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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陈久玲 实习生 陶姝妤
文 / 图

7 月 19 日， 记者来到位于古城码头的
水果交易市场看到，一筐筐脆李正被商家摆
放在显眼的位置， 时不时的有顾客前来咨
询、购买脆李，有的顾客甚至购买好几箱寄
给外地的亲戚朋友品尝。快递人员正在对脆
李打包、贴条，现场一片忙碌。

今年以来，我县以“渠道广、品牌响、销
售好、保增收”为总目标。“巫山脆李”包装县
内市场使用率达 98%以上； 脆李防灾率达
90%以上，灾害损失率防控在 10%以下；维护
良好市场秩序， 营商环境好评率达 100%；
“巫山脆李”品牌推介流量上亿次，品牌影响
力、好感度、美誉度大幅度提升。

精心搞好前期谋划
脆李成熟时节，由县气象局负责，每日

发布气象预报至各乡镇，由各乡镇精准掌握
未销果园详细情况，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我
县还制订了《“巫山脆李”商品化处理标准指

导手册》，指导实施采摘、储藏、分选、包装、
物流等商品化处理标准化作业，推行分级分
批摘果，引导果农早上采果、分级销售，最大
化提升果品价值；推行采后阶梯预冷，引导
经销商使用保鲜袋（卡、片），最大化提升脆
李销售货架期；推行脆李“精品果”人工挑
选、“普通果”机械分选，提升精品脆李品质
和果品分选效率；提升脆李包装质量与保鲜
功能，主推“微气调”包装盒保鲜等技术。 试
点运行“巫山脆李”城市前置运营模式。在重
庆和武汉市区布点建设“巫山脆李”城市运
营中心，拓展市场前端分销渠道。 利用城市
冷（气调）库资源建设“巫山脆李”前置加工
仓，承接县内电商、渠道商寄件业务，在城市
前置寄件发货降低物流成本；利用冷链运输
车辆到城市行程中对脆李预冷，提升脆李商
品化时效和冷运保鲜效果。

同时，各乡镇组建工作专班，做好脆李
防灾减灾动员组织工作，广泛推广“树冠覆
膜”防裂果技术，脆李防灾率达 90%以上，灾

害损失率控制在 10%以下。对“树冠覆膜”使
用“巫山脆李”专用膜的种植主体，按 12 元 /
株给予补助，为今年的脆李增产增收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极力开展品牌推介
为提升“巫山脆李”品牌影响力，我县 6

月成功举办“2022 年第六届巫山脆李开园
节暨柑园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开园仪式”，多
形式、 广范围地开展线上线下品牌营销推
广，吸引包括重庆报业集团、果琳、百果园、
洪九果品等一大批优质经销商销售巫山脆
李。

在重庆电视台举办巫山脆李专场直播，
当天第 1 眼客户端直播观看量 25 万， 五条
短视频全网浏览量 100 万，巴味渝珍平台及
本地经销商视频号也同步直播，累计观看人
数达到 200 万以上， 形成转化订单 8000 余
单。 在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
东西部（重庆）消费协作中心、重庆龙湖礼嘉
天街、重庆 SM 生活广场开展巫山脆李品牌
宣传、脆李试吃推介活动。 利用果琳水果连
锁超市建立 30 个巫山脆李直营店， 每天销
售巫山脆李 10 吨以上， 扩大了巫山脆李在
重庆高端社区影响力。在今日头条和抖音等
平台开展巫山脆李宣传推广及信息流精准
数据推送， 累计推送曝光 110 余万人次，在
G50 江北收费站、上清寺等重点地段开展广
告宣传，荣科供应链公司在重庆国际金融中
心（WFC）、南岸区皇冠国际和两路口报业
集团大屏播出“巫山脆李熟了”屏幕广告，线
上线下联动推广，营造了火热的销售氛围。

积极拓展渠道销售
巫山脆李销售时节，相关部门组织县内

主要销售企业对接市场。县供销合作社组织
社属企业及本地脆李经销商代表， 前往西
安、武汉等地，开展巫山脆李线下销售对接
活动，打开了巫山脆李在武汉、西安水果市
场的销售渠道。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组织县
内荣科、老农夫等县内主要销售企业及重庆
华戈品牌策划有限公司对接开拓华东市场
与叶氏兄弟、江苏杰记等高端水果销售企业
达成合作协议，计划在华东地区推广销售巫
山脆李 100 吨以上， 已于 7 月 17 日发出第

一车货，接下来将在华东地区各大水果连锁
门店全面铺开。

同时， 通过活动推介和企业自行对接，
巫山脆李销售渠道及销量大量增加。荣科供
应链公司与香果源、鑫荣懋、百果园等企业
达成购销协议，累计销售脆李 163 吨，单日
最高发货量达 30 吨； 田乘农优供应链公司
目前在巫山已累计采购 140 余吨，是去年整
个产季的 2 倍；脆李开园节引进的信智名品
（天津）供应链公司，在华北地区已销售巫山
脆李 50 余吨。

