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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巫山地处
三峡库区腹心，近年来，该县始终把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着力加强林相
改造与生态修复，围绕长江、大宁河巫山段
沿线，开展以“两岸青山·千里林带”为主的
国土绿化大规模提升行动。以“宜林则林、宜
果则果”为原则，逐步在长江、大宁河巫山段
两岸形成“一江碧水、层林叠翠、四季花漾、
瓜果飘香”的绿色发展示范带。

8 月 15 日， 在大宁河边的巫峡镇桂花
村，今年春季栽种的 73500 亩黄栌、红枫、女
贞长势喜人，成活率达 85%。 为了确保这片
红叶林能在高温天气下生长良好， 一大早，
护林工人们就进入林地为它们浇水“解渴”。

红叶是巫山的“生态宝贝”。 近年来，巫
山县重点在长江、大宁河巫山段沿线营造红
叶景观林消灭“断档”和“天窗”。实施三峡库
区生态廊道巫山段林相改造及红叶景观建
设项目，共栽植黄栌、乌桕、枫香、红枫等红
叶品种 2000 余万株，新（改）造红叶景观林
5 万余亩。 目前，巫山红叶面积已达 120 万
亩，集中成片面积 20 万亩。以 120 万亩巫山
红叶为媒，连续成功举办 15 届中国·重庆长
江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累计吸引游客
4000 余万人次， 全县超过 10%的人吃上旅
游饭。

除了红叶，巫山还因地制宜开展绿化行
动，结合“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以“宜

林则林、宜果则果”为原则，科学布局“空间
+ 纬度”生态保护措施，形成了低山带柑橘、
中山带巫山脆李、高山带生态保护林的三带
绿化效果，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
建设，发展乡村旅游、森林康养等，实现增绿
与增收双赢。

8 月 15 日中午， 虽然地表温度已经超
过 40℃， 曲尺乡伍柏村村民王禹斌仍在柑
橘园里抗旱浇水。 由于土地石漠化现象严
重，他家的 7 亩土地全部栽上了柑橘树。

目前， 巫山柑橘年产量已达 9 万吨，年
产值 4.5 亿元；脆李年产量 11 万吨左右，年
产值 16 亿元；核桃产量达 2100 吨，年产值
4200 万元。 自 2017 年至今，巫山县建设以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为主的国土绿化营造
林 128.42 万亩， 治理水土流失 344.85 平方
公里，全县森林覆盖率由 2016 年的 56％提
升至 67.6%。 在巫山全县经济总量中，绿色
经济占经济体量的 70％以上。

县林业局副局长田友超介绍，巫山主要
营造的是红叶景观林、生态林和经果林。 截
至目前，全县红叶林新增 20 万亩，成为全国
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观赏期最长的红叶旅
游观光基地；建成脆李、柑橘和核桃产业基
地 53 万亩，成为库区群众名副其实的“摇钱
树”和“致富果”。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按照相
关要求， 全力完成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
任务。

巫山：“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实现增绿与增收双赢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9 月 1 日，县政协副主

席黄承权带领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部分委员，到竹
贤乡下庄村和石院村视察美丽宜居示范乡建设工作。

在下庄村，黄承权一行参观了鸡冠梁、守望下庄、人
事迹陈列馆、愚公讲堂等教学点，深入感悟、学习下庄精
神。 在石院村实地查看了石院记忆馆、高山蔬菜生态基
地。 听取了美丽宜居示范乡建设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并
围绕此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委员们建议，加大基层党组织建设力度，积极探索
基层治理新路径， 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总体要求，凸显优势特色。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乡
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带动群众改善乡村
人居环境，共同参与建设美丽家园。结合各村特点特色，
根据群众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好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用好、用活资源和政策优
势，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和群众幸福感、满意度，大力推进农村产业振兴、生态建
设、人文建设等工作。

本报记者 曾露 通讯员 向殷
文 / 图

由于持续高温少雨天气，我县部分地
区农作物出现不同程度旱情，农户们积极

采取措施，引水抗旱保丰收。
7 月以来， 福田镇水口村柑橘种植基

地里，3000 多亩柑橘树正遭受着持续的高
温“烤”验，部分果树出现茎叶萎蔫、叶子

发黄、生长缓慢等现象，对果实生长造成
了一定影响。

“因为天干，好多果子都缺水，差不多
干了一半”。 水口村村党支部书记张伦林

说，缺水不仅让柑橘树干枯、掉果，并且很
多都是“黄脸蛋”。

据了解，今年是该果园进入挂果的第
二年， 当下的果子大部分被晒成“太阳
果”，呈一半绿一半黄，黄色的一面被晒得
硬邦邦的，严重的被晒成了黑褐色。

看着持续的高温天气，张伦林心里十
分焦急。 他带着村支两委和果农们商量，
必须及时组织自救，找水源、牵水管，一棵
树一棵树地喷淋、浇灌，这样才能保住的
果树。

于是，说干就干。 水口村组成抗旱服
务队， 一边积极到周边的村去协调用水，
一边带着抗旱用的管道、水泵、蓄水罐等
设施设备来到果园里，为果树浇水。

他们将灌溉区域划小，蹲守轮流执行
灌溉。 由于白天高温，抗旱服务队的就采
用每天清晨 5 点 -10 点进行应急灌溉作
业， 白天和晚上专人值守轮流换区灌溉。
同时，还组织农技人员深入果园，对果树
进行抗旱技术指导。

“看着政府给我们送来抗旱设备，并
且哪里缺水，水管就浇到哪里，我们很欣
慰，这让我们种果树的都看到了希望。 ”果
树种植户张伦辉表示。

据了解，为减少旱情的影响，福田镇
组织各村果农利用各种农机拉水挖坑，浇
灌，滴灌等措施，让果树“喝”上及时水。 同
时，积极与农业部门加强协调联动，尽最
大努力减小旱情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带来的影响，将果农损失降至最低。

福田镇：战“旱”保果记

抗旱服务队正在浇水。

县政协视察美丽宜居示范乡建设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重庆 文 / 图） 9 月 2 日，
两坪乡仙桥村举行“鲁渝协作 东薯西种 巫山蜜薯”
开挖仪式。

开挖现场，村民们纷纷手持锄头采挖烟薯，一锄头
下去，一个个烟薯个头匀称、颜色鲜红，十分诱人。 为了
让村民和现场嘉宾现场品尝“烟薯”，仙桥村村委会还精
心准备了烤红薯供大家品尝，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2020 年， 仙桥村从山东八多里农业有限公司引进
“烟薯 25”新品种，发动本村村民大力种植，打造了两个
百亩“仙桥烟薯”种植示范基地；目前，该村种植烟薯
200 余亩，亩均增收 6000 元，年产值超 100 万元。

“烟薯 25”是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
一个优质、高产、抗病性好的烘烤型鲜食品种，以其富硒
特色和“甘、甜、软、糯”的口感，深受消费者青睐。

仙桥村“烟薯 25”上市

村民正在挖烟薯。

（上接第一版）
年轻党员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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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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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在家带着两个小孩。这些天来，她一心扑在
抗旱救灾工作上，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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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小家顾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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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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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苏桂是重庆市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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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跟丈
夫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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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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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进入盛产期的李园， 由于缺水灌
溉，已有几十棵树被干死。

“明年大概要减产 30％左右。 ”李苏桂说，

看到村民有水吃， 自己这点儿损失又算得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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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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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县党
员干部始终与群众在一起， 奏响了一首同甘共
苦、风雨同舟的赞歌。

（转自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农民日报》头
版）

重庆巫山：抗旱一线党旗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