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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日前，记者从县农业农村委了解获悉，近年
来，我县坚持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

“两化路”，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

全面优化产业布局。 在海拔 400 米以下低
山带种植柑橘， 海拔 400 米至 800 米中低
山带种植脆李， 海拔 800 米以上的高山带
种植核桃、中药材、烤烟，在不适宜种植经

果林的区域种植生态景观林， 形成了
“1+3+2”（即：脆李＋中药材、柑橘、核桃＋
生态畜牧、烤烟）生态农业发展格局，取得
显著成效。

据县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绍， 为抓好
生态农业，我县编制了《巫山县“1+3+2”生
态农业发展规划》，选好“1+3+2”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优良品种，做好低、中、高区
域的产业品种培育，形成区域产业优势。突
出生态产业基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本
形成了“县有主导产业、乡镇有支柱产业、
村有特色产业、户有骨干产业”的生态产业
发展局面。 同时为抓好产业的管护和品质
的提升，聘请教授及专家开展专业培训，构
建形成了县、 乡、 村三级科技服务支撑体
系。深入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实施
农业投入品减量控害。 实现了“1+3+2”生
态产业管护率达到 100%，优质管护率达到
83%。 纵深推进农业投入品打假、农产品品
牌保护、 质量监管等农业综合执法， 健全

“田间到餐桌、基地到市场”溯源体系，农产
品质量监测合格率 100%。

脆李作为我县的主导产业， 先后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国家区域优势公共品牌、中国气候好产
品等 4 个国家级荣誉。截至目前，巫山脆李
种植面积已达 30 万亩，挂果面积 13 万亩，
今年预计产量 13 万吨，年产值 17 亿元，有
效促进了农民增收。生态农业，绿了青山富
了民。

生态农业：绿了青山富了民

如画的田园。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通讯员
李军） 7 月 21 日， 官阳镇联合重庆五里
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 开展

“专家培训强技术，赠送物资助产业”主题

活动，促进核桃产业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
此次活动以现场授课方式进行。 西南

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 为大家讲授核桃夏季肥水管理和病虫

害综合防控技术。 并深入核桃种植基地手
把手指导， 并耐心解答群众在管护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活动结束后， 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为种植户赠送了化
肥，以提升农户核桃管理水平，推动保护区
内核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官阳镇：邀请专家开展核桃管护技术培训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实习生
陶姝妤 文 / 图） 7 月 21 日，记者在福田
镇白龙村就看到，漫山遍野的脆李树冠上，
覆盖着一层塑料薄膜。远远望去，像大片大
片洁白的云，蔚为壮观。

走进田间地头， 只见翠绿饱满的果实
压弯了枝头，让人垂涎欲滴，果农们正在采
摘脆李。每棵树采摘完毕后，果农便将树冠
上覆盖的脆李薄膜进行拆除并收捡， 以备
明年脆李成熟季节再进行使用。

据了解，2020 年以来， 巫山脆李因受
连续雨水气候影响，致使裂果严重、脆李减
产，果农减收。经探索发现推广脆李树冠覆
膜避雨是有效的物理减灾方法。为此，巫山
与山东鲁冠塑料有限公司合作， 研制激光
微孔透气膜、转光降温专用膜，与市果树研
究所合作开展试验。通过覆膜，除避雨防裂
果外， 也减少了土壤含水量和树体对水分
的吸收， 能有效增加果实糖度和矿物质含
量，提升脆李口感品质。

福田镇只是全县脆李树冠覆膜的一个
缩影。记者从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获悉，今
年以来，曲尺、巫峡、双龙、两坪等乡镇已覆
膜 73.8 万株，按 12 元 / 株标准进行补助，
引导脆李种植主体建设避雨大棚 240 亩，
预计裂果率下降 90%，产量、产值同比分别
增长 18.18%、41.67%。 与市农科院合作开
展巫山脆李防裂果增糖增产综合技术研发
试验，通过避雨大棚、避雨伞、避雨布等物
理避雨设施筛选和不同肥效化学处理试
验， 形成防裂增糖增产集成技术示范。 目
前，该试验已开展前期肥效处理、避雨设施

