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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10 月 12
日， 全县疫情防控暨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
话会召开， 传达学习全市疫情防控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全市“安全大检查、百日
大整治”专项行动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并安
排部署相关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长付嘉康
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十
分严峻， 要深刻认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始终保持“时时放心

不下” 的责任感， 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
绪，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扎实抓好各项
工作落实，切实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要
以最严格措施抓好外防输入， 进一步强化
“首站首问”责任守住守好交通入口、社区
排查、重点场所、入境闭环和个人防护关，
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即”要求，做到

“逢车必检、逢人必查，不漏一车一人”。 要
以最细致方式抓好重点场所管理， 盯紧交

通路口、商贸超市、餐饮住宿、文娱场所、学
校医院等重点场所管理，严格执行戴口罩、
测体温、“两码一证”查验等防控措施，扎实
开展赋码人员排查管理专项行动， 切实管
住流动性、管好聚集性。

会议强调，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大力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执法行动，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全面强
化督查问责，对责任不落实、组织不到位、
措施不得力等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确保安

全生产责任不悬空、措施不落空。 要全面加
强安全生产，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15 条
硬措施”，进一步巩固全县持续稳定向好的
安全生产工作形势， 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

县领导熊伟、王春梅、陈健、乔澍、雷
兵、杨苹、罗伟、王军出席会议，各乡镇（街
道）设分会场。

全县疫情防控暨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10 月 11 日，
重庆渝富控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胡际权率
队，赴我县调研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情况，并召
开项目合作座谈会。

调研期间，在县委副书记、县长付嘉康的陪
同下，胡际权一行前往我县工业园区，实地考察
重庆市神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鼎立元药
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以产
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座谈会上，听取康养旅游
产业、冰雪世界、高铁 TOD、农产品种植与加工
等多个项目推介。

胡际权说，近年来，巫山县委县政府按照市
委市政府安排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渝
富集团是新兴产业的投资平台， 金融股权的持
股平台，国资管理市场化专业化运营平台，立足
重庆、服务重庆，一直以来关注巫山发展。 下一
步， 将继续加大帮扶巫山力度， 进一步加强合
作，增强援助项目的实效性和落地性，共同打造
市属国企助力区县发展的巫山样板。

付嘉康对胡际权一行来巫表示欢迎， 对渝
富集团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巫山乡村振兴工作表
示衷心感谢。 他说，巫山生态资源丰富，交通区
位优势显著，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渝富选择巫山
可分享绿色发展“红利”，拉动开放合作“快车”，
共绘双向奔赴“图景”。 希望渝富集团继续关注
巫山，给予巫山更多的指导和帮助，在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发展产业等方面，发挥好援助项目作
用，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让群众满意。

当天，胡际权一行还前往竹贤乡石院村、石
沟村、下庄村，考察渝富民宿、旱塘垭“渝富院
子”、下庄生态河谷等，并慰问老党员、脱贫户。

市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 二级巡视员赵明
全，县领导熊伟、宋传勇、罗伟、王军参与调研或
出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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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10 月 11
日，我县召开 2022 年度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第二次会议，学习《重庆市就业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帮
扶工作的通知》，审议《巫山县重点群体就
业创业增收工作方案》，听取了当前就业形

势汇报， 就下一步稳就业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 县领导王春梅、翟小满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 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把稳就业工作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
与党中央、市委、市政府的思路同步，行动
统一。 要结合当前就业形势和本地区、本部

门实际，研究行之有效的落实措施。 要在工
作中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做到统筹兼顾，
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

据了解， 我县户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名单 1861 人， 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02.1%。 截至目前，高校毕业生联系率达到

100%，就业率达到 59%。 截至 9 月底，全县
脱贫人口务工 44941 人，达到 2021 年年底
的 106.4%。

我县安排部署稳就业工作

本报记者 王忠虎 陈久玲 文 /
图

山多地少是巫山最为显著的特点，
人均耕地少，难以实现标准化、规模化、
机械化种植，发展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十
年来， 我县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脆李
30 万亩、柑橘 20 万亩、中药材 20 万亩、
核桃 15 万亩、烤烟 5 万亩、生态畜牧 100
万头，科学应对各类农业风险挑战，有效
稳住了农业基本盘， 农业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走出了特色产业发展优势之路。

第一产业基础不断夯实
刘敬春是双龙镇安静村的一户脱贫

户，一家六口，曾主要以“老三坨”（玉米、
红苕、土豆）维持生活，守着几亩薄地，过
着贫穷的日子。 不幸的是，大儿子一出生
就患有先天性唇裂。 为了治疗，刘敬春因
此欠下了 10 多万的外债。 为了摆脱困
境，刘敬春办起了葡萄园。 正逢全县加强
推进特色农业产业扶贫， 在各级政府帮

助下，2017 年 8 月，葡萄产值达到 6 万元
左右。2018 年，足足赚了 10 余万元。今年
7 月，他种植的 110 亩葡萄迎来了又一次
丰收，顺利走上了致富小康之路。

