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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5 月 18
日，记者从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获悉，在第
七届中国果业品牌大会上， 巫山脆李荣登

“2021 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 和“2021
果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榜”。

榜单显示， 巫山脆李品牌价值增至
22.56 亿元，蝉联全国李品类第一名，与奉
节脐橙、 秭归脐橙等全国知名品牌的价值
差距日益缩小。 同时，巫山脆李品牌声誉值

高达 85.61，高于象山柑橘、烟台大樱桃等
一线果品品牌，同列“2021 消费者喜爱果品
品牌”。

据了解， 中国果业品牌大会是果品行
业以质量安全和品牌建设为主题的全国性
年度盛会，自 2015 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
办了七届，在提升我国果业发展质量，促进
乡村振兴和果品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果业
绿色化、特色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等方

面成效显著。
巫山脆李之所以获得如此殊荣， 源于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指导下， 巫山脆李
以品牌系统化建设为引领， 持续开展系列
营销活动，产业规模、品牌知名度以及市场
占有率逐年提升，营销成果十分丰硕，先后
获得了“中华名果”“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国家区域优势公用品牌”“中国气候好产
品”等荣誉。

截至目前， 我县规模种植巫山脆李 30
万亩，覆盖 23 个乡镇 222 个村，年产量 11
万吨，年产值达 15 亿元。 通过种植巫山脆
李， 增收农户达 5 万户， 户均年增收 6000
余元。

巫山脆李荣登 2021 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和声誉榜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实施乡村振兴， 必须发动群众积极参
与。 ”近年来，大昌镇以民为本，坚持鼓励
群众谁受益谁领办、谁的事谁来干，通过
政府引领，群众参与，在推进乡村振兴方
面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位于大昌湖畔的光明村，曾是一个垃
圾遍地、生态环境极差的村。如今，该村以
原乡村落、生态农业、农耕文化为重点的
乡村旅游综合体已具雏形，有效地带动了
村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得力村民们自力更生的结果。”大
昌镇党委书记李贤金称，在推进光明村人
居环境提升行动中，该村坚持“幸福是奋
斗出来的”正面导向，发动群众自发参与。
现在， 该村村民自觉拆除棚屋 19 处 900
余平方米，自己改厕改厨 21 个。 同时，村
民以主人翁的姿态自发推进“三变改革”，
由集体经济组织带动发展果园 650 亩。

乡村振兴，群众才是主体。 大昌镇不

仅在思想上筑牢奋斗意识，更在“做什么、
为什么”上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实践。

一方面，该镇立足为民而建和便民利
民的理念，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
务体系，修建了“便民服务、游客接待、文
体活动”于一体的乡村驿站、1800 米库岸
生态治理林带和 2000 多米的田园便道、
亲水步道等，增强乡村吸引力和村民宜居
感。另一方面，坚持把握住“乡村不仅要塑
形，更要铸魂”的时代理念，做到遵守自然
规律、遵循村落格局，在乡村建设中进一
步注入了文化内涵， 倡导文明新风尚，实
现了生态、产业、旅游的完美融合。

“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不能简单地靠
钱去打造，更重要的是要依靠群众自觉自
发而为。 ”李贤金说，下一步，大昌镇将继
续坚持政府引导引领去做，以人民至上的
理念，在自然规律中循序而为，在创新发
展中加压驱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大昌：引导群众自觉自发参与乡村振兴

大昌柑橘通过物流销售外地。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农村美
不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试金石”。日前，
记者从双龙镇获悉， 该镇结合本地实际，
在“产业发展、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三个
示范镇创建上狠下功夫，以“美丽乡村·双
龙福镇”共同愿景引领“三美示范创建行
动”，得到了群众的认同和赞美。

近年来， 双龙镇以生态农业为基础、
生态文化为内涵、生态旅游为依托，按照
“一村一品、一户一法”“小规模、大集群”

工作思路，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培育 20—
50 亩规模家庭果园 250 个， 引入社会资
本建设 50 亩以上大业主果园 50 个，打造
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已初步形成“两横三
纵两片三园”空间布局。同时，深挖本土生
态文化资源，发展小三峡自然教育中心鱼
头湾“研学游”产业；打造了“石上生花”集
自然教育研学、党员干部教育、农民技能
培训、乡愁联络站位一体的乡村生态教育
旅游综合体。用生态产业，绘就丰美乡村。

按照“养四气、聚五福、创六有”目标，建设
独具双龙特色的乡土“福”文化，建设有文
明、文化、文产、文旅、人文的“五文平台”。
目前，已建设了以场镇 + 洞桥、花竹、乌
龙、安静、水田村为代表的“1+5”福文化博
物馆，打造了安静村“红叶扶贫车间”等，
通过乡村文化建设，绘就淳美乡村。

此外， 在村社建立“幸福议事会”机
制，按照大事村议、小事社议、私事民议

“三级议事”原则，调动群众参与社会事务

的积极性。同时，发挥“法律之家”“惜福银
行”作用，建设了 20 个规范化村级法律服
务工作室和人民调解室，设定了“道德测
评”体系，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以乡村治理，绘就
宁美乡村。

双龙：“三美”示范打造双龙“福”镇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5 月 18 日，记者从北新路桥巫大高速项目
部获悉， 巫溪至巫山高速公路巫山至大昌
段施工建设进入倒计时施工阶段。

据该项目部相关人员介绍， 巫大高速
全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现在正在进行
安全防护、 标识导向、 绿化美化等工程建
设。 项目建设者们紧抓晴好天气， 加班加
点，强力推进项目施工作业，为确保如期实
现通车做最后的冲刺。

