山”理念，
在平整田地里种粮食， 在山地陡坡上种经
果林，形成了低山带种柑橘、中山带种巫山
脆李、 高山带建设生态保护林的三带绿化
效果。 自 2017 年至今，巫山建设以“两岸青
山·千里林带” 为主的国土绿化营造林
128.42 万亩， 治理水土流失 344.85 平方公
里，全县森林覆盖率由 2016 年的 56％提升
至 63％。 据了解，在全县经济总量中，旅游
经济占 50％，特色效益农业占 20％，绿色经
济占经济体量的 70％以上。

巫山：山水同治 绿色华章

一江碧水向东流。 记者 王忠虎 摄

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正式确定为“数字时代的计量”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通讯员
陈雪 文 / 图） 今年 5 月 20 日是第
23 个“世界计量日”， 国际计量局
（BIPM）和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
发布了 2022 年世界计量日主题

“Metrology� in� the� Digital� Era”，
主题旨在让人们认识到数字技术对当
今社会的改变趋势。为配合“世界计量
日”活动开展，市场监管总局将“世界
计量日”中文主题正式确定为“数字时
代的计量”。

据悉，世界计量日是 1875 年 5 月
20 日签署《米制公约》的周年纪念日。
《米制公约》为建立全球协调一致的测

量体系奠定了基础， 为科学发现与创
新、工业制造、国际贸易，乃至生活质
量提升和全球环境保护提供支撑。

据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1 年， 县市场监管局立案查处
电子秤作弊欺骗消费者案件 1 起，出
租车计价器作弊案件 1 起， 青少年近
视矫正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案件 1
起，共计罚没金额 3.6 万元。 下一步，
县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强化计量监督和
民生保障工作， 严厉打击短斤缺两和
欺诈消费者的不法行为， 增强企业主
体责任意识，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

执法人员深入现场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杰） 5 月 11 日—13 日，县
科技局联合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县畜牧产业中心等单
位，赴市畜科院、市农科院、市中药研究院开展对接交流
活动。

在市畜科院，县科技局一行现场参观了国家生猪技
术创新中心和重牧硅谷科技企业孵化器，并与院内科技
成果转化处、科技管理处、草食牲畜研究所、草业研究
所、养猪研究所等围绕共享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共推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乡村振兴示范站、共
建巫山兴农山羊研究所等方面进行座谈，双方表现出浓
厚合作意愿。

在市农科院，谭平、任桂英、苟茂海等 6 名专家学者
围绕国家果树种质资源重庆（巫山）李子种质资源圃建
设、巫山脆李研究院运行、农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其中围绕脆李裂果问题，着重
强调做好“育、错、避、加”，解决脆李产业发展“卡脖子”
难题。

在市中药研究院， 相关人员介绍了在中药资源、良
种选育、药材种植、新药及健康产品研发、药物质量标准
研究、药物安全性评价等涵盖中药全产业链的科技服务
体系。院内 8 个研究所分别对巫山淫羊藿、川党参、独活
等中药材品种遇到的技术难题、 下步发展前景出谋划
策，助力巫山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对接交流活动，旨在围绕“1+3+2”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在人才共育、技术共推、产业共谋三方面，
务实推进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合作，力争引进一批科
技创新资源、突破一批产业关键技术、应用一批智慧农
业场景，不断发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

我县多单位联合深入
市科研机构对接交流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5 月 16 日，记者从县乡
村振兴局获悉，为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我县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于 5 月 22 日前往云
阳县新时空计算机培训学校开展“火锅调味”培训，培训
为期 10 天。

据了解，本次培训对象为全县脱贫人口、监测人口
和低保人口，年龄在 16—60 周岁（具体由各不同专业制
定），符合企业用工条件的劳动力或半劳动力；市级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的竹贤乡、原扶贫开发深度贫困乡镇双龙
镇、原 119 个贫困村这三个地区的除脱贫人口、监测人
口、低保人口外，其他符合要求的困难群众中符合企业
用工条件的农村劳动力或半劳动力。重点关注有培训意
愿且从未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人
口（在校生不得纳入培训对象，且当年不得重复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实操技术培训（火锅底料材料
的准备和炒制、 汤料的调制、 不同类型火锅实训操作）
等。

本次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学员培训费用实行全免费。
培训结业后，由所在区县给脱贫对象、监测对象学员按
每人每天 40 元标准发放误工补贴补助到人。同时，培训
学校将给合格学员颁发结业证和对年龄范围内符合条
件的免费办理《技能证书》，免费推荐就业，免费为培训
合格学员给予就业指导服务；对于学员创业，学校派专
业教师提供免费的创业指导（店面选址、装修设计、开业
营销等。 培训联系人： 姚老师 13635308869，QQ:
335769971； 邮箱 :335769971@QQ.COM； 伍老师 ：
15923825518

