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wsnews@163.com

2022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五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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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作炳 文 / 图）
8 月 23 日，2022 年重庆文旅大数据发布
会在重庆举行。 会上举行了 2022 年重庆
市智慧旅游景区典型案例授牌仪式，本次
共有 7 个景区作为典型案例公布，我县巫
峡·神女景区入选。

巫峡·神女景区地处长江三峡腹心巫
峡段，是以峡江风光为主的自然风光型景
区。 景区总面积 76 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
积 5.26 平方公里。 景区主要由南、北线两
大部分组成，南线以神女溪、净坛峰、神女
天路片区为主，北线以神女峰、望霞片区
为主。 现有主游客中心（柳坪）及净坛峰、
神女溪、神女峰游客服务中心，有游船、步
游道、高空索道、观光车、观景平台、神女
天梯等交通体系， 实现 360°全景巫峡深
度游。

奇山异水、梦幻神女、巫山云雨、巫山
红叶、高峡平湖是巫峡·神女景观五绝。

近年来，巫山加快推进全域旅游智慧
化升级，建设完成了“巫山全域旅游大数
据综合管控平台”、“畅游巫山” 游客服务

小程序等亮点项目。 创新采用 AR 实景地
图应用，打造西南首家，也是唯一的数智

“活地图”超融合指挥平台。 通过一张“活
地图” 便捷实现巫山全域旅游“可视、可
控、可管”，提升管理人员精细管理、精准
分析、高效调度的能力。

“畅游巫山”游客服务小程序是坚持
“以人为本，以游客为中心”，为游客提供
“全过程、一站式、个性化”全域旅游智慧
服务， 提升游客全域旅游体验感及满意
度。 只需在手机端点开小程序，就可以解
决游客在游前、游中、游后的各种需求，包
括景区攻略介绍、门票预定、住宿预定、美
食预定、用车服务、文创产品、在线商城、
导游导览等特色功能，特别是导游导览功
能， 全方位的解决了游客来到巫山后吃、
住、行、游、玩、购的全面需求。

巫峡·神女景区智慧升级在服务方面
倡导人性化、个性化、智能化等理念，结合
落地的功能应用创新服务模式，为游客提
供便捷化服务，正推动巫山旅游由单纯的

“门票收入”向现代旅游消费方式转化。

巫峡·神女景区获评“2022 年重庆市智慧旅游景区典型案例”

授牌仪式现场。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文 / 图）
8 月 22 日—24 日，2022 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本届智博会延续“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
生活添彩”主题，聚焦“智慧城市”年度主
题，采取“线上 + 线下”的方式进行，包括
会议、展览展示、赛事、论坛和系列活动五
个板块。

在巫山文旅展台，前来学习观摩的人
络绎不绝，大家被巫山美丽的风光和城市
街景所吸引。 巫山文旅展台主题为“趣巫
山、智旅游”，面积约 50 平方米。 展台设有

“巫山新县城”“巫山旅游特色景点” 两个
沙盘，借助于灯光与模型、采用 UV 和 3D
打印等智能化设备相互配合，将巫山县城
及重点区域———巫山神女大道、巫山红叶
酒店、巫山旅发集团（码头接待中心）、巫
山龙门大桥及小三峡两岸崖壁、巫山长江
大桥、巫山高铁站、巫山机场等完美融合，
在立体沙盘中，巫山神女峰、神女庙、文峰
观、镇水塔、下庄村挂壁公路巧妙融于一
体，全方位展示巫山坚持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推动数字巫山、乡村振兴、城市提
质和文旅融合等成效。

巫山文旅展亮相 2022智博会

镇水塔。

（上接第一版）在犀牛村，镇人武部长杨洁和宣传委员李
薇正在核对云雾村应急送水重点人员名单。

“犀牛村送完后，就要给他们送水去……”云雾村是
一个偏僻小村。 8 月初，杨洁和郑中原进村查看灾情时，
发现四、五社的村民饮水特别困难，尤其该村还有 14 户
脱贫户、特困户、低保户，急需送水上门。 他们立即安排
镇里的消防车，从 20 公里外取水，每天送水 10 吨以上。
同时，杨洁还自告奋勇，亲自担当起为困难群众送水的
任务。

“现在干部随时关心我们，真的很感谢。 ”村民们纷
纷表示，“只要干部在，什么困难也不怕。 ”

娃娃锁在家里
8 月 22 日，临近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
在福田镇跑马村一社的一间房屋里，一位 7、8 岁的

