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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6 月 21
日早上 8 点， 由川渝豫三省市 200 名游客
组成的郑渝高铁首发团，开启“坐高铁 趣
巫山”第二日畅游。

按照行程安排， 先去神女天路南环线
远眺巫山神女，再乘船游小三峡、小小三峡
体验峡江相拥。

争相尝鲜两片“特色叶”
巫山坐拥三峡核心景区， 巫山神女更

是其中最核心的文化地标， 是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中的“重头戏”之一，不少游客
期待一睹风姿。

前往南环线途中， 行车经过巫山柳坪
村。四周除了流淌的江水就是伟岸的山峰，
为数不多的田地斜卧在山上， 被称之为巴
掌田、鸡窝地。

“这里的村民过去很苦，推门看山、出
门下山、回家爬山、山外还是山。”导游魏麒
萱介绍，直到省道修通，村民才依托绿水青
山吃上“旅游饭”。

一路沿山而上， 游客对比导游介绍的
历史，感受巫峡两岸的巨变。由于往来游客
多，这条省道变成了村民口中的景观大道，
两侧已建起不少民宿。

三峡红叶是巫山旅游的一张响亮名
片，秋冬的两江四岸层林尽染醉似彩霞，仅
红叶满山期间， 巫山接待游客量就将近
100 万人次。

除三峡红叶外，巫山还有两片特色“叶
子”：一片是臭黄荆叶，一片是花红果叶。

花红果叶在山间野生野长， 采回家不
需要翻炒，而是直接晾晒成茶。口渴之后泡

上一杯，渐渐有一股子回甘环绕舌尖。在旅
途中，不少游客便用这一特色茶水解渴。

臭黄荆叶实际上并不臭， 相反它可以
被加工成豆腐一样， 因自然成色像翡翠一
样而被叫做“翡翠豆腐”。当天中午，翡翠豆
腐刚一上桌，就被游客们一抢而空。

“三片叶子，有看的，有吃的，也有喝
的。 ”一名游客与魏麒萱互动道。

赶上小小三峡游客船规模性复航
沿着南环线眺望巫山神女， 许多游客

惊喜不已。尤其是在巫山神女之下，江水与
青山、 江岸组成的桃心， 在游客中人气很
高。

飞凤峰是巫山十二峰之一。当天，游客
漫步登上峰顶， 以一江之隔的神女峰为背
景拍照留恋， 首发团游客各显神通摆出满

意的造型，在这里拍了第一张“全家福”。
午饭过后，首发团游客顶着烈日，登上

游船开启 5 个小时的“三峡游”。 因疫情防
控等原因， 小小三峡游规模性接待一度中
止，而首发团赶上了今年首次规模性复航。
江水窄而青山高，给人一种探险体验。

“行到巫山，风景正好。”首次来重庆的
郑州游客陈江丽说， 头顶白云畅游在青山
绿水的怀抱中非常惬意， 回去后向姐妹推
荐打卡地首选重庆。 今后坐高铁到重庆不
需绕行， 会有更多郑州游客奔着山城美景
直达重庆。

西南铁路国际旅行社人员钟树表示，
通过此次郑渝高铁首发团畅游巫山， 让他
们看到疫情之后跨省旅游渐渐走热， 对下
半年旅游经济走势向好充满信心。

郑渝高铁首发团尝鲜巫山特色美食 陶醉峡江美景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6 月 22 日，
记者从郑渝高铁巫山站了解到，自 6 月 20
日零时起，巫山站每日始发终到 24 趟旅客
列车。

地处巫峡镇桂花村的巫山站， 是郑渝

高铁重庆段 3 个新建车站中唯一一个始发
站。站内旅客列车综合时刻表显示，巫山站
每天始发终到有 24 趟列车。 其中，巫山站
始发至重庆北站 5 趟，至贵阳站 3 趟，至成
都东 2 趟，至重庆西和广州南各 1 趟；从重

庆北到巫山有 8 趟，贵阳北到巫山 2 趟，重
庆西、广州南到巫山各一趟。巫山站最早始
发时间为 7：55，最晚到达时间 22：35。巫山
站按照日常线、高峰线、周末线安排，除了
始发终到的 24 趟旅客列车外， 还有 19 趟

从其它地方始发经停巫山站的列车。自此，
巫山可 3 个多小时到达郑州、成都，2 小时
联通重庆主城和武汉，连接沿线近 30 个城
市，真正从重庆内陆区县变身开放前沿。

