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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王忠虎
文 / 图） 9 月 13 日， 金桂路正式竣工通
车。

金桂路项目是金坪乡至巫峡镇桂花
村、龙江新区村级道路改扩建工程，全长
12.7 公里， 宽 6.5 米， 设计标准为四级公
路，双向两车道。

“金桂路八月上旬开始进行路面油
化，为确保工程进度，我们战高温冒酷暑，
于九月初完成油化，并完成标识、标牌及
护栏的安装，为通车做好充分的准备。 ”巫
山县通畅道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洁
说。

据了解，长期以来，因原村级路宽度
窄，半径小，纵坡大，泥结碎石路面坑洼
多，车辆通行十分困难，如遇冰雪天气，金
坪、双龙、骡坪等乡镇部分群众根本无法
通行，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和旅游成
本均较高， 严重制约了部分乡镇经济发
展。 改扩建金桂路一直是金坪、双龙、骡坪
等地人民的美好向往和殷切期盼。

金桂路通车后， 与原通行主干道相
比，路程缩短了 40 公里，时间上节约 1 个
小时，不仅便捷了金坪、双龙、骡坪等周边
乡镇 1.5 万群众的出行， 更促进了当地农
产品销售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助推全
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快速实施。

县领导杨苹出席通车仪式。

金桂路竣工通车 1.5万群众出行更便捷

畅通的金桂路。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文 /
图） 9 月 11 日晚，南陵古道“三峡
里·竹枝村”建设现场灯火通明，灯光
下都是忙碌的身影，工人们争分夺秒
抢抓施工时间，快速推动项目建设。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虽已是晚
上 10 点， 挖掘机仍挥舞着铁臂在不
停的挖土， 渣土车来回运送土方，混
凝土罐车不间断送来搅拌好的混凝
土。工人们头戴安全帽，干劲十足，有
的在绑扎钢筋及模板巩固，有的在进
行垫层浇筑，20 余名施工人员各司
其职，整个施工现场如火如荼。

为加快项目进度，除工人们加班
加点外， 项目还采取交叉施工方式，

底板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多个工
序同时进行。

据三峡里·竹枝村项目负责人介
绍，项目目前完成进度约 60%，力争
在 11 月中旬完成建设任务。 虽然时
间紧、任务重，但项目部仍严格按照
安全文明工地标准组织施工，严格落
实质量、安全、环保等各方面要求，科
学合理推进施工，确保项目能如期投
入使用。

三峡里·竹枝村项目部：挑灯夜战抢工期

工人们正在绑扎钢筋。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陈桂林
文 / 图） 白露已过， 核桃采收正当时。
今年， 我县核桃产业经受住了入夏以来
长时间高温干旱的“烤”验，已挂果的近
四万亩核桃喜获丰收， 产值超 2000 万
元。

在官渡镇二台村一处核桃果园里，
漫山遍野的核桃树随山势蔓延铺展。 饱
满个大的青皮核桃挂满枝头。 采收核桃
的人们分工明确， 有的用长竹竿将核桃
从树上敲打下来； 有的将掉落在地上的
核桃捡起装进袋中； 有的将装满核桃的
口袋捆扎好后搬运装车……大家各司其
职，忙而有序，好一幅喜人的秋收景象。

核桃种植大户孙庆魁介绍， 他的核
桃园种植面积 220 亩， 今年产量可达到
10 多万斤，产值 10 多万元，每天 10 多
名工人可采摘核桃 4000 多斤，预计九月
下旬采摘结束。

像种植大户孙庆魁一样， 我县发展
核桃产业的果农普遍喜获丰收， 在今年

罕见的伏旱年景下实属不易。其中的“秘
诀”除了果农日常的精心管护外，还离不
开专业技术人员的悉心指导。

县林业局核桃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
员沈青告诉记者， 巫山核桃产业在西南
大学专家团队鼎力支持下， 克服旱情影
响，持续加强农户抗旱措施指导，核桃产
业喜获丰收。 目前，大昌、竹贤等核桃主
产乡镇陆续进入采摘期， 预计今年鲜果
产量将达到 5000 吨左右， 产值约 2000
余万元。

据了解， 我县共种植核桃 15 万亩，
品种主要为“渝城 1 号”，它具有丰产高
效、抗逆性强、耐旱、抗病虫的优良特性，
老百姓认可度高。

今年我县核桃喜获丰收 产值超 2000万元

官渡镇二台村核桃园采收的核桃。

本报讯 （记者 方丹） 9 月 7 日—9 日，县科技
局会同县林业局、县果业产业发展中心等一行赴中国农
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开展学习交流。

