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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镇位于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
核心，守护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责任担

当义不容辞。 该镇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始

终坚持压力传导到位、责任压实到位、管
控措施到位，以最严的考核，最细的举措
严格落实市县两级政府相关要求。

该镇负责人介绍， 在垃圾分类处置
方面，通过宣传标语海报、微信朋友圈、
院坝会等多种方式将垃圾分类理念深入
群众。 同时，通过示范引领，机关及企事
业单位率先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率先垂
范， 并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 3 个村作为
垃圾分类示范村，上下联动，采取“户集、
村收、镇运”的方式，最终由垃圾专用运
输车辆送至镇垃圾压缩转运站进行集中
处置。

目前，全镇共有专业垃圾运输车辆 7
台，专业操作人员 3 人，共设置垃圾收集
房 240 个， 主要分布于村社主干公路沿
线，垃圾收集房 47 个，主要分布于巫福
路（双龙段）、万双路、双龙旅游快速公路
沿线，便于垃圾车集中统一运输，实现效

率最大化和成本最优化。
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方面， 主要采

取集中处理和分散还田的方式进行处
置。双龙场镇、黑龙村、乌龙村、钱家坝片
区采取集中处理后排放方式， 总处理能
力达 320 吨 / 日， 截止目前覆盖人口达
2500 人。 其他居住较分散的村社采取分
散还田方式，积极推广农村厕所革命，努
力推进户厕改造， 大力建设三格式化粪
池，然后将化粪池的水进行还田。 在居住
相对集中， 但人口户数不多的区域通过
管网集中收集污水， 在农田集中连片处
建设大型污水处理池统一收集， 然后进
行分散还田，解决污水最终流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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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碧水、半笼烟火，这是
双龙镇的本色；两岸青山、满树
翠果，这是双龙镇的生机。

坐拥全国首批 AAAAA 景区
巫山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的双
龙“福”镇，近年来，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切实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进一步优
化生态空间格局，狠抓污染防治
与生态修复，持续巩固拓展生态
环境整治成果，统筹生态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工作， 精心绘好
“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底色，
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取
得了显著成效。

《鱼头湾之夏》。 记者 卢先庆 摄

近年来，通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双龙镇
生态产业发展发展向好向优。

石上生花、安坪现代农业示范园、安静村乡
村旅游……如今的双龙镇， 一大批产业示范初
见效益。

据介绍，该镇按照“试点先行、观照全局”的
原则，探索合适增收途径，科学谋划项目，发挥
村级组织产业优势， 确保能为生态产业发展带
来长期效益。 并通过“七抓七促”，实现了“空壳
村”巧变“实心村”的嬗变。

自 2017 年脱贫攻坚以来，双龙镇紧紧围绕
“1（生态旅游）+2（电商物流、农产品深加工）+3
（脆李、柑橘、干果 3 个万亩）+N（小水果、特色
养殖、中药材等）”生态产业发展布局。全镇新栽
植脆李 1.6 万亩、柑橘 1.1 万亩，培育各类经营
主体 98 个（其中引进龙头企业 5 个，培育标准
果园 54 个，家庭果园 39 个），培育集体经济组
织 20 家。

截至目前， 种植脆李种植 2.3 万亩、 柑橘
1.1 万亩、干果（核桃、板栗）1.1 万亩，同时在林
下套种蔬菜 0.8 万亩、 中药材 0.2 万亩、 辣椒
420 亩、枸杞 42 亩、葡萄 200 亩、草莓 30 亩等
特色低矮经济作物，基本形成万亩脆李、万亩柑
橘、万亩干果生态农业体系。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后， 双龙镇以生态农业
为抓手，科学布局，重点培育壮大家庭农场、专
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以大带小”全
面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发展宁河生态柑橘园，在
安静、万家、巴雾等 3 个村引进龙头企业“浙乐
公司”种植“爱媛 28 号”“明日见”“日本红美人”
柑橘 6000 亩，已进入试挂果阶段。同时，优先聘
用本地贫困户进行日常管护， 带动周边 120 余
户村民增收，还通过土地入股，实行股份分红。
发展生态采摘产业， 利用小三峡腹地独特旅游
资源，引入予之创公司、本土人才在安坪村、白坪村分别流
转土地 300 亩、30 亩，种植大棚葡萄 100 亩，草莓 30 亩，基
本达到“以农促旅、以旅促农”农旅融合效果。 此外，还通过
不断延伸产业链条，通过放宽政策，号召外出能人返乡投
资，在兴凤村建设脆李酒厂、叶用枸杞加工厂，将本土特色
生态产业（脆李、柑橘、叶用枸杞）制成酒、面条、茶叶等深
加工产品，销往各地，延长脆李、柑橘等产品保质期，切实
拓宽群众增收致富途径。

双龙镇党委书记彭钢说，近年来，双龙镇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定不
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
制，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
底线。 坚持用好“生态”和“人文”两个宝贝，把生态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以“文旅融合”为全域旅游发展增添新
活力，原来的“穷山”变成了“金山”。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在“两化”融合实践中，双龙
镇“颜值”更高、乡村气质更佳、人民生活更富……

（记者 卢先庆 鲁作炳 通讯员 黄苗芯）

秋雨淅沥，林间薄雾如纱。
在双龙镇笔架村 4 组， 村民雷泽国

栽种完蔬菜，就开始清扫院坝中的积水。
今年，他自己拿出资金，将房屋外观

粉刷一新，又整改了院坝，老旧的房屋顿
时焕然一新。

去年初，笔架村深挖内生动力，积极
探索发展道路， 结合村情民情和发展规
划，他们从全村人居环境整治入手，由全
村村民自筹经费 900 万元，推行“改厨、
改厕、改院落、改风貌、改习惯”工作，以
打造亮点、扩大影响，培育乡村特色旅游
资源。

如今， 落后小山村就此开始焕发新
生机。

像笔架村一样， 双龙镇人居环境整
治有声有色。 通过发动引领群众参与自
治，共同凝聚全民参与、人人尽力的强大
合力，实现“治民”为“民治”，大力营造人
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支持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的良好氛围。
该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探索创新“幸福议事会”“惜福银行”
“法律之家” 等治理平台通过集体议事，
笔架村、 乌龙村群众率先从全村人居环
境整治入手，以改厨、改厕、改院落、改风
貌、改习惯等“五改”为标准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专项工作， 提前为乡村旅游培育
土壤。

房屋提档升级，道路卫生齐头并进。
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领头羊”
作用，带头实干，用实际行动为群众做表
率，对村主干道沿线、背街小巷及房前屋
后的生活垃圾、废弃物品、建筑残渣等及
时清理。 同时，通过幸福议事会，创新公
益性岗位管理方式， 压实村支两委考核
责任、各小组组长协调责任、公益性岗位
人员履职自查责任、其他群众监督责任，
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群众自治 奏响人居环境整治最强音

石上生花。

多措并举 打好污染防护治理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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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 记者 卢先庆 摄

双龙特色产业园。 记者 卢先庆 摄

菊花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