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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文 / 图） 6 月
2 日，我县围绕“怀抱青山绿水 坐拥云雨
巫山” 为主题的 2022 年夏季房地产展示交
易会在龙江新区红叶广场正式启动。

当天上午，记者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工作政策咨询台前看到，工作人员正详
细地为消费者解答关于房地产政策法规及
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各房企销售人员也一
对一耐心地为客户推荐着所需房源。

据悉，本次房交会，巫山金科城、海成集
团、东润·天子湖、顺山·望江府、三峡·云嶺
江山、凯创·云尚公舍、摩天岭壹号等 10 余
家知名房企均参加了此次房交会，参展房源
业态丰富，高层、洋房、合院、别墅、商铺、办
公楼、车库应有尽有，同时还有下庄天路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赵小妹烤鱼等家电、
家具，装修、餐饮、银行为房交会助力。

本次房交会以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

作的办展方式，履行“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百姓受益”的宗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
服务。 即是我县房地产企业集中展示宣传、
推广推销的平台，也是促进企业与市民沟通
要求、方便市民选房购房的平台。

据了解，本次房交会分为线上、线下展
示时间，线上展示时间：2022 年 6 月 2 日至
7 月 2 日（共 31 天）；线下展示时间：2022 年
6 月 2 日至 6 月 8 日（共 7 天）。 线下主展场
设于龙江新区红叶广场；线上主展馆设于巫
山 APP 手机客户端， 分展区可进入巫山网
微信公众号。

在房交会期间，凡在巫山购买参展企业
新建商品房（新建商品住房、 新建商服用
房）， 给予购房人所缴纳契税 50%—100%金
额的契税奖励；购一手车位，给予所缴纳契
税金额 100%补贴。此外，各参展企业还将根
据自身情况推出系列购房优惠。

我县 2022 年夏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启动

销售员为市民讲解楼盘信息。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文 / 图） 6 月 2
日，记者从沪蓉高速巫山早阳互通立交工程项目
部了解到，G42 沪蓉高速巫山东出口将于 6 月底
建成投入使用。 届时，从沪蓉高速至巫山高铁站
车程仅需 5 至 10 分钟。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沪蓉高速巫山早阳互
通匝道已完成沥青路面铺设，巫山东收费站站房
主题工程完成建设， 工程进度转入标识标牌安
装、绿化带建设等收尾环节。同时，连接巫山高铁
站与沪蓉高速巫山东收费站的梨早路，也即将完
成沥青路面摊铺工作， 并开始施划道路标识标
线。

巫山早阳互通项目经理李刚华介绍，项目路
线主线长 1260 米，匝道长 1550 米，预计今年 6
月底建成通车，通车后从巫山东收费站到高铁站
预计通行时间 5 至 10 分钟。

巫山早阳互通是 G42 沪蓉高速在巫山县的
第三个出入口。巫山东收费站设置于巫山服务区
北区外侧，共设出入口 9 个，由 4 进 5 出组成，所
有车道口均安装 ETC 智能收费通行系统。 进出
各设一条 ETC 兼 MTC 超宽车道。 该项目连接
沪蓉高速与巫山早阳组团， 实现巫山早阳组团、
江东组团与高速公路的直连互通，以及高速公路
与郑渝高铁巫山站快速连接，形成“水、陆、空、
铁”的立体交通枢纽，对巫山建设渝东门户综合
交通枢纽，打造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具有重要意
义。

G42沪蓉高速巫山东出口将于 6月底建成投用

巫山早阳互通。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文 / 图）
6 月 1 日，在桂花大桥建设工地，工人们或
在组装护栏，或在铺设地砖，场面热火朝
天。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桥面已经铺好
沥青，塔柱涂装也已完成。 工人正忙着进
行人行道地砖铺设。 大桥人行道施工、护
栏安装等附属工程目前正紧锣密鼓推进
中，地砖铺设将在 3 日之前完成，整个项
目预计在 6 月 15 日前完成，在确保安全、
质量的前提下，力争早日建成通车。

据了解，桂花大桥是连接郑渝高铁巫
山站、 巫山县城和巫山机场的重要通道。
全长 1540 米， 为主桥主跨 550 米的双塔
钢箱梁悬索桥，双向四车道。 大桥建成后，
自 G348 国道、G42 高速从巫山过境的车
辆将不再经巫山县城，可直达郑渝高铁巫
山站和巫山机场。 届时，县城人民通过大
桥直达高铁站的通行时间也将由原来的
40 分钟缩短为 15 分钟， 极大方便了市民
的出行。

