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8 月 25 日 -26 日，副
县长杜卫率县招商投资事务中心和相关企业代表负责
人，前往广州市参加第 30 届广州博览会。

期间，杜卫出席了开幕式，与广州市协作办就广州
对口支援巫山经贸工作深入交换意见。 代表团一行还
参观了巫山展台和国际馆等特色展馆。

杜卫对巫山展台独具魅力的设计给予充分肯定。他
说，要认真学习借鉴广博会经验，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要结合巫山农业资源秉赋，不断优化和丰富我县
农特产品供给；要加大旅游产品宣传营销力度，让更多
人认识巫山、走进巫山，感受会呼吸的生态，逐渐形成巫
山旅游品牌效应。

广博会上，巫山展台的农特产品和旅游产品深受广
大客户喜欢。 同时，巫山的旅游资源、良好的投资环境
等也吸引了众多知名企业的青睐，不仅扩大了巫山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也展现了巫山越来越开放的发展姿态。

我县赴广州参加第 30届广州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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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记者 向君玲 通讯员
仲叶青） 8 月 25 日，“巫万一体化” 运行
工作会议召开，标志着“巫万一体化”运行
切实落地，进入试运行阶段，将改善旅客
进出巫山的体验感。

“巫万一体化”，指的是巫山机场和万
州机场实现两个机场视为“合体机场”来
运行。 当巫山机场天气不满足起降标准
时， 进出巫山的航班将在万州机场起降，
巫山机场至万州机场往返的地面交通由
巫山县政府指定运输公司实施，乘客无需
承担地面交通费用。

巫山机场公司负责人举例说，若乘客
甲从乘坐 N 航班从广州飞巫山，因巫山天
气不满足起降标准，该航班航线改为广州
飞万州，乘客甲选择继续乘坐 N 航班到达
万州后，出示登机牌将有地面人员引导至
“万州机场至巫山机场”的专线大巴车，经
过 2 小时地面旅程后顺利抵达巫山。 乘客

乙乘坐M 航班从巫山飞广州，因巫山天气
原因该航班改为万州飞广州，乘客乙选择
继续乘坐该航班时，将有工作人员引导其
至指定的乘车地点搭乘“巫山机场至万州
机场”专线大巴车，抵达万州机场后，有工
作人员引导按正常乘客办理乘机手续后
乘坐M 航班飞抵广州。

2019 年通航以来，巫山机场先后开通
了广州、深圳、海口、昆明、成都、重庆、西
安、烟台、杭州等航线，为三峡库区搭起了
通向全国的空中桥梁。 三年来，巫山机场
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探索应对低云低能见
度天气影响飞行安全、提升航班执行率和
正常性的方法， 先后从各种除雾技术、提
升导航精度降低运行标准、借鉴“保腾芒”
一体化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在
县人民政府、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民航
重庆监管局和重庆机场集团的大力支持
下，巫山机场组织各方专家进行深入研讨

后决定采用“巫万一体化运行”方式来解
决问题。

“‘巫万一体化’运行实施后，将极大
改善巫山航空市场营商环境，有效提升航
空公司执飞巫山机场航班的信心。 ”副县
长杨苹表示，同时为乘客带来好处：提升
航班正常率和执行率，减少航班取消和返
航备降，将有效保障乘客顺利出行，无需
担心航班取消和返航影响行程安排和个
人其他重要事项；免去退票、改签等繁琐
手续和资金损失；能有效推进巫山航空市
场复苏， 提升巫山机场航空市场发展信
息，开辟更多新的航线，巫山通往全国的
天路将更通畅。

链接》》》
“巫万一体化”运行推进情况

2020 年至今，巫山机场在军、民航各

级监督管理机关的指导下，在地方各级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完成了“巫万一体
化”运行方案和运行保障手册的编写和审
核。

2022 年 2 月，组织巫山机场、地面运
输公司、万州机场开展地面转运保障实战
演练。

2022 年 5 月，与云南机场集团、“保腾
芒” 一体化运行滇西运管委进行深入交
流，学习成功经验和做法。

2022 年 7 月，全面完成“巫万一体化”
运行的各个保障环节人员培训、 协议签
订、保障方案优化等内容，向民航重庆监
管局提交准备情况报告。

2022 年 8 月 25 日，“巫万一体化”运
行进入试运行阶段。

“巫万一体化”进入试运行阶段
以后旅客乘飞机出行更有保障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8 月 26 日，G42 沪蓉高速巫山东互通正式
开通。 县领导杨苹、罗伟出席开通仪式。