小男孩正哄着弟弟，“弟弟莫哭， 妈妈马上就回来了
……”

此刻，他们的妈妈、跑马村党支部书记伍仲桂正与
送水车一起，在 3 社、4 社为村民送水。

今年 6 月底，跑马村原支书辞职了。 村里的工作谁
领头？

“我来。 ”28 岁的村综治专干伍仲桂站了出来。 从 7
月 1 日担任代理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她还没来得及熟悉
工作，就遇上了旱灾。

“全村有 285 户 800 多人出现饮水困难，怎么办？ ”
“找水。 ”伍仲桂手一挥，就带着 6 名村干部、4 名老党员
7 次到山林里寻找水源。

“水源都干了，怎么办？”伍仲桂攥紧了拳头，重重地
一举，“那就送水！”于是，从 7 月 21 日开始，跑马村的村
道上，一辆辆送水车川流不息地行驶着。

村民们有水吃了， 但伍仲桂心中的苦又有谁知道？
她的公公婆婆都在福建务工，丈夫是一名教师，早早地
到学校做开学准备工作了， 仅她一人在家带着二个小
孩。这些天来，她一心扑在抗旱救灾工作上，只能把孩子
锁在家里。

“家里买了几箱方便面， 饿了就让他们换着口味
吃。 ”伍仲桂说。说者随意，听者动容。在群众与家庭、小
爱与大爱面前，一名普普通通的基层党员给出了坚定的
答案。

与伍仲桂一样，老党员、老支书邓昌禹将 90 多岁的
老母亲放到镇卫生院后，就没再去看望一次，以至于他
母亲经常问护士：“昌禹哪里去了……”

带人找水、协调用水、用车送水……她不知道，一个
月来，她的儿子邓昌禹一直在村里忙个不停。

“送水”夫妻岗
“水来了，水来了！ ”
“昨天你们送的水还没吃完，今天怎么又送啊？ ”
“怕你不够用，我们多送几次来。 ”
龙溪镇马岭村困难群众卢志东闻声还没出门，就看

见李苏桂、陈禄静夫妇提着水进来了。
李苏桂是市人大代表， 也是马岭村党支部副书记。

近年来， 她与丈夫陈禄静在家发展种植了 100 多亩脆
李，建起了脆李园。为提高果园经济效益，他们自费建起
了抗旱池、蓄水池。

8 月以来，旱情逐渐严重，饮水困难的村民越来越
多。李苏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商量丈夫，“我们有水
池，有农用车，每天为村民送水吧。 ”

“水源小了，水池的水也不够，给村民送水了，自己
怎么办？ 果园怎么办？ ”听到丈夫的疑虑，李苏桂说，“管
不了那么多了。 我是党员，也是人大代表，你也是党员。
群众没水吃，难道我们就不管吗？ ”

随即，李苏桂拿出 700 多元，让丈夫将农用车改装
成送水车，每天定时为村里 56 户困难群众送水上门。

然而，正进入盛产期的果园，由于缺水灌溉，已有几
十颗果树被干死。

“明年大概要减产 30%左右。 ”李苏桂说，看到村民
有水吃，自己这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

此外，在龙溪镇的抗旱救灾一线，处处都有普通党
员、镇村干部、社会爱心人士的身影。 其中，有县人大代
表、企业家周国松，不仅安排企业车辆为村民送水，还购
买了 1000 件桶装水送给困难群众。 有龙坦村驻村工作
队，穿山越岭为群众找水，并帮助协调帮扶部门筹集资
金，购买引水管道；有龙溪村村支两委，连夜为村民架设
3000 米管道，解决 1000 多村民的饮水问题。

……
一个个党员的身影在抗旱中闪现，一面面鲜艳的党

旗在一线飘扬。 在旱情面前，全县党员干部始终与群众
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雄壮赞歌。

巫山：
想尽办法 让群众有水吃

8 月 24 日， 专职打孔工肖启军正在高唐街道一客
户家中用水钻打孔（如图）。

随着城市的发展，曾在外做空调安装的曲尺乡龙洞
村村民肖启军、陈兰夫妇，自 2017 年开始，投入近 3000
元购买了一台水钻打孔机，专门为墙壁打孔。 小孔 50－
80 元／个，大孔 80－150 元／个，月收入均超万元。

记者 王忠虎 摄

肖启军：

专职打孔 月入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