桂花大桥建设进入尾声

桂花大桥。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曾露 文／
图） 5 月 30 日，自县城出发，过长江大桥，
经铜鼓场镇，仅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便进入
官渡镇尚家村。 虽时值夏季，这里却风和日
丽，凉爽宜人。 放眼远望，青山叠翠，满目绿
意。

这里是典型的高山村， 田地成 成槽。
地里种植的烤烟、贝母等成条成行，仿佛农
人们抒写的诗行，呈现在大地上。 依山而建
的房屋，红瓦白墙，与翠绿的山景交相辉映，
好一幅秀美的田园风光画。

在尚家村一社， 官渡镇党委书记李刚
军、县应急局驻官渡镇尚家村第一书记曾昭
友及尚家村干部等，正在了解人居环境和有
关产业的管护情况。

“变了，尚家村变了。 产业变强了，农村
变美了，村民变富了。 ”一行人感慨。

据了解， 尚家村共 6 个社，384 户 1029
人。幅员面积 13.6 平方公里。拥有耕地 2311
亩，林地 14008 亩。 海拔 900 米至 1750 米。
年平均气温仅 11 摄氏度， 属我县高山村之
一，是盛夏时节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近年来，尚家村因地制宜，发展高山特
色经济产业， 种植烤烟 400 余亩， 贝母 500
余亩。 烤烟和药材，成了尚家村的经济支柱
产业。村民们也因此致了富。一社的张绪雄，
每年种植烤烟都在 20 亩左右，年收入达 10 万余元。 见
到他时，他正喊有 5 个帮工，在为烤烟培土。“今年我种
了 22 亩，预计可收入 10 万元以上。 ”张绪雄说。 毗邻的
张代炳，善于种植药材。 他种植有贝母、血三七、黄连等
药材。仅贝母每年种植都有 5 亩。截至目前，卖贝母已收
入 1.7 万元。“我每年卖贝母总的收入都在 5 万元以
上。 ”张代炳介绍。

为让农村变成景区，产业变成景点，在实施产业规
划时，该村尽量做到成片成块。举目远望，种植的一块块
烤烟地，整齐地点缀在房前屋后，村民们在田间劳作，宛
若跳动的音符，演奏着田野上的交响曲。“可惜你们错过
了贝母的开花期。开花的时候，这里是一遍紫色的花海。
我们就好像生活在花园里。 ”张代炳满脸欣喜。

据尚家村党支部书记侯义鹏介绍， 该村仅烤烟、贝
母种植，年人均增收都在 3500 元左右。

随着产业的发展， 基础设施及人居环境的改善，农
村面貌焕然一新。 道路已实现户户通达，80%的户实现
通畅。 条条硬化道直通家门口。 我们在 3 社冯古雄家的
院坝中看到，一位女孩正在擦洗轿车。 这位女孩是冯古
雄的女儿。冯古雄原在家种烤烟，近几年在新疆务工，不
仅建起了一栋三楼一底的新房，去年回家，还买了一辆
小轿车。“现在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农用车、摩托车，小
轿车至少超过 30 辆。 ”侯义鹏说。

而今的尚家村，不是一幅画，却胜似一幅画。全体村
民们正以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姿态，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使尚家村的明天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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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6 月 1 日，记者走访神
女农贸市场及城区各大超市看到， 商家们把清香软糯、
制作精美的粽子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既有礼盒装粽
子，又有散装粽子，各种馅料一应俱全，前来选购粽子的
市民络绎不绝，呈现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记者发现，众多的礼品粽子中，多数标价在每盒 69
元到 200 元之间，口味繁多，有腊肉粽、红烧肉粽、鲜肉
粽、豆沙粽等，甜咸分类十分丰富。而粽子的品种也五花
八门，有三全、思念舟、三只松鼠等，加上盒装、袋装等精
美的包装盒，这些粽子显得十分有品位。

超市内，各种散装的粽子价格在 9.8 元至 17.8 元之
间。 记者注意到买散装粽子的占多数，礼品粽区稍显冷
清。

在神女农贸市场的一摊位上， 摆放着洗完的粽叶，
店家正忙碌的包着粽子，店门口摆满了散粽，热气腾腾、
香味四溢的粽子吸引市民前来购买。 据了解，该市场内
大多都是自制的本地清水粽， 平均价格在 7 元左右，从
往年的情况来看，端午前几天是粽子销售的最高峰。

