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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4 月下旬，
郑渝高铁万州北至襄阳东正式进入运行试
验阶段，标志着郑渝高铁全线开通进入倒计
时。郑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中， 沿江通道和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线路途经豫、鄂、渝三省市。 全线通车后，将
开启巫山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郑渝高铁北连郑州市南接重庆市，设计
时速 350 公里，沿途新建南漳、保康、神农
架、兴山、巴东、巫山、奉节、云阳 8 座车站。
随着郑渝高铁即将开通运行，位于三峡库区
腹地的巫山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这不仅
会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便利，还对推动旅游经

济复苏、助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近段时间，沿着桂花大桥到巫山高铁站

站前广场走一走、看一看，成了巫峡镇白水
村村民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方式之一。白水村
位于巫山县城和巫山高铁站之间，大宁河从
村旁蜿蜒而过，县城至高铁站新修建的平桂
路、边贸中心至高铁站的绕城路也都将从该
村通过，多重机遇叠加，白水村区位优势凸
显。

巫峡镇白水村党支部书记方龙海表示，
随着高铁的开通和平桂路建设完成，县城到
白水村就几分钟车程，该村将结合本村现有
的柑橘产业和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 把白水真正建成巫山县城的后花园、市
民休闲的好去处。

看着通往家乡的铁路一天天修通，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陆续返乡创业，白水村
村民邹后权就是其中之一。邹后权的家距高
铁站 6 公里左右，从高铁站到巫山机场以及
江北大部分乡镇都将从他家门口经过。 2021
年，在外务工的邹后权看到了机遇决定返回
家乡，并用这些年外出务工的积蓄在老家开
起了农家乐。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 郑渝高铁全线建成通车后，还
将极大地缩短人们出行的时空距离，升级旅

客的出行体验，改善人们出行的环境，真正
实现远在千里、近在咫尺的梦想。近段时间，
白水村村民何贵恩与在重庆经商的女儿女
婿聊得最多的就是关于高铁开通的事情。

一条铁路即是巫山的小康路，也是人们
奔向幸福美好生活的幸福路。郑渝高铁全线
贯通， 将为我县的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新的

“动力”， 助力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奔
向更加美好的幸福未来，也将开启高铁时代
巫山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5 月 31 日，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重庆分行在巫峡镇平安村举行数字人民币示
范村揭牌仪式。

平安村是巫山首个数字人民币示范村，以人民银行
巫山县支行为指导单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巫山县支行、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平安村村民委员会
为共建单位。

巫峡镇政法委员、人武部长卢国大介绍，邮政储蓄
银行在巫峡镇平安村率先建设的数字人民币示范村，是
全县第一个数字人民币示范村。 目前， 平安村已经有
40%的村民安装了数币钱包，村内所有的商超、店铺都
办理了数币收款码，打通了数币流通的通道，创新了农
村金融支付的渠道，为促进农村金融消费市场，推动乡
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据了解，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
形式的法定货币，在支付便捷性、安全性等方面有显著
优势。 重庆是全国第三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目前已
经在交通出行、零售商超、民生服务、医疗服务等应用场
景实现了数字人民币的应用落地。 开展数字人民币试
点， 不仅能够提升金融普惠水平和支付体系运行效率，
也将为全市数字化、智能化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对促
进消费提档升级、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郑渝高铁全线开通进入倒计时 巫山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吴友琼）
5 月 31 日，记者从县财政局获悉，近两年，
受雨水气候影响，脆李裂口、软果等现象
连续发生，致使脆李减产，果农减收。 为了
给果农吃下“定心丸”，我县积极推进脆李
种植保险，让脆李产业有了托底保障。

脆李种植保险是由政府、 种植户、保
险公司共同参与的农业风险分担机制，该

保险将进一步提升脆李产业抵御风险的
能力， 保障脆李生产安全和有效供给，促
进脆李生产持续健康发展，并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果农的损失。

巫山脆李作为我县特色效益农业之
一，全县种植面积已达 30 万亩，脆李已成
为村民的主要增收来源之一。 但作为农业
种植产业， 脆李很大程度依赖“靠天吃

饭”，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县特推出李子种
植保险，在保险期间内，由于冰雹、六级
（含）以上风、连阴雨、旱灾、冻灾、暴雨形
成的洪涝灾害，泥石流、山体滑坡、病虫害
等直接造成保险脆李树死亡或果实裂口、
落果等情况，导致保险李子损失的，保险
公司将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

据介绍，脆李保险的保险费率为 5%，

保险费为 125 元 / 亩，种植业主（投保人）
仅需自缴 37.5 元 / 亩，财政补贴 87.5 元 /
亩。 相当于果农种植的脆李每亩可享受
2500 元保险金额。