我县这几类人员可到云阳
免费接受“火锅调味”培训
培训合格后，脱贫对象、监测对象每
人每天还可以享受 40 元误工补贴

（上接第一版）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党的
领导，拿出极大精力抓青年工作，凝聚广泛
合力，积极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
最大限度凝聚起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
让奋斗的青春在关心关爱中茁壮成长。 要

坚持为党育人，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用党
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 用党的初心使命感
召青年，用党的光辉旗帜指引青年，用党的
优良作风塑造青年。 要自觉担当尽责，做青
年工作的热心人， 教育引导广大青年自觉

在民族复兴征程上勇当先锋、倾情奉献。 要
心系广大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多听
青年之声、解青年之忧、聚青年之才，为青
年发展创造条件，为他们的成才、成功、成
长铺路搭桥。

全县各界团员青年代表、 县有关部门
和单位负责人参加。

（上接第一版）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
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当前，要
在保护好当地传统村落的前提下， 结合农
旅融合，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打造好旅游
业态，真正让农村成为产业兴、生态美、百

姓富和谐统一的美丽之地。
曹邦兴强调， 全县党员干部心中要时

刻装着群众， 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真正把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为群
众办实事、好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做群众的贴心人。 要大兴调研之风，通过深
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在
想什么、盼什么、最需要党委政府干什么、
做什么， 从而凝聚起全县干部群众强大动
力， 在乡村振兴和巫山高质量发展中，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和“说干
就干、干就干成、干就干好”的工作作风，推
动全县加快建设生态优先新高地、 绿色发
展示范区。

（上接第一版）“前几年，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由
于缺少劳力，村里的土地大面积撂荒。常年没人耕种，地
里都长满了荒草。 ”村民梁学武说，从去年开始，村里就
组织对撂荒地进行复耕复种，让成片的撂荒地焕发了生
机。

革召喜告诉记者，从去年 9 月开始，全村对村民的
种植面积和承包面积进行了核实，对清理出的撂荒地，
鼓励村民复耕复种，村民家里没有劳力的，采用“大户 +
农户”的模式，通过土地流转方式进行整治。“今年复耕
复种的撂荒地共 300 亩，主要用于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 现在玉米已经都出苗了，长势很好。 ”

“我家把闲置的 5 亩多土地流转出去，我还可以在
里面务工，一天能挣 90 元……”村民刘学菊告诉记者，
土地按每亩 200 至 600 元 / 年的价格流转出去，自己在
里面做工挣钱，在“家门口”就业，收入较往年要增加几
千元。

“我们不仅要把撂荒地整治利用起来，更要把现有
的柑橘产业做大做优。 ”革召喜说。

据悉，凉水村柑橘产业已达 3000 亩，围绕“做优品
质、做强产业”产业发展思路，村支两委积极探索，不断
在产业的种、管、卖上持续发力，探索通过产业发展促进
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产业兴旺。

如今，凉水村的柑橘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增收了，
以后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好。

革召喜表示，下一步，凉水村将根据特色产业镇的
要求，大力推广社会化管护机制，多形式开展劳动技能
培训，引导能人回乡创业，增强内生动力。 同时，抓好道
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健全后续管护机制，紧抓
乡村振兴战略机遇，深化村居环境整治，完善功能配套
设施，把凉水村建设成为美丽宜居之地。

凉水村：
美丽乡村换新颜 振兴发展添新景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在巫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

曹邦兴深入两坪乡调研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工作

（上接第一版）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贡献了青春、建立了
重要功勋， 使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国青年
运动一以贯之的恢弘主流。 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 是有
深厚家国情怀的青年， 是有伟大创造力的
青年。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
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
量。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
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
创造历史。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
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
任。 今天，我们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 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
结果， 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
推进。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
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
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
道，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处在中华
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 拥有更优越的发展
环境、更广阔的成长空间，迎来实现抱负、
施展才华的难得机遇， 广大青年要牢记党
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
代，不负人民，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
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追求进步， 是青年最宝贵

的特质，也是党和人民最殷切的希望。 ”新
的伟大征程上，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
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
大任，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
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进。 要用脚步丈量祖
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
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
血浓于水、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
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争做堪
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在劈波斩浪
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
坚克难中创造业绩。 新时代的广大共青团
员，要做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模范，做刻
苦学习、锐意创新的模范，做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的模范，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模
范，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模范，努力成

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
时代好青年， 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
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共青团员、少先
队员喊出响亮的青春誓言， 这是新时代中
国青少年应该有的样子。 未来属于青年，希
望寄予青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
实。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保持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永不停滞的前进姿
态，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用青春和汗
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