搭建等工作，试验进度已完成 60%。
此外，为提高脆李产业抗风险能力，推

进脆李产业高质量发展， 县财政局会同县
农业农村委、县林业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制
定 2022 年参保指导性计划，印发《关于做
好 2022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
相关部门、 各脆李主产乡镇积极宣传引导
果农参保。 2022 年李子种植保险参保 2 万
余亩，占比投产面积 15.58%。

下一步， 巫山还将围绕提升产业管护
水平、提质产业规模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有效延伸产业链等方面持续发力，有序
推进脆李国家种质资源圃建设项目、 农业
农村部重庆脆李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项目、
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脆李一防双增试
验示范研究等工作， 推动脆李产业由规模
发展上升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塑料薄膜”为巫山脆李增产增收撑起“保护伞”

用薄膜覆盖大片大片的脆李。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实习生 陶
姝妤） 7 月 20 日， 记者走进福田镇水口
村，柑橘园内传来“哐当哐当”的声音，村民
正在田间清除杂草。

福田镇曾经是煤炭产业重镇，随着 2016
年煤矿全面关闭，福田镇党委、政府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牢
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路，走出了
一条从“地下”到“地上”，“黑色”到“绿色”转
型发展的新路子，而柑橘就是福田绿色转型

的主导产业之一。
水口村支部书记张伦林告诉记者，水口

村以柑橘为主打产业， 从 2017 年至今发展
3000 余亩，分别是农回红、W 默科特、卡拉
血肉等品种，今年初步挂果 1000 余亩，预计
产量 150 余吨。

产业兴，农民富。近年来，该村通过大力
发展柑橘产业，铺就致富路，果农们的荷包
如同压弯枝头的柑橘一样，沉甸甸的。

“我在果园里做工，一天工钱 100 元，一

年可以增加 1—2 万元的收入。 ”农户魏国祠
说。

水口村只是福田镇发展产业的一个缩
影。 截至目前，福田镇共种植柑橘、脆李、茶
叶、 中药材、 小水果 46000 亩， 其中柑橘
18000 亩、脆李 10000 亩、茶叶 15000 亩、中
药材 2700 亩、小水果（大樱桃）300 亩。 经过
不断的探索、总结，如今，农业产业已实现由
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转变，实现了村村有主
导、户户有增收的良好局面。

下一步，福田镇将围绕“三品两区一中
心”发展战略，做强做优柑橘、脆李产业，做
大做精茶叶产业，并创新生产、经营和资源
利用方式，拓展电子商务、直销配送等新型
营销渠道，加快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等
新型生态循环产业，继续高标准建设果品分
拣中心项目配套设施、果品包装盒厂和冷链
仓储基地，逐步将其打造成为江北片区的果
品销售集散中心。

福田镇：做强做优农业产业 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重庆工程学院：大学生用彩绘作品助力红椿文化振兴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曾露
文 / 图） 7 月 21 日， 来自重庆工程学
院环境设计系的 40 名大学生， 在红椿
土家族乡的村民房屋空墙上进行墙绘。

今年 7 月，红椿土家族乡立足土家
文化，以及优美自然风光资源，与重庆
工程学院环境设计系达成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共建协议。 双方合作打造美丽山
水写生实践基地，该校大学生在假期通
过“三下乡”活动，走进乡村，用手中的
画笔， 把土家文化绘到村居空墙上，扮
靓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据了解，此次重庆工程学院环境设
计系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将为红椿土
家族乡的大坪村、 高炉村绘制 1000 余
平方米的彩绘作品，将“白墙”变成“文

化墙”，实现村庄颜值与人居环境“双提
升”， 既给美丽乡村建设增添了别样的
色彩，也在潜移默化中滋润了群众的精
神家园。

重庆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院长
雷江称，重庆工程学院与红椿土家族乡
的合作，主要是基于服务国家的乡村振
兴战略，在支持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方面发挥作用。 今后，双方将建立
长期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宽合作的广度
和深度，为乡村文化振兴出力。