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推动巫山脆李“进
机关、进食堂、进社区”消费帮扶促销活动，
县级各部门向对应的市级部门营销巫山脆
李，主动对接服务，协助配合市级部门采购
优质巫山脆李。 并加快开拓国外市场。 拟定
7 月 27 日将 1 吨脆李由江北机场直航新加
坡，并交由当地合作方协助推广海外市场。

虽然脆李丰收，但依然有一部分裂果与
小果无人购买，为此振兴农业集团积极在农
户与政府之间搭建起脆李收购平台，在荣科
物流园开展脆李残次果收购，兜底巫山脆李
产业、保障果农基础利益、助力农民增产增
收。 截至目前，振兴农业集团目前已收购残
次果 5180 吨， 并已全部运往山东烟台美屿
葡萄酒有限公司进行深加工制作脆李酒系
列产品。

据县果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
全县脆李种植面积 30 万亩，预估产量 13 万
余吨，实际商品果 6 万吨左右。 截至 7 月 17
日，全县脆李累计销售 36530 吨，已销售总
产量 60%以上。 其中， 线上累计销售 1090
吨、436767 单；线下累计销售 30260 吨，主要
销往重庆、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广东、浙
江等省市； 全县脆李未销量预计在 2 万多
吨，主要集中在曲尺乡、官渡镇、大溪乡、庙
宇镇等乡镇。

巫山：小水果带来大收益 今年已销售 3.6 万吨

市民在包装脆李。

本报讯 （记者 向开伟 鲁作炳
实习生 周子杰 文 / 图） 7 月 20 日，
郑渝高铁开通运营已经“满月”。 作为全国

“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三
峡库区”首条高铁，自开通运营以来，巫山
境内累计客流超 18 万人次。

7 月 20 日上午 10 点， 不少乘客在巫
山站通过窗口或自动售票机购票、 取票，
经过安检进站进入大厅候车……已经正
式运营一个月的郑渝高铁巫山站内，整个
进站程序井然有序。

“以前坐大巴车去重庆需要 5-6 个小
时，现在坐高铁只要 2 个多小时，真的很
方便。 ”正在候车大厅候车张淋说。

每天， 一辆辆高铁从大宁河穿越而
过，与航空、高速公路、长江黄金水道一

起，让巫山交通格局更加优化，让市民出
行又多了一条便捷通道。 巫山、万州、重庆
之间往返犹如有了“城市公交”，从巫山到
重庆主城以及更多的城市，当日往返已经
成为现实。

据了解， 自 6 月 20 日郑渝高铁开通
以来，巫山境内累计客流超 18 万人次，日
均到达巫山站旅客 3300 余人次、 发送旅
客 2878 人次。

“自 6 月 20 日巫山站开站以来，到 7
月 20 日早上 8 点整， 巫山站客运发送量
为 8.63 万人，到达量为 9.94 万人。 ”据巫
山站客运计划员李建琼介绍，管内客流以
重庆主城、成都为主，占总客流的 80%；直
通客流以广州、北京、郑州、天津、青岛为
主，占总客流的 20%。

郑渝高铁开通迎“满月” 巫山首月客流超 18万人次

本报讯 （鲁作炳 实习生 周子杰
文 / 图） 7 月 20 日， 郑渝高铁开通运营
已经“满月”。 高铁开通首月，巫山游客量

与往年同期相比大幅度增长。“乘坐高铁
游三峡” 在今夏的巫山旅游市场掀起热
潮。

据了解， 郑渝高铁全线通车一个月
来，巫山站发送、到达旅客共计超 18 万余
人次。 便利的出行方式让不少游客来到巫

山体验“诗画三峡”之美。 在巫山游客接待
中心，随时都能遇见高铁沿线城市的游客
在此购票登船。

上周末（7 月 17 日），正在买票的游客
于济源告诉记者：“我是从天津来巫山旅
游的，我觉得这里非常的美丽，而且通过
高铁可以非常便捷的来到三峡旅游。 ”

在巫山县《三峡之光》情景夜游的游
船上， 记者看到登船的游客排起了长龙，
很快船上便座无虚席。

“之前一直想来巫山游玩，由于坐汽
车时间太久，一直没来。 现在郑渝高铁开
通了，几个小时就到这边了，真的挺方便
的。 ”来自郑州的游客吴先生说。

记者从县文化旅游委获悉，郑渝高铁
开通一个月以来， 各景区接待游客 11.73
万人次，营业收入 3519.36 万元，分别与去
年同比增长了 45.68%和 43.12%。 其中，持
高铁票游客占 31%。

“郑渝高铁的开通给巫山旅游业发展
装上了‘新引擎’。 ”县文化旅游负责人蒋
勇说，首先带“火”了旅游；高铁开通以来，
全国各地游客乘坐高铁来到巫山体验“壮
美长江、 诗画三峡”， 使景区游客出现了

