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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方丹 通讯员 陈
敏） 8 月 25 日，大昌镇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审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项工作。 全镇
67 名人大代表出席会议。

会上，与会代表听取和审议了《大昌镇
人民政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专项工作报告》， 并通过了相关
决议。

据了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大昌
镇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聚焦“守底线、抓
发展、促振兴”，围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产

业帮扶、消费帮扶、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易地
扶贫搬迁后续发展等问题整改、补短板强弱
项，切实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
位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其中，
在宁河、 官庄等 13 个村新建生态柑橘园
10058 亩，完善道路、水系、杀虫灯等基础配
套设施，高标准新建智慧果园；持续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 指导 27 个村有效盘活集体闲
置存量资金近 1200 万元， 组建巫山县丰衣
足食农村集体经济管理有限公司， 从事农
资、农技和农机等专项服务，构建公司 + 村
集体组织 + 产业大户的定向服务机制；完
成粮食种植面积 5.7 万亩， 粮食作物产量

1.4 万吨；争取资金 2000 余万元推出光明村
乡村振兴示范点， 有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
村宜居和农民增收，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提升。

下一步，大昌镇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 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
制， 对易返贫致贫人口持续开展动态管理，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持续抓
好产业就业。 持续推广多种类型、多层次的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持续
推进“龙头企业 + 基地 + 农户”“村集体 +
专业合组织 + 大户 + 农户” 等多种类型的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强化就业帮扶车间指

导，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多渠道拓宽增收渠
道。 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深化农村集体产
权改革制度， 强化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
规范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引导巫山县丰衣足
食农村集体经济管理有限公司进一步发展
壮大。 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全面落
实“十大行动”， 重点做到“三清两改一提
升”，引导农户加强房前屋后杂物清理摆放，
做好屋内清洁卫生。 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
大力宣传医疗、教育、低保以及产业扶持、小
额信贷等政策，进一步排查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融洽干群关系。

大昌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陈久玲 文
/ 图） 近日，记者走进铜鼓镇双庙村，只见
一片片水稻长势喜人， 展现出一幅好“丰”
景。该镇党员干部深入稻田仔细查看水稻长

势情况，并浇水灌溉，确保稻谷丰收。
近年来，铜鼓镇党委政府牢固树立粮食

安全意识，以“三变改革”“三社融合”为抓
手，通过党组织牵头，打造“三级合作组织”，

大力发展粮油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屯上稻米香，进贡皇上尝。 ”在双庙村，

有 10 多亩丘水田生长的稻谷品质上乘，清
朝时曾经作为“贡米”进贡皇上。 因此，双庙

村也被称为巫山的“贡米之乡”。
“我们这里的水稻日照条件比其他的地

方好，因此要早收割 10 多天。 ”双庙村村民
余德华说，在巫山，当地的稻米好吃，给皇上
进过贡，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我们这儿海拔
偏高，昼夜温差大，不容易生害虫，基本上用
不着喷农药，所以特别好吃。”余德华告诉记
者，每年出新米时，煮出来的饭，香味十足。

在粮油发展上， 该镇还通过党员带头，
组建了 5 个粮油专业合作社， 在巩固现有
3000 亩粮油面积的基础上， 稳步扩大播种
面积，负责粮油生产的育苗、播种、收割等工
作。 由支部领办，成立了集体经济联合社 11
个，全体村民为社员，共享利益分红，联合社
率先带头发展优质品种水稻 150 亩，带动其
他农户入社 350 亩，实行标准化、绿色化生
产，组织统一收购初级粮油产品并销售给镇
级综合服务社。

同时，党委牵头，打造镇级农业综合服
务社 1 个，由涉及粮油生产的 5 个集体经济
联合社分别出资 20 万元组建， 并在铜鼓镇
粮油基地核心区水流村，修建粮油仓储基地
1 座，购买中型旋耕机、收割机各 1 台，在为
社员提供机械化服务的同时，对外提供社会
化服务，对服务社成员生产的粮油初级产品
实行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销
售，按照每社 18%分红比例（10%留作服务社
发展）进行效益分红，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
均能实现经营性收入 5 万元，2023 年以前
完成“屯上贡米”“屯上菜籽油”品牌打造，到
2025 年各村实现经营性收入 20 万元以上，
收益 5 万元以上。

铜鼓镇：全力打造“屯上贡米”品牌

水流村稻谷飘香。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炎炎夏日，寻一方清凉之地，既能避暑纳凉，
又能欣赏美景、愉悦心情，是一件最惬意不
过的事情，而红椿土家族乡就是这样一个地
方。