据了解，巫山东出口是 G42 沪渝高速
在巫山县的第三个出入口，位于县城北部
早阳新区， 设有主道 1260 米， 匝道 1550
米，桥梁 5 座、涵洞 5 处，收费站设 4 进 5
出共 9 个进出通道。 该项目由重庆市交通
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于 2018
年 11 月进场开工建设， 于今年 8 月中旬
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G42 沪蓉高速巫山东互通是全县高
速公路建设的一个重要节点，丰富了城市
路网体系。 让早阳高铁站、龙江新区与外
界联系的更加紧密，从 G42 沪蓉高速巫山
东 5 分钟可以达到巫山站乘坐郑渝高铁，
6 分钟可以抵达龙江新区感受“三峡港湾
城·巫山云雨地” 的独特魅力，7 分钟到全
球烤鱼总店品尝驰名中外的巫山烤鱼，也
可以从巫山东高速互通体验自驾的快乐，
还可以让远方的朋友更快捷地品尝巫山
脆李、巫山恋橙，是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通道。

G42沪蓉高速巫山段新增一出口

巫山东收费站。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文 / 图） “青
枝绿叶果儿长，辛辣甘甜任人尝”。 眼下，到
了辣椒成熟季节，在三溪乡木耳村辣椒种植
基地里， 一片片长势喜人的辣椒映入眼帘，
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辣椒，田里田外
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的辣椒结得很好， 每天可以摘
100 多斤，合作社直接到家里来拉，完全不
担心销售问题。”说起辣椒，种植户何元生一
脸的高兴，他种植了 5 亩辣椒，以均价每斤
1.2 元的价格卖给合作社， 目前已经卖了 1
万多元。

辣椒种植不仅增加了农户收入，也带动
了当地村民务工。 每当农闲，附近村民就会
到基地帮忙种植、除草、采摘、打包等，在不
耽误家里的农活情况下到基地务工每月还
能挣工钱上千元， 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
收。

“我们通过‘合作社 + 村集体 + 农户’
的发展模式，在木耳村共种植辣椒 90 余亩。
目前，已经采摘了 5 万余斤，卖了 6 元多元，

预计今年能采摘 15 万余斤，收入 15 万元左
右。 ”重庆寸禾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许令
介绍， 合作社不仅免费为农户提供种子、肥
料和种植技术，还帮助农户销售辣椒，解决
销售渠道不畅难题， 从而帮助农户增加收
入。

据了解，为推动撂荒地复耕，不断提高
土地利用率， 进一步抓好产业发展助农增
收，三溪乡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结合撂
荒地整治盘活土地资源，着眼现代优质高效
农业的发展方向，通过“合作社 + 村集体 +
农户”的发展模式，将辣椒种植基地建在群
众家门口，动员群众参与其中，让撂荒地焕
发新活力。

下一步，三溪乡将围绕“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目标，充分发挥地域和气候优势，不
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
业，让群众在发展乡村产业中，通过土地流
转、务工收入、入股分红等方式增加群众收
入，助力乡村振兴。

木耳村：辣椒产业助农增收

村民正在摘选辣椒装箱。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陈久玲 文
/ 图） 8 月 16 日， 记者来到位于铜鼓镇青
松村的蛋鸡产业孵化园看到，一枚枚圆润饱
满的鸡蛋通过现代化的输送带从鸡舍里传
送出来。

位于青松村的重庆市田袁旺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蛋鸡产业孵化园成立于 2019 年
1 月，为县外市内招商企业、市农业龙头企
业，县蛋鸡产业龙头企业。 企业距所在地海
拔 1260 米，环境条件适宜养殖。园区占地面

积 206 亩，其中鸡场占地面积 63 亩。蛋鸡产
业园设计存栏蛋鸡 100 万只， 同时开展种
苗、技术、信息等服务，计划带动周边乡镇养
殖户发展蛋鸡 100 万只。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 拟建设蛋鸡圈舍
21 栋 4.5 万平方米，配套建设年孵化 200 万
羽鸡苗孵化场 1 个，年生产 7 万吨鸡饲料厂
1 座，年产 2 万吨生物有机肥厂 1 座，年屠
宰 200 万只蛋鸡加工厂 1 座。现已经流转果
园 700 亩。项目计划投资 7575 万元，年计划
产值 4.5 亿元。 力争通过 5 年时间，将园区
建设成为集科研、培训、养殖、销售、饲料加
工、屠宰冷藏、有机肥生产等为一体的蛋鸡
产业园、 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巫山鸡蛋”主
要生产基地。

为了确保蛋鸡养殖过程不对环境产生
污染，公司采用了粪污自动收集、分离、处理
系统，引进国内最先进的好养发酵罐和异位
发酵翻堆技术，对鸡粪进行无害化处理。 为
提高有机肥料肥效、 解决季节用肥矛盾，公
司引进年产 2 万吨的生物有机肥生产线一

