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近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E-mail：wsnews@163.com

2022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一责编 刘朝明 美编 董申熬 校对 刘朝明

电话:023-57737953

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陈久玲 文
/ 图） 6 月 8 日，总载重量 1540 吨的 44 辆
大货车，有序开上巫山桂花大桥，行驶到固
定的位置，进行荷载试验。 这不仅标志着该
桥距通车又前进了一步，也是对桂花大桥建
设最后一道质量检验，对后续的通车运行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在桂花大桥现场看到，44 辆大货
车分成 11 排，每排 4 辆，有序地行驶到桥上
预先指定的位置，进行对称、偏心检测，依次
对大桥进行荷载试验，对大桥的真实承载能
力进行全面评定，对大桥结构相应控制部位
的汽车冲击系数进行测试。 与此同时，技术
人员多角度对桥梁承载情况进行测试。

“桂花大桥的荷载试验，包括动载试验
和静载试验，静载试验是测量桥梁在静载作
用下截面的应力变形和位移，并与设计值进
行比较， 测试桥梁的使用特性和结构特性。
动载试验是测量桥梁在动载作用下的自振
性能及动力特性，来验证桥梁的功能特性是
否满足设计要求，通过静载试验和动载试验

的综合分析， 来验证桥梁的整体结构性能。
本次荷载实验的顺利进行，标志着桂花大桥
进入了整体验收阶段，为后续的通车运行奠
定了基础。 ”北新路桥集团巫山县桂花大桥
工程项目部副经理王龙介绍。

桂花大桥是巫山跨度最大的双塔悬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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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地方便
了市民出行。

桂花大桥进入整体验收阶段

荷载试验现场。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6 月 9
日，当阳乡乡村旅游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选举产
生了当阳乡乡村旅游协会第一届会长、副
会长、秘书长及理事会成员。 同时颁发了
会员证书、门牌，并举行揭牌仪式。

据了解，协会的成立是当阳乡村旅游
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是推动乡村振兴

产业有机融合的有效举措，也是当阳乡旅
游行业与时俱进， 抱团发展的具体体现。
对于推动全乡进一步对外开放，实现旅游
行业自我约束与管理、增强经济效益和自
身活力，促进全乡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远的意义。

当阳乡位于我县最北端、 距县城 108
公里，东邻湖北省大九湖，西连官阳镇，北

抵巫溪县兰英乡， 南接平河乡。 海拔在
420—2680 米之间，立体气候明显，物种丰
富。 境内森林覆盖率高，旅游资源丰富，素
有“水的源头、云的故乡、植物的王国、动
物的天堂”之美誉。 近两年来，在县委、县
政府的领导下和多部门的支持下，当阳乡
被市文旅委、市农委评为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点。

下一步，当阳乡乡村旅游协会将立足
辖区生态气候、自然景观等优势，进一步
向周边拓展、增配功能、提升内涵，力争春
夏秋冬，每个季节去，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让当阳乡走出一条“以农促旅、农旅融合”
的致富发展道路，让一幅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乡振兴画卷在当阳乡的大地上
展开。

当阳乡：成立乡村旅游协会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6
月 9 日至 10 日，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重庆客运段动车组乘务人员一行来到
巫山，深入巫峡·神女景区、小三峡·小小三
峡景区和大昌古镇等地，亲身体验感受美丽
风光和人文底蕴，为郑渝高铁运行后推介重
庆旅游，提升服务质量做准备。

在景区，头戴镶边紫色帽子，碎花衬衣
配紫色短裙，领口系着淡紫色围巾的“动妹”
们，深深被巫山美丽风光所吸引。一路上，她
们不停地向导游了解沿途风光景点、历史传
说和巫山人文地理，丰富自己知识，便于值
乘期间适时向旅客推介，助力巫山旅游。

“高铁就要开通，我们准备好了。 ”她们
如此说。

新闻延伸：6 月 7 日， 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交通
强市建设推进情况的报告。 报告显示，二季
度将开通运行郑渝高铁重庆段，重庆高铁运
营里程将突破 1000 公里。这意味着，备受期
待的郑渝高铁万州至巫山段有望在本月内
开通运行。郑渝高铁是一条连接河南省郑州
市与重庆市的高速铁路，建成后将成为我国
西南地区通往中原、华北、东北地区的新的
便捷快速客运主通道，结束奉节、云阳、巫山
不通高铁的历史。

（6月 8 日重庆日报新闻早点）

“动妹”打卡巫山美景 助力巫山旅游

游览巫山美景。

世界上不缺少美，只是少了发现
美的眼睛。

近日， 随着三峡库区水位降至
145 米左右，库区两岸 30 多米的消落
带上，处处可以发现惊喜。

在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 记者
发现裸露的山岩上，一些曾被清库后

留下的树桩被水浸泡后， 形状如熊、
如猴、如鱼头、如鸟……呈现各种各
样的姿态，让游客在欣赏到不一样的
美同时，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如
图）。

记者 卢先庆 摄

小三峡里别样的美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通讯员 周春燕 文 /
图） 近日，建平乡集中开展撂荒地核查和复耕复种工
作，全面整治利用撂荒地，确保农业生产健康发展。