粽子虽好吃，但不可贪吃。专家表示，粽子主要以糯
米或其他谷类食物为主要原料，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
童以及心血管病患者、 肠胃消化功能较弱者均不可多
食。此外，添加肉类和油脂的粽子脂肪含量较高，普通人
过量食用也容易积食。

端午节 粽子热销

本报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近年来，我县扎实开展“千名干部进万

家企业”活动，多措并举，积极为民营企业服
好务，当好民营企业“保姆”，有效助推了民
营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县工商业联合会主
席联系企业———实尚笙华农业专业合作社，
让沉睡的石头焕发生机，生长出了艳丽的花
朵。

返乡创业 要让石上生花
曾经有一首很出名的流行歌曲这样唱

道：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不知是不是受这首歌的影响， 刘小红，
这位在双龙镇白坪村土生土长的山里女儿，

毅然决然放弃在主城经营势头良好的一家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回到了家乡，发展乡村旅
游。

其实，白坪村旅游资源并不富集。“旅游
与资源无关，但与创意有关。 ”刘小红说，她
要让沉睡在满山杂草里的特有资源“石头”
灵动复活。 当时，她将想法及创意向县工商
业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后，她的大胆决
策和这一创意产业，得到了该负责人的大力
支持。

刘小红在县工商业联合会的帮助下，到
相关部门注册了实尚笙华农业专业合作社。
从此，她驻扎家乡，与乡亲们一道，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 对杂草丛生的山岭进行梳头
（割草刨土）、洗脸（冲洗泥浆）、化装（栽花修
饰）。

“我不仅要让这些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还要让这些石头生出花来。 ”刘小红说。

昔日“乱石岗” 今成乡村游乐园
经过近三年时间的打理，白坪村发生了

质的变化。 曾经的石凸石凹，而今成了主题
乡村旅游地。通过梳理打整，石头显山露水。
她又在石窝上栽种了桃、李、杜鹃、海棠和绣
球花，使石林和花季花品交相辉映。

迄今，她将这里建成了“三园一寨”。 即
百草植物园、鲁班民宿园、康养怡心园，石尚
美食寨。 里面种满了紫薇、树桩月季、小月
季、百合、绣球、多肉、石榴、李树、桃树等几
十种花卉果树，开辟出的紫薇大道、桃花园、
婚拍基地成为年轻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地。
以“石”为创意核心的民宿群，配上亭台楼
阁、水池吊桥、二十四节气长廊、二十四孝文
化长廊等建筑，别有一番风味。 打造了健身
步道、阳光书吧、儿童乐园、农耕文化长廊
等，“动”“静”结合，老少皆宜。 在这里，还能
够饱尝土菜席、石寨牛皮宴、金丝皇菊宴、玫
瑰宴、刨猪宴等美食。

“三变改革” 让一方百姓都富起来
“我的企业能做大做强，能发展到今天，

不仅要感谢党的好政策，还要感谢县工商业

联合会对惠企政策的宣传落实，以及建言献
策。 特别是通过‘三变改革’，更是解决了我
很多实际困难。 ”刘小红说。

据了解，在实施“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的过程中，县工商业联合会
主要负责人积极协调，让近 100 户人家的荒
山、闲置荒芜的土地、房屋入股。帮助白坪及
周边的安坪、兴凤、笔架等村 100 余人次就
业。据统计，近三年以来，当地村民或就近务
工，有近 20 人长期在这里做事，最高的村民
收入达到 5 万元以上，普通务工平均收入达
2.4 万元以上。有的做点小生意，年底还能分
红， 人均每年从旅游业获得收入 3000 元左
右。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小红荣获国家文旅
部颁发的“全国乡村文化旅游能人”，石上生
花还入选“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
路”， 并先后获得巫山县青少年研学游学基
地、重庆市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巫山县“万企
兴万村示范基地”等荣誉。

“现在，我们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让白坪
村的村民为实现‘农业是旅游，农村是景区，
农民是老板’的美好愿景而更加努力奋斗。”
刘小红表示。

女白领返乡 让山里的石头开了花

客人在石上生花赏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