条进行加工处理。 此外，公司还投资建设了
先进的地上中温厌氧发酵罐沼气处理系统，
处理鸡场、肥料厂生活、生产污水问题，年产
2 万立方米沼气，可以为鸡场及周边农户提
供生产生活用能，整个鸡场的生产运作形成
绿色、无污染的闭环。 该公司采用“公司 +
集体经济组织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使农
户、合作社、村集体组织抱团发展。 实行“六
统一分”的管理方式，即统一养殖技术、统一
种苗发放、统一疫病防治、统一饲料采购、统
一产品销售、 统一标识品牌和分户养殖管
理，并以合理的价格回收鸡蛋，社员通过签
订合同， 确保鸡蛋质量达到公司规定要求。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经带动周边农户 300 户
1000 余人从事蛋鸡养殖行业。

铜鼓镇还将青松、茅坝、葛家、水流 4 个
村的集体扶持资金 174 万元，通过入股的方
式注入该公司，每年能够收到保本固定分红
约 11 万元左右， 村集体经济收入得到有效
保障。

企业带动 铜鼓镇 300户农户从事蛋鸡养殖

蛋鸡孵化园全景。

本报记者 何岸 文 / 图
8 月 3 日， 建始县店子坪村考察学习

……
8 月 26 日，骡坪镇大垭村观摩交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个月内，竹贤乡

党委政府、下庄校区工作队组织干部、村民
代表两次外出“取经”。 考察如此密集，竹贤
加速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决心由此可见一
斑。

建始县店子坪村海拔 1200 多米， 是当
地的红色教育基地， 民宿旅游做得风生水
起。 从地域环境及文化内涵来看，竹贤与店
子坪村有诸多相似之处。

近几年，骡坪镇大垭村成立旅游专业合
作社，集中连片打造一批农家乐，良好的生
态环境吸引了众多县内及周边游客前往，带
火了当地旅游经济。

远看店子坪，近学大垭村，竹贤乡在推
动旅游产业发展上， 开始量体裁衣加速赋
能。“走下庄天路，学楷模精神”。 如今，以下
庄精神为引领，竹贤红色旅游、高山生态旅
游呼之欲出。

在下庄村三社、四社，经过风貌改造的
各种民宿小院，开始对外全面开放。 由专业
公司统一运营，公司、农户、村集体捆绑发展
实行利益分红，旅游发展业态渐趋成熟。

而在下庄村一、二社，因为处于下庄天
路的上部， 所以又被称之为下庄村的“上
庄”。 这里的村民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下部，从
下庄旅游的发展中，探索新的出路。

下庄二社村民阳开贵参与了店子坪村
的考察学习。 在她看来，这次走出去开阔了
眼界，店子坪民宿旅游经营模式、发展理念
值得学习，这更加激发了她回家发展餐饮住
宿的信心和决心。

回来的第二天，阳开贵便和丈夫田祖述
一道行动起来。“屋子是现成的，视野开阔，
交通便利，我觉得我们这里适合搞农家乐。 ”
阳开贵说。

阳开贵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竹贤乡乡长朱从 分
析，下庄一、二社毗邻村委会和“下庄驿站”，也是进入下
庄天路的始发地。这里海拔超过千米，便利的交通、适宜
的气候，加上老百姓迫切的发展愿望和信心，这些都是
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绝佳要素。

8 月 25 日，阳开贵的“明月农家乐”开张，她也成了
“上庄”发展餐饮住宿综合服务体的第一人。

屋前阳台上鲜花开得正茂，对面百米处的“下庄驿
站”清晰可见。 一楼餐饮，二三楼住宿，阳开贵把农家乐
收拾得干干净净，安排得井井有条。

“目前一、二社还有七八户村民有开办农家乐的意
愿，我们工作队摸了底，和他们进行了初步接洽。 ”下庄
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张鹏说。阳开贵两口子也在试着
做附近村民的思想工作，鼓励发动大家一起抱团发展。

石院村党支部书记周相奎坦言，看了大垭村的农家
乐，也看到了和人家的差距。 这个差距主要体现在思想
观念上。过去，村里大多数人一直在观望，老想靠国家来
扶持。 其实，这种畸形的理念成了当下制约旅游发展的
最大短板。

“我们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并不比人家差，别人能发
展起来，我们凭什么不能！”石院村村民龙伦玉在观摩学
习后由衷感叹道。 考察之前，龙伦玉已经开始准备自家
的民宿，12 个房间、标准化厨房都基本准备到位，这次
考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几轮考察学习，深深刺激了竹贤人的神经。 石院村
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刘代和说，除了心动，还要行动，好
戏在后头，落实是重头戏。

“从考察的情况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集
中连片、抱团发展。 ”竹贤乡党委书记吴文锐认为，这是
当下旅游产业发展大势所趋， 唯有此才能形成战斗力、
竞争力和推动力。走出去观摩学习，带回来思想转变，是
一种战术谋略，更是一种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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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骡坪镇大垭村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