在郑州果树研究所新乡综合试验基地，县科技局、
林业局、果业中心一行考察了基地杏李、核桃品种资源
圃，了解李、核桃的新品种培育情况及不同品种的栽培
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在郑州果树研究所，考察人员与郑果所领导、专家
进行了座谈交流。 县科技局负责人向郑果所领导专家
介绍了巫山产业发展现状和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开展情
况。 县林业局和果业中心相关负责人分别就核桃、脆李
的品种选育、种植管护、病虫害防治、精深加工等方面与
相关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双方就推动优质科技成
果在巫山转移转化，助力巫山脆李、核桃产业提质增效
等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下一步，县科技局将全力配合林业局、果业中心梳
理细化合作内容，全力推动巫山与郑州果树研究所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构建合作与发展新格局。

我县到郑州果树研究所交流学习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陈桂林 文／图)� 月
饼作为中秋节的节令食品，在中秋节期间，一走进超市，
看到的满眼都是月饼。礼盒装的、散装的，各式各样的包
装、口味的都有，摆得满满当当，堪称是琳琅满目。可是，
中秋节一过，在有的超市，就看不到月饼的“影儿”了，仿
佛一夜之间蒸发了似的。那么，中秋节后，超市的月饼都
去哪儿了呢？ 9 月 14 日，记者带着市民的疑虑走进城区
几个超市探了个究竟。

“今年，我们的月饼在中秋节当天就已经全部销售
完，库存也清完了。 ”在巫山新世纪百货超市，品类主管
丁红向记者介绍。

新世纪百货超市在我县是一家比较大型的超市。就
在中秋节到来的前几天，该超市月饼就上架了。 且种类
繁多。 但截至 9 月 10 日，即农历的八月十五，该超市的
月饼都被销售一空了。“原因在于我们通过市场需求合
理订货，同时按照国家规定，搞好价格管控，民众都能够
接受。 ”丁红说。

接着， 记者又走进了位于广东中路的名特生活超
市。刚进店，只见两位员工在曾经摆放月饼的摆台上，把
一盒盒月饼从纸袋中拿出来。 据了解，他们是要将这些
没有卖完的月饼退回生产厂家。

据悉，名特生活超市今年所销售的月饼，对有售后
承诺的，没有销售完的将退回厂家处理。 没有售后服务
的，他们便低成本自行处理。“今年，中秋月饼总体销售
比较满意。 基本上所进商品 90%都已经销售完毕。 剩余
的零星商品，我们都低于成本价处理。”巫山名特生活超
市广东中路店长向厚翠说。

记者从走访的几个超市发现，中秋节后没有卖完的
月饼，或退回了生产厂家，或低成本处理。 总的来看，各
超市都是按照订单订购的，经过调研预判的市场需求和
实际情况不会相差太大，需要处理的月饼其实并不多。

中秋之后不见月饼“影儿”
记者走进超市打探究竟

工作人员下架月饼，将退回厂家。

重庆市巫山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
重庆重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两
江四岸岸线生态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完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参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部令第 4 号）中相关规定，将报告书相关信息
公示如下：1. 征求意见稿获取网络连接 https:
//pan.baidu.com/s/1Rixp_ZMxGZbR-
cwfLdOwhYA，提取码：86we；公众意见表获取网
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Cyhch-
HA6Rzvw9fTdI7Surg，提取码：q79l。 2.征求意见
范围：受工程影响的沿线居民、企事业单位、机关
团体以及关心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其他公众都
可以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
式和途径： 由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意
见，通过邮箱、电话、信函等方式将意见反馈给建
设单位。 4.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 年 9
月 9 日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 建设单位联系人：
李工；电话：023-57616131；邮箱：630519998@qq.
com；通讯地址：巫山县巫峡镇净坛路一路 80 号。

巫山县两江四岸岸线
生态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9 月 14
日—15 日，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江带队
来我县调研推进以区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一行先后前往县人民医
院早阳分院、红叶广场、重庆晨龙精密计时
有限公司、重庆巫峡粉丝有限公司、重庆市
神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昌镇调研城镇化
建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产业
发展、小城镇建设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会上， 市发展改革委规划处简要介绍
《重庆市关于推进以区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起草情
况，开州、梁平、城口等区县主要负责人立足
自身发展实际、围绕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作了交流发言，并提出了有关意见建议。

会议提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
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巫山深学笃用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
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战略部署，打好

“三峡牌”，建好“城镇群”，加快建设生态优
先新高地绿色发展示范区，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的独特魅力更加彰显。

会议强调，新型城镇化是推进我国现代
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
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推进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协调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要准确把握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县城城镇化建设的思路方法，处理好
人口变化趋势与发展方向、资源禀赋与产业
发展、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为政府与
有效市场、发展与安全等关系，采取有力措
施抓好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全面提升县
域经济综合实力和新型城镇化水平。

县领导邓昌君、王春梅、水韦梁一同调
研或参加座谈。

市发展改革委来我县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