记者在龙井互通施工现场看到， 数十
名工人操作各种施工机械有序进行交叉作
业，现场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自今年复
工以来，我们倒排工期、细分计划、严格考
核，并增加人员设备，加班加点推进项目进
度。 ”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巫大高速起于巫峡镇白泉村， 改造巫
山互通与 G42 沪蓉高速公路相接，经双龙
镇龙雾村、万家村，止于双龙镇兴凤村钱家
附近。设置大昌互通，匝道收费站与钱家至
大昌旅游公路相接。 主线预留与规划的大
昌至巫溪高速相接， 全长 14.043 公里，采
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控制性工程主要有白泉隧道、
龙井枢纽互通、寨子崖大桥。该路建成投用
后，不仅极大地方便沿线群众出行，为助推
乡村振兴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巫大高速施工进入倒计时

正在建设的龙井互通。

本报讯 （记者 吴友琼 文 / 图） “放点盐、姜、
料酒（白酒）、葱，腌制 10-20 分钟就可以了……” 5 月
18 日，巫山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竹贤乡人民政府联
合高唐商会针对竹贤乡脱贫人口、 边缘易致贫人口、监
测人口、低保人口等在下庄村举行“万企兴万村”送烤鱼
技能下乡活动。

活动现场，高唐商会相关企业负责人耐心、细致为
村民们讲解烤鱼食材处理方法、 制作工序和操作要点，
并现场示范制作过程。 参训的村民们，按照现场教学步
骤和方法，一步步进行实际操作。

腌鱼、烤鱼，切配料、颠勺炒料……没多大功夫，只
见色香味俱佳、摆盘精致的庙党烤鱼、泡椒烤鱼、渣广椒
烤鱼，蒜茸纸包鱼、香辣纸包鱼纷纷端上桌子……烤鱼
香味飘到下庄村的各个角落。

“没想到烤鱼种类这么多，制作过程如此讲究。”“感
谢今天的培训机会，我们亲自操作和品尝了，觉得真不
错，我想在竹贤乡开一家烤鱼店。 ”村民们质朴的话语，
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还有美好期许。

“大伙儿在开设农家乐过程中，要树立多用本地天
然食材开发新菜品的理念。”当天活动中，高唐商会会长
还鼓励参训村民们， 尽量采用当地农副产品原材料，精
心烹饪美味佳肴，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品尝，助力乡
村振兴。

县工商联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将继续认真落实市、
县有关要求，坚持目标导向、任务导向，发挥好牵头作
用，凝聚商会企业合力，调动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
积极性、主动性，多渠道、多方式助力巫山县“万企兴万
村”行动取得实效。

“万企兴万村”送烤鱼技能
“下乡”活动走进竹贤

烤鱼制作现场。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目前，“巫山
鸡蛋”县城专卖店已正式启动运营。

5 月 17 日， 记者来到位于神女市场的巫山鸡蛋专
卖店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巫山鸡蛋”的营养价值、来
源等进行解说，货架上的鸡蛋摆放整齐、有序，前来选购
的客人络绎不绝。

鸡蛋是大众消费食品，主要“菜篮子”产品，随着生
活水平提高，消费者对鸡蛋产品的“新鲜”“安全”“营养”
等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质量可追溯、低胆固醇、高营
养、安全放心鸡蛋成为广大消费者新的追求。

巫山尚 禽蛋销售有限公司尹成平介绍，“巫山鸡
蛋”来自于海拔 1000 多米的地方，含胆固醇低，含锌高，
很适合中老年人、儿童食用。

近年来，我县蛋鸡产业快速发展，由于普通鸡蛋品
质不稳定、价格波动大，严重制约着产业发展。为提高蛋
鸡产业收益，促进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扩大养殖
规模，县畜牧产业发展中心在市畜科院、西南大学的支
持下，联合巫山县田袁旺农业发展公司、巫山县泰昌家
禽养殖合作社等养殖企业，开展科技攻关、试验示范，并
成立鸡蛋协会。 2021 年 9 月“巫山鸡蛋”产品获得了全
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的认证，为重庆首个获得此殊荣的鸡
蛋产品。

下一步，鸡蛋协会将加强“巫山鸡蛋”品牌宣传，扩
大品牌知名度。同时，开展线上线下促销活动。通过抖音
网红带货、与优秀电商平台和物流平台合作、电商及微
商推荐会、客商采购品鉴会、广场展销等多种形式，让广
大经销商、消费者接受“巫山鸡蛋”产品。

“巫山鸡蛋”县城专卖店启动运营

市民选购鸡蛋。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近期，水果店、超市里
的枇杷数量开始多了起来。 5 月 16 日，记者在城区街头
巷尾看到，不少商贩用簸箕、果箱等将金灿烂的枇杷放
在显眼处售卖。一颗颗枇杷鲜嫩饱满，金黄诱人，市民们
纷纷前来挑选购买，香甜可口的枇杷深受市民青睐。

据了解，我县本地枇杷有个大、肉多，柔软多汁，口
味酸甜等特点，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已成为时下“最热
门”的时令水果。今年枇杷每斤价格 5—15 元不等，主要
分布在曲尺乡。大溪乡、福田镇等地，采摘期可持续到 5
月底，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本地枇杷受青睐

手 牵 手 共 创 文 明 巫 山 ，
心 连 心 同 建 美 好 家 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