郑渝高铁巫山站每日始发终到 24趟旅客列车

本报记者 刘朝明 方丹 文 / 图
远看满山苍翠，近看果实累累。 6 月 19

日，看着田间核桃树上密密麻麻的果实挂满
枝头，种植大户孙庆魁脸上满是喜悦。

可在两年前，孙庆魁的核桃基地却是另
一番景象。

2004 年，孙庆魁怀着发展产业致富的梦
想，在官渡镇二台村 1 社（小地名东沟）流转
土地 200 余亩，开始种植核桃。 经过几年的

精心培育，核桃树长势良好，可就是不见挂
果。起初，孙庆魁以为是管护没到位。于是他
在不断钻研管护理论知识的同时，又走出去
学习、请专家到现场指导，不断总结经验，用
于实践， 成了当地一位名副其实核桃种植

“土专家”。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核桃树依然挂果

少、病害多。 10 多年中，孙庆魁在核桃基地
的投入达 100 多万元。 持续不断地投入，不

仅让他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更打击了他发
展核桃产业的信心。 让他一时陷入两难境
地：想放弃又有些不甘心，想发展资金又成
了难题。

无独有偶。与孙庆魁遭遇一样的还有二
台村 6 社的苏培权，龙溪镇老鸦村的刘成财
等核桃种植大户。

据县林业局产业办负责人吴名河介绍，
品种不纯、 有些品种不适宜在当地种植，加

上后期管护欠缺，大部分核桃栽植七八年仍
不见挂果。这是以前我县核桃产业发展遇到
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为破解我县“1+3+2”特色效益农业之
一———核桃产业发展的瓶颈，县林业部门于
2017 年启动低产核桃树高接换优试点，进行
品种嫁接改良，实验品种为市林科院主推的

“渝城 1 号”。 经过几年探索，发现“渝城 1
号”不仅适合巫山的土壤与气候，而且挂果
较快，嫁接后第二年就可挂果，3—5 年进入
丰产期。

2019 年—2021 年， 在县林业局产业办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苏培权、孙庆魁、刘成财
等种植大户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全部将核桃
树高接换优。

当下， 经过嫁接的核桃树已进入挂果
期。树上个头大而且均匀的果子不仅让人心
生爱慕，更预示着丰收的喜悦。“我今年预计
产鲜果 10 多万斤，产值 20 万元以上。 ”孙庆
魁介绍，进入丰产期后，一年产值有望达到
五六十万元。 现在，只要有种植户前来考察
取经，他就会毫不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种植经
验。

“我有几棵树预计今年每棵能摘鲜果
300 斤左右，这个品种的确不错。 ”苏培权高
兴地说。刘成财发展核桃 1000 余亩，今年他
的核桃园产值可达 40 万元以上。 在深入二
台村、水库村等核桃基地考察后，更坚定了
他东山再起的决心。

“我县核桃种植面积达 15 万亩，目前约
对 1.2 万亩进行了高接换优，今年产值预计
达 8000 万元。 其示范带动效果也十分明
显。 ”吴名河表示，密密麻麻的核桃让种植户
看到了效果，打消了村民先前的顾虑，增强
了发展核桃产业的信心。核桃产业将成为高
山地带重要的产业支撑，助力乡村振兴。

巫山：“高接换优”显成效 核桃果农笑颜开

孙庆魁给前来考察的种植户讲解核桃管护技术。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吴
友琼 文 / 图） “巫山有好李，有李
天下行。 ”我县脆李即将开园上市，
脆李包装箱的需求也进入旺盛期。 6
月 22 日，记者走进位于工业园区的
巫山县衡向源包装有限公司， 脆李
包装箱地生产如火如荼。

经过印刷、钻孔、穿绳等工序完
成的脆李包装箱， 成堆摞放在生产
厂房内，每个步骤都由专人完成，井
然有序。 据了解，该公司于 5 月底开
始投产， 目前产量已达 40 余万套。
厂房门口， 工作人员正将生产好的

脆李包装箱搬上邮政快递车， 等待
送往各大脆李种植乡镇， 有包装需
求的脆李种植户们便不用再从外地
订购纸箱。

巫山县衡向源包装有限公司总
经理胡源亮介绍， 公司严格按照相
关要求生产“巫山脆李”统一风格的
包装。 截至目前， 已生产 5 斤、10�
斤、48 枚、60 枚等不同规格的包装
箱， 使用的包装箱是一种新型环保
包装材料，具有隔水防潮、保温、环
保等优点， 是传统包装材料的理想
替代品。