目前，我县已顺利完成今年第一阶段
的参保工作。 全县参保果农达 1044 户，参
保面积 20252 亩。

脆李种植保险让果农吃下“定心丸”
每亩保险费为 125 元，可享受保险金额 2500 元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5 月 31 日，记者走进庙宇镇水磨村传德脆
李园看到，整齐的避雨大棚已基本搭建完
毕，走进一排排的避雨大棚里，一串串脆
李挂满了枝头，虽然外面骄阳似火，但棚
内却十分凉爽……

一枚小小的脆李，成为农民增收致富
的“金果果”。 一棵青脆李，从开花到结果，
打通了赏花、采摘、农家乐、民宿、果品贸

易、李子酒、李子面膜等全产业链，成为巫
山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但由于近两年来受
雨水气候影响，致使脆李减产，果农减收。
为了应对极端天气，庙宇镇水磨村的覃传
德在脆李园中搭建了避雨大棚，不仅为脆
李撑起“保护伞”，还为今年的脆李增产增
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海拔 800 余米左右的庙宇镇水磨村，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脆李

树的生长。 当地村民覃传德便利用这一地
域优势，大面积栽植脆李，并成了当地有
名的脆李种植能手。 2019 年，他种植的 50
亩脆李，收入达 90 余万元，让他尝到了种
植脆李的甜头，也让他看到了种植脆李是
一条奔小康的致富之路。 于是，近年来，他
的脆李种植规模逐年增加， 截至目前，他
的脆李种植规模已发展到 120 余亩。

2020 年，有近 80 亩脆李进入丰产期，

但在脆李正成熟售卖的时候下起了暴雨，
工人们穿起雨衣抢收脆李， 收入只有 20
万元，亏损 80 余万元。 于是覃传德便将希
望放在 2021 年。但天有不测风云，2021 年
脆李正值生长期的时候连绵不断的雨水，
导致脆李出现了大面积的裂果、 软果，亏
损了 100 余万元，收入仅 3 万元。

覃传德在经受两次严重亏损之后，下
定决心要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 去年八
月，他前往外地学习脆李避雨棚设施建设
技术。 通过学习，使他了解到了脆李避雨
棚的作用，主要就是避免脆李遭受淋雨后
产生“裂果”“软果”。 于是，覃传德取经回
家后，决定在脆李园中搭建避雨大棚，

据了解， 避雨大棚规格为 3.8 米高，4
米宽一个。 主要材料为钢管、角钢、塑料薄
膜等构成，薄膜表面进行了激光纳米打孔
处理， 添加特殊纳米层状稀土类材料、特
殊纳米有机散光剂等，不影响透光率的同
时还会因为光线均匀，降低太阳光直射对
于果树的损伤。 下雨时，水滴直径远远大
雨纳米孔径，水滴大接触角沿着棚体弧度
顺势流下，不会进入棚内，所以避免脆李
淋雨产生“裂果”“软果”等现象。 传德脆李
园从去年 11 月份开始搭建， 目前已搭建
了 50 亩。 未搭建但已挂果的 40 亩将采取
简易遮雨棚进行临时保护，后续将全部进
行避雨大棚的搭建。

传德脆李园只是我县为脆李撑起“保
护伞”的一个缩影。 接下来，脆李雨棚的搭
建将在我县全面铺开，避雨大棚全面搭建
完成后，将最大限度减少果农损失，助力
果农增产增收。

果园撑起避雨棚 靠天吃饭成历史

传德脆李园已搭建的雨棚。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通讯员 冉
坤） 5 月 16 日—30 日，县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在福田镇、大昌镇、曲尺乡、大溪
乡举行柑橘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

培训中，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

人员详细讲解了柑橘病虫害农业防控、物
理防控、生物防控、科学安全用药、专业化
统防统治等绿色防控关键技术要点，并引
导橘农正确认识柑橘病虫害发生规律、防
治技术，树立起可防可治的信心。 工作人

员还以培训内容穿插国知识问答，充分调
动果农认真听课的积极性。

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建立了 7
个乡镇柑橘绿色防控示范点，在每个示范
点都邀请专家对当地出现的实际问题进

行培训讲解，通过“接地气”的培训形式，
让更多果农接受绿色防控理念，参与绿色
防控，提高巫山柑橘产品品质。 截至目前，
在乡镇防控面积达 2 万余亩。

我县开展柑橘绿色防控技术培训

本报记者 曾露 文 / 图
“早上起来雾沉沉，手拿篾刀进竹林，砍

根斑竹不好使，砍根水竹划三层……”
“伙计们，开荒薅草了，要得！ ……”