“井喷式”增长，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以上。 其次激“活”了经济；高铁
开通带来的巨大游客量拉动了当地餐饮、
住宿等相关配套产业发展。

高铁开通首月：三峡游再掀热潮

游客体验《三峡之光》情景夜游。

乘客检票进站。

本报记者 王忠虎 通讯员 陈建
文 / 图

重庆巫山，山东烟台，相隔千里的两座
风格各异的城市，因东西部扶贫协作，把两
地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2018 年，烟台（龙口）市与巫山在实施
东西扶贫协作过程中，变“输血”为“造血”。
充分利用巫山优质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和独
特的区位优势， 引进烟台三嘉粉丝有限公
司，在巫山注册成立建设重庆巫峡粉丝有限
公司。董明坤在这个时候从山东烟台来到巫
山，负责巫山厂区的筹建、管理、运营等工
作。

初来乍到的他，不知从何时做起。 水土
不服，饮食结构完全不一样。 董明坤只好慢
慢克服并逐渐适应。 为了生产线早日投产，
早日带动当地百姓致富，董明坤常常寝食难
安。

2019 年整整一年， 董明坤没有回过一
次烟台。 老婆于瑛作为一名教师，为了让丈
夫安心在巫山工作， 毅然选择前往巫山支
教， 还把即将升初中的女儿也带到巫山读
书，举家为东西部扶贫协作默默奉献着。

短短一年时间里，董明坤忙着注册公司，安装、调试
设备，全面开展员工培训－－在山东烟台（巫山）工业
园，一栋面积达 10337 平方米的 4 层厂房里，建成了 4
条现代化的生产线。

可就在工厂投入生产时，在招聘工人的过程中遇到
了难题，屡屡碰壁。 于是，巫山县委统战部、巫山县工商
联为帮助企业解决用人难，与董明坤一起，深入大昌、骡
坪、两坪等乡镇去宣传招聘纳贤。 董明坤又抽时间到巫
山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商务委、招商服务中心等单
位，对接招聘工作……即使脚磨出了老茧，宣传时口干
舌燥，董明坤的字典里，都没有“放弃”二字。

在人员招聘过程中了解到，其实，人们担忧的是工
资支付的问题。每月工资多少，是否能按时发放？面对大
家的疑虑，董明坤当场承诺，不相信我们可以一天一结
账。他的话一出，1 人、10 人、50 人……最后，招来了 328
名员工。

当年 11 月，巫峡粉丝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运营，并顺
利走上“正轨”。就此，董明坤把根也扎在了巫山。每年销
售巫峡粉丝都在 2000 万元以上，一举成为规上企业。

企业强了，他也不会忘了要村民富。“巫山老百姓不
富不行。 ”董明坤说。 于是，他结合当地“万企兴万村”行
动的开展，在巫山所辖乡镇建成 20 万亩红薯基地，并免
费为村民提供优质红薯苗，统一提供管护技术，待红薯
成熟后，以保底价收购。这样带动了 1000 户农户种植红
薯，户均增收达 6000 元。

2021 年， 董明坤还被选为巫山县工商联兼职副主
席。“下一步，我们要建更多的生产线、建成更多的红薯
基地和红薯加工厂，为巫山老百姓增收致富注入强大动
力，为助推乡村振兴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董明坤表
示。

董
明
坤：

扎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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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巫峡粉丝生产车间工作。

（上接第一版）驻村帮扶单位和社会爱心人士募集了 2.7
万元，为困难学生家庭给予一定的帮扶救助。

看到村支两委干部真心为群众着想，村民们纷纷鼓
掌表态，“我们不办升学宴了。 ”

“今年考上大学的，每人 500 元；考上 211 学校的
1000 元、985 学校的 2000 元；脱贫户、低保户、残疾户、
家庭困难户的高三毕业生，每人 800 元。”被热烈气氛渲
染的卢光炜站起身来，大声宣布，“下面，请念到名字的
学生上来领钱！ ”

“李隆旭、杨爽、李琳……”
“感谢村里给我的关心关爱，我将在新的学校好好

学习，学成后回报家乡，为乡村振兴出力。 ”18 岁的李隆
旭感言。

他一家 6 口人， 曾是该村的贫困户。 2015 年脱贫
后，他的父亲在外务工，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读书。 今年，
李隆旭以 500 多分考上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全家正准
备申请助学贷款。

“现在放心了，有村里帮助，娃娃读书不愁了。”他的
母亲谭春说。

“那好，大家不忙走。 今天村里还准备了三桌宴席，
为孩子们集中庆贺一下，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学成归来
……”卢光炜一边带学生赴宴，一边邀请记者参与。

“好，这样的‘升学宴’我们一定去！ ”记者说。

平安村：
一场别样的“升学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