建平乡通过群众会、大喇叭、进村入户多种方式，广
泛宣传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政策
法规，鼓励群众积极复耕复种。 同时，让村社干部深入
田间地头，逐村逐地块进行实地踏查，理清承包关系、耕
地现状等情况，登记造册，建立台账，逐一制定方案，落
实包块责任，挂图作战，有序开展整治利用。 并结合本
地实际，根据“宜粮则粮、宜特则特”土地性质分类施策，
积极探索农村土地经营新模式，发展粮油作物、特色水
果、中药材等产业，增加多样化产品供给。

下一步，建平乡将撂荒地整治和发展村集体经济结
合起来，按照各村实际，统筹调度，确保守住耕地红线和
基本农田红线，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乡村振兴打下坚
实基础。

建平乡：
全面整治撂荒耕地

撂荒地核查工作现场。

（上接第一版）
县委书记曹邦兴表示，近年来，巫山紧

紧围绕筑牢生态屏障，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巫峡大地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生态环境更优美。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成功申遗，就是一份满意的“生态答卷”。 下
一步， 巫山将进一步围绕优化生态系统，坚
定不移把五里坡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同
时，加快构建以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自然
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为
核心的生态保护体系，推进生物多样性展览

馆、保护区宣教走廊建设，不断提升全民生
态保护意识。 充分用好“鄂西渝东毗邻自然
保护地联盟”机制，加强与湖北省林业厅、神
农架林区等地协作沟通与交流合作，认真履
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断提
高遗产地保护能力和水平。坚持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进一步发挥遗产地“金字招
牌”作用，精心设计世界自然遗产地研学旅
游线路， 充分挖掘世界自然遗产地科考价
值，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放大含金量，
更好带动全县旅游发展，推动巫山加快建设
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全国第六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在巫山县举行

本报记者 陈久玲
个子瘦高，黝黑的皮肤，略显凌乱的

发型，眼睛不大，但眼神中透露着坚定。
初见李绪川时，他刚从猪舍回来，简单的
寒暄中，他显得有点腼腆不安，一张口就
透露出他的淳朴和真诚。

走进李绪川的养殖场， 一头头长得
膘肥体壮即将出栏的生猪正在欢快地吃
着猪食。每天清晨五六点，李绪川就在自
家的猪圈里忙着拌猪料、喂猪食、清理猪
圈……这已经成为了李绪川近几年每天
的生活常态，在李绪川眼里，猪圈里的一
头头猪都是他的“宝贝”，承载着他致富
的希望。

今年 31 岁的李绪川出生在金坪乡
连山村， 不幸的是在 6 岁的时候因为一
场意外失去了右臂， 这对于他们家庭无
疑是个晴天霹雳，后又因父亲病逝，母亲
又体弱多病， 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年纪轻
轻的李绪川身上。

由于自己身体残疾的原因在外务工
很艰难，加上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他思
忖着不能离家太远， 便想着能不能尝试
一下养殖业，然而，想法千般好，干事处
处难。搞养殖，一要技术、二要本钱、三要
市场。他知道自己文化基础差，要想通过
书本学习养猪技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他自有他的办法。

2020 年李绪川经过反复比对，最终
选择了养殖高山生猪， 一开始由于缺乏
养殖经验，缺少市场调研，效益很差，基
本属于盈亏状态， 但这并没消磨他继续
养殖生猪的想法， 那段时间李绪川不是
在家里埋头上网查资料， 就是向本村搞
养殖的老师傅请教相关知识， 学习着给
猪打针预防，给母猪配种接生，他一点一
滴地积累着经验和技术，慢慢扩大规模。

考虑到他家的经济情况和他不畏艰
难的精神， 金坪乡党委政府也是极力支
持他，积极向各个部门争取政策扶持，联
系残联申请资金三万元作为创业启动资
金，目前他已经从开始的 10 余头发展到
现在的 110 余头。

“要不是有党的好政策以及村里的引导和鼓励，像
我这样的残疾人，怎么可能凭一己之力去扩大养殖啊，
今后我一定会继续坚持，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才能不
负党的好政策和村干部的真心帮扶。 ”李绪川感慨地说
道。

从贫困到致富，并不只有一步之遥，有的是无数个
日夜的坚持和勤劳。 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李绪
川都守着养猪场，精心饲养，科学养殖。 种植玉米、单手
运输饲料、通宵给母猪接生、给猪崽做好所有的防疫工
作等都成了李绪川的日常，看见如今长得膘肥体壮的几
十头生猪，他笑着说：“虽然之前我们也没有经验，但在
政府的帮助下，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只要肯吃苦，养猪
是不成问题的，去年纯收入有四五万元，这好日子，是小
猪‘拱’来的”。 确实，由于李绪川家养殖的猪是粮食猪，
肉质健康，口感鲜美，受到了邻里街坊的一致好评。 今
年李绪川养猪场的生猪预计出栏量有 70 余头， 收入达
十万元左右。

李绪川致富之路离不开他勤劳肯干、不怕苦、不怕
累的精气神。 右手的残疾让他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艰
辛和汗水。 在发展养殖过程中，历经多次的挫折，却从
未放弃自己的追求，自主摸索出养殖成功经验，靠自身
努力，用顽强毅力和坚韧的意志实现了一个残疾人不寻
常的猪倌致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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