近日，记者来到红椿土家族乡，行走在
迷人的乡间小道上，凉风习习，不少县城及
周边的市民纷纷前来避暑， 感受夏日的清
凉。 斜阳西下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观景
台，歇凉、观景、拍照、跳舞，好不惬意。 有的
人散步于林间步道，伴随着鸟呜声声和阵阵
松涛，呼吸着新鲜空气。

红椿土家族乡坐落于巫山县西南部，位
于巫山山脉南段， 幅员面积 110 平方公里，
境内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平均海拔 1430 米
左右， 年均气温 10.6℃， 夏季温度也只有
25℃左右，属于典型的高山气候，是一个有
着浓郁土家风情的高寒乡。

近年来，该乡依托地域优势，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建设土家高山风情小镇，开发野

山谷、燕飞洞、千丈岩、古柏楼等景点，引导
群众开办农家乐和民宿客栈 50 余家， 通过
举办“舍巴节”“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周暨消夏
避暑推介会”， 大力实施打造“巫山西南门
户”“药材之乡”“避暑养生之乡”“民族团结
示范之乡”的“一户三乡”战略，发展乡村旅
游。 如今，已有江苏、湖北、重庆等省市的市
民慕名前来避暑纳凉。

目前，红椿境内的 50 余家农家乐，日均
游客接待量为 3500 人次左右， 每到周末都
需要提前预定。避暑有周末、包月、购房等方
式，上班族可选择周末去，老年人可选择包
月租房，包吃包住，每天 60—100 元不等。

红椿土家族乡：日均接待游客 3500人次

游客在花从中游玩。

（上接第一版）
一是全域覆盖。重庆是全国首个全省域覆盖的绿色

金融改革试验区，经济体量大，产业结构综合性强，囊括
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高排放产业，具有很强的示范
意义。

二是双碳导向。重庆是首个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
验区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的省级
经济体，更加重视整体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新举措。

三是产融协同。重庆强调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
协同发展，着力打造绿色金融与绿色制造、绿色建筑、绿
色交通、 绿色能源、 绿色农林等绿色产业协同发展的

“1+N”绿色产业体系。
四是科技赋能。 重庆将坚持数字化发展方向，强调

构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的“长江绿融通”绿
色金融大数据综合服务系统，全面打通绿色金融发展信
息壁垒， 实现绿色金融信息的开放共享和安全整合,助
推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深度融合发展，提高金融资源绿
色化配置效率。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重庆
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积极探索绿色金融支
持区域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对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加快重庆绿色转型、引领长江经济带乃
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市绿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建设启动

本报讯记者 何岸 潘远胜 文 / 图
8 月 30 日， 县城至竹贤乡下庄村农村客运专线开

通仪式在下庄村举行。 今后，下庄人交通出行、农副产
品流通将更加便捷和顺畅。

据了解，虽然下庄天路于 2016 年进行了硬化，但由
于坡陡、弯急、路窄等条件限制，一直未能达到开通村村
通客车的条件。老下庄村民出行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今
年以来，随着下庄村乡村振兴规划的推进，县委党校下
庄校区的成立， 下庄村民希望开通客车的愿望更加迫
切。竹贤乡乡村振兴暨县委党校下庄校区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工作队和竹贤乡党委政府把开通下庄村客运线
路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

为确保农村客运安全，县应急、公安、交通和道路运
输管理部门及竹贤乡党委政府对该条线路进行了联合
勘察，交通建设部门对道路采取填埋边沟、增大转弯半
径、加固护栏、增设警示标志标牌等进行了整改，达到了
符合 9 座以下客运车辆通行条件。

本条专线是在原有通到下庄村委会线路的基础上，
新增加开通的县城至县委党校下庄校区的客运班线，而
且农客专线将全程途经 8 公里长的下庄“天路”。

县城至下庄农客专线由万运集团巫山分公司负责
营运，专线开通后，将派出两辆准载 8 人的“村村通”农
客，从县城翠屏车站至下庄村实行对开。 届时，下庄村
民也将真正享受到“购物不出村”“卖货不赶集”的交通

“红利”。

县城至下庄农客专线正式开通

县城至竹贤乡下庄村农村客运专线开通仪式。

兹有巫山县生态环境局遗失发票 2 张，发票
金额 53000 元，（发票代码：050002000104， 发票
号码：26107291）；发票金额 50000 元（发票代码
050002000104，发票号码：33961681），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2022年 8月 31日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