“窥一斑而知全豹”。 十年来，按照全
县“1+3+2”产业总体布局，农业基础持续
稳固，粮食面积逐步扩大，特色产业规模
稳步提升， 畜牧产业规模不断增大。 今
年， 全县粮油种植面积达到 83 万亩，蔬
菜种植面积 16.6 万亩， 初步建成江南粮
油安全示范片。全县“1+3+2”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产业总量达到 90 万亩，生态畜牧
养殖规模保持稳定增长。 成功申报重庆
脆李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 国家果树种质资源重庆（巫
山）李子种质资源圃、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巫山脆李）标准化生产基地、市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 依托重庆市中药研究院，成
立中药材创新体系巫山试验站， 推广绿
色种植技术、 开展综合集成技术试验示
范。 上半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9.9
亿元， 增长 4.3%。 第一产业基础不断夯

实，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优质条件。
初加工企业遍地开花
十年来，我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延

伸产业链条。 初加工企业遍地开花，依托
荣科公司， 建设巫山脆李产地仓和巫山
恋橙产地仓，建成巫山脆李、柑橘产地仓
2 个，产地仓储保鲜冷链设施 10 个。在曲
尺乡、大溪乡建成果品加工厂 4 个，实现
柑橘 3400 余吨 / 天、脆李 1200 余吨 / 天
加工能力。 建成大米、菜籽油、面条、白酒
等各类中小型粮油、 酒类加工厂或加工
作坊 120 余个。 与国药集团等行业龙头
挂牌合作共建 GACP 标准化种植基地，
初步建成“GAP+GMP+GSP”全产业链体
系，成功开发出黄精饼干、党参糖、黄精
饮料等保健产品， 研发淫羊藿酒等精深
加工产品，引进培育中药饮片、粉条、脆
李酒、腊肉（取得 SC 认证）等各类农产品
精深加工厂达到 1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5 家， 上半年规上企业加工产值 1.1 亿
元，同比增长 37%。

历时三年，建成巫山数字果园系统、

产地云仓电子交易中心、 数字社会化服
务系统、城市销地仓系统、生产可视化数
字平台、 区块链等六大系统， 打通“生
产—供应—销售—服务—信用” 全环节
壁垒，达到市场对接无缝衔接。

乡村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曲尺乡有县城的“后花园”之称，也

是我县名符其实的“花果之乡”。 时值柑
橘即将成熟的季节， 记者在该乡朝阳村
一社张发学的柑橘园看到， 他们正加紧
对果树做采摘前最后的管护。

而今， 曲尺已成了乡村旅游的打卡
地。 连续举办四届李花节，六届巫山脆李
开园节， 三届巫山恋橙开园节。 除此之
外，我县还相继在庙宇、福田等地成功举
办了五届农民丰收节。 挖掘“一县一品”
特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 2 个———红叶叶
雕和石上生花。 突出特色文化和特色资
源，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全县打造

“春赏李花、夏避酷暑、秋采恋橙、冬览红
叶” 全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 8
条， 成功创建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镇 1 个， 成功创建市级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村 5 个， 成功创建市级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3 个。 依托下
庄、摩天岭、小三峡、神女峰、粮食安全 5
大特色产业发展区， 打造建成星级农家
乐 40 家，乡村民宿 15 家；巫山获得全国
万亩十大油菜花田园景观称号， 排名全
国第四位； 荣获中国优质道地中药材十
佳规范化基地殊荣， 榜单全国排名第七
位。 官渡杨坝村、骡坪茶园村荣获农业部
美丽乡村示范村称号。

“下一步，我们要坚持将乡村振兴战
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坚定
不移抓好粮食生产，稳住农业基本盘。 其
次要围绕提高农民收入这条主线， 持续
深化农村改革， 抓好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持续聚焦现代抓配套，聚焦山地强
规模， 聚焦特色树品牌， 聚焦高效重融
合， 加快把巫山建成全国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示范区， 全面推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 ”县委农业农村工委副书记刘衍根
表示。

十年来，全县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收割水稻。

（上接第一版）路通了，房屋建好了，外出的村民纷纷回到
村里发展产业。

2018 年，在村党支部书记童玉刚的带领下，该村又发
展了 500 亩脆李果园。 今年进入挂果期，收入了 10 万元。

如今的大峡村，蜿蜒盘旋的硬化路，崭新整洁的安置
房，五彩缤纷的山花……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映衬下
散发着浓浓乡愁， 恍若镶嵌在悬崖岩壁上的一颗璀璨明
珠。

“发展产业就要像培养娃娃一样。 当前，我们要给脆李
园除草、追肥、修枝……确保明年有个好收成。 ”童玉刚说，

“接下来，我们还要利用大峡村的风光和环境，打造‘岩上
人家’乡村旅游产业，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大家生
活得更幸福，好不好？ ”

“好！ ”村民们响亮的声音，在幽谷中荡起阵阵回响，径
向大山之外传去……

大峡村：大山深处话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今年以来，庙宇镇进一
步夯实粮食安全责任，持续推动耕地复耕复种，大力实施

‘藏粮于地’战略，打造万亩高标准农田的巫山粮仓。”10 月
12 日，记者从庙宇镇获悉，2022 年，全镇仅建设的标准化
示范园，