“巫山脆李”包装生产忙

为脆李包装箱穿绳。

本报讯 （记者 张梁红） 6 月 22 日，我县召开
2022 年度全县就业领导小组工作会议，总结 2021 年度
全县就业创业工作，研究部署 2022 年就业创业工作。县
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春梅参加会议。

据悉，2021 年，我县按照中央、市、县关于疫情防
控、推进“六稳”、“六保”工作的总体部署，全面完成市政
府、市人力社保局下达的各项就业创业任务指标，其中
城镇新增就业 2889 人，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3437 人，
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 1939 人， 分别完成年任务的
144%、246%、242%； 开展技能提升行动培训 8292 人次，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9516.5 万元；2021 年脱贫人口返岗
务工人数 44526 人，同比增长 5.3%；鲁渝劳务协作带动
就业 937 人，其中转至山东就业 364 人，就近就业 553
人，东部其他省市就业 20 人。

会议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发展之要，
要紧扣中心大局，深刻认识做好当前就业工作的重大意
义。 要紧盯工作重点，全面统筹推进各项就工作取得有
效进展，同时，要在稳岗扩容上再下功夫；在劳务输出上
再下功夫；在就业技能培训上再下功夫；在推动创业上
再下功夫；在强化服务保障上再下功夫。 要紧抓责任落
实，联动积聚形成推动就业工作的强大合力。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推动全县上
下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有效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助
力全县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要按照相关工作要求主动
担当、积极作为，共同推动全年就业工作目标任务圆满
完成。 其中，县人力社保局要发挥好行业主管部门的牵
头作用， 其他成员单位要积极发挥好各自职能职责作
用，会同县人力社保局共同做好各项工作。今后工作中，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担当作为、求真
务实， 以钉钉子精神切实抓好就业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为全县群众提供更好地就业服务。

巫山研究部署 2022 年就业创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陈久玲 杨新宇 文 /
图） 眼下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 骡坪镇茶园村 3 社村
民庞庆兵家的桃子喜获丰收，前来果园采摘的游人和客
商络绎不绝。

6 月 20 日，记者走进庞庆兵的桃园，一个个红彤彤
的桃子挂满枝头，将树枝压弯了腰，吃上一口，甜在嘴
里，美在心里……

“我看朋友圈有玩伴发的茶园村有脆桃，味道还可
以，今天特意过来采摘，果然不错，又大又甜又香，跟家
人一起采摘了两大桶。 ”路口村村民朱丹说。

“脆桃现在正吃，可以采摘 20 天；水蜜桃 7 月上市，
黄桃 8 月上市。 我家脆李、桃园田里的草全部是请工人
用机器割，没有用除草剂，桃子、脆李的口感都不错。 因
此，每年从 6 月到 9 月，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感受田园
自然风光、亲手体验采摘乐趣。 ”庞庆兵介绍。

今年 52 岁的庞庆兵，一直在家务农。 2015 年，他将
自己的 10 多亩地种上脆李，同时流转土地扩大规模，现
在一共种植 70 多亩脆李。 2019 年，他又种植 20 余亩桃
子。

“这两年，每年除去请工人的钱，化肥以及土地流转
费用等，年收入 20 多万元完全有保障。”庞庆兵表示，目
前桃子、脆李都进入盛产期，现在想进一步扩大知名度，
确保果子能卖得更远更好。 下一步，他将进行精细化管
理，将自家果园打造成茶园村的一张品牌名片。

庞庆兵：
种植生态果年收入达 20 万元

市民采摘桃子。

（上接第一版）要切实加强对医务工作者的保护、关心、
爱护，提高医务人员社会地位，依法严厉打击医闹和暴
力伤医行为，确保医务人员的劳动得到尊重、价值得到
体现。

付嘉康强调，援沪医疗队要继续保持“战斗”姿态，
把援沪期间的担当精神、 奉献精神和斗争精神传承下
去，做好表率、立好标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更加优质
的服务、更加精湛的医术，努力在各项工作中展形象、立
新功。 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医护人员，要以援沪医
疗队员为榜样，以奋发进取的新气象、敢做必成的新担
当、务实重行的新作为，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筑
牢疫情防控的“生命线”，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以实干实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期间，县领导还为援沪医疗队队员代表颁发荣誉证
书。

县领导黄勇、陈健、翟小满出席会议。

我县举行援沪医疗队总结表扬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