学生们正在创作。

本报讯（记者 方丹） 7 月 20，县就业
和人才中心前往双龙镇安坪村开展“助企纾
困党旗红，就业专员在行动”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了解企业现状，宣传落实就业创业相关政
策，为企业减负纾困。

因疫情影响， 巫山各企业不同程度上受
到了影响，尽管已经慢慢在改善，但目前还是
存在着一些问题。

“当地老百姓都不愿意买，但是销售到外
面又比较难。 ”安坪村小予果园负责人向记者
讲述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更多时候都是靠单
位的同志来帮助， 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
计”。

“要想打开销路， 光靠线下宣传是不够
的，必须借用线上的优势，走电商直播带货这
条路。 ”县就业人才中心主任成俐表示，“你们
果园的规模并不小，而且口味非常好，可以定
期举办葡萄园采摘活动， 促销的同时也能带
动宣传，还能促进双龙的旅游业发展”。

除了小予果园，“石上生花” 露营基地的
负责人也在发愁，“到了夏天，花开满了，但是
赏花的人就我一个，可惜了这么好的花景，到
了旅游旺季来观赏的人都不多”。

“旅游景区最重要的除了当地的自然风
光之外，还有当地的人文情怀，立足‘石上生
花’ 的文化内涵， 树立自己的企业文化和风
格，才是将自身宣传出去的根本。 ”成俐表示，
对于相关政策补贴一定会落实到位， 尽最大
的力量帮助企业打好、打响品牌。

本次活动中， 县就业人才中心为两家企
业讲解了返乡创业园、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等相关政策， 为小予果园联系了相关售卖渠
道，增加了销路；为“石上生花”定制了政策帮
扶措施； 还为两家企业员工送去慰问品 150
余份。

助企纾困是企业突破目前严峻形势的源
动力，县就业人才中心通过“就业服务专员制
度”“政策礼包送到家” 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文 / 图） 随着郑渝高
铁的开通，各地游客纷纷到巫山各景区打卡旅游，神女
溪景区也成为众多游客的打卡地。

7 月 21 日早晨，记者在旅游码头看到，游客们在导
游的引导下，迎着蒙蒙细雨，有序登上游船，向神女溪景
区驶去。 途中，导游向游客介绍沿途的景点并讲解巫文
化和大溪文化。 上午 10 时，游船抵达神女溪游客中心，
换船驶进神女溪景区。

在神女溪景区内，来来往往的船只在峡江里穿梭，
游客们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拿出手机、相机拍照留念。
在导游的介绍下，游客相继游览了上升峰、起云峰等景
点，大家都纷纷感叹神女溪景色之美。 导游们还表演唱
山歌节目，引得大家拍手叫好。

据巫峡神女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借着高铁开通的契机，巫山迅速打开陆上旅游
市场。接下来将陆续开通下庄村乡村振兴线路和万人游
巫峡神女线路。

神女溪景区游持续升温

游客们在神女溪景区合影。

（上接第一版）带头示范、以身作则，认认真真读原著、学
原文、悟原理，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成效，全力打造乡
村振兴“升级版”。 要守住守好“三农”工作的底线任务。
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坚决守住耕地保护底线，坚决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要加快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围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聚焦“现代”抓配套，聚焦“山地”强规模，聚焦“特色”
塑品牌，聚焦“高效”重融合，久久为功、常抓不懈。此外，
要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 切实加强乡村规划建设管
理，做好示范引领，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要突出实效改
进乡村治理。大力传承弘扬下庄精神，建强基层组织、调
动农民积极性；建好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倡导文明乡
风、淳朴民风。

县领导熊伟、王春梅等参加学习。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2 年第 9 次集中学习会召开

遗失声明

兹有巫山县巫峡镇吴泽华的身份证（证号：
512227197809136231）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2022年 7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