5 月 31 日，伴随着“咚咚呛呛”的锣鼓
声和激情高昂的歌声， 村民挥舞着锄头，干
劲十足地在官渡镇杨坝村的玉米地里薅着
杂草，场面十分壮观。

薅草锣鼓打起来，田间生产干起来。 玉
米田里，四位薅草锣鼓表演者各显身手，唱、
念、敲、打相互交织，或山歌对唱，或即兴创
作，风趣幽默，声情并茂，精彩纷呈。 20 余位
村民一字排开、齐头并进，为刚种下的玉米
苗锄草。

谁锄草的速度跟不上，打鼓匠就走到他
身旁大声唱歌，使劲敲鼓，没一会儿，落下的
村民就跟了上来。鼓点阵阵，锄头齐挥，一人
领唱，众人跟随。 整个锄草队伍始终保持着

“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身前杂草丛生，身
后只剩下清绿一片。

薅草锣鼓又称“挖土歌”“山锣鼓”等，是
劳动人民在长期田间劳作过程中形成的一
种边打锣鼓边演唱的古老民间艺术。其音域
宽广、浑厚、高亢，加上巨大的锣鼓声，震撼
山谷，气势磅礴，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独
特的民族地域特点。薅草锣鼓不仅能够为劳
作的人消除疲劳，提神鼓劲，提高劳动效益，
同时还可以驱赶森林里的野兽和田里的虫

蝗，保护庄稼，也可以许下愿心，祈求丰收，
风调雨顺。

“今天搞薅草锣鼓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老
百姓的积极性，把粮食种好，再就是挖掘杨
坝的历史文化，通过文化振兴，实施乡村振
兴。 ”官渡镇杨坝村党支部书记向琼表示。

据了解，官渡镇坐落在长江南岸官渡河
畔，距县城 47 公里，以小麦、玉米、薯类等粮
食作物为主。 今年该镇依托撂荒地治理，扎
实推进粮食扩种扩面工作，同时借助薅草锣
鼓这一传统艺术，深入田间地头，为劳作助
威鼓劲，用传统技艺推动生产进度，极大地
激发了官渡村民大干特干的生产激情。 目
前，全镇种植小麦 1800 余亩、玉米 16000 余
亩、马铃薯 17000 余亩，并通过整治撂荒地，
将荒地变成良田，努力实现粮食作物年产值
增加 50 余万元。

官渡镇：薅草锣鼓助生产 田间地头干劲足

薅草锣鼓现场。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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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4 日前往重
庆市万州电子信息工程学校参加“全媒体运营师(直播
带货）”培训，培训时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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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周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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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内容为全媒体运
营师包括运营、短视频、主播、直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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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将给免费免费颁发《结业证书》。

咨询电话：丁老师，电话：13594464118；伍老师，电
话：15923825518。

全县脱贫人口等可到万州免费参加
“全媒体运营师(直播带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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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峡镇平安村成我县
首个数字人民币示范村

（上接第一版）
同样，年轻时参与过修路的陈祖英回到

下庄村，将老屋翻新，开起下庄村的第二家
农家乐。 今年 3 月，陈祖英的女儿袁孝鑫也
回来了。 大学毕业后，袁孝鑫曾在重庆市的
互联网公司工作。 她说，自己从小在下庄村
长大，觉得村里处处是风景，如今村里越来
越好，给了自己更多的发展可能。

回到村里后，袁孝鑫在下庄人事迹陈列
室当讲解员，并担任村里“政策宣讲服务队”
副队长，负责向村民解读政策文件，宣传村
规民约。

63 岁的老支书毛相林也没有闲着。要发
展旅游，可不是说着玩儿。

公路不够宽， 毛相林赶紧申请项目，把
公路从 4.5 米拓宽到 5 米以上；停车位不够，
毛相林四处协调场地，并主动拿出自家一亩
多地规划停车场；旧农房不美观，毛相林又
以传统村落改造为契机， 全面推进农房提
升；旅游内容不丰富，毛相林组织村民挖通
古渠引下山泉， 将原出村古道打造为步道，
在“天路”打造了 5 个观景点，还建起下庄村
史馆、乡情馆等。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下庄村的旅游接
待能力，增强乡村旅游发展后劲，毛相林挨
家挨户动员，发动村民将闲置农房流转给引
进的一家文创公司统一改装、运营，现已成
功签约 120 间。

2021 年，下庄村接待游客 4 万余人次。 下庄村还成
功入选“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并被评为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入选
“重庆市传统村落名录”“全国‘村晚’示范点名单”。

“真没想到，这个曾经‘鸟不拉屎’的地方，现在能有
这么好的发展，让我端起了‘旅游饭碗’，在家门口就能
挣到钱。 ”村民陈振香一脸幸福地说。

宁静整洁的村落、袅袅升腾的炊烟、纷至沓来的游
人……初夏时节，下庄村一派生机勃勃，村里人的幸福
生活像花儿一样绽放。

（原载《农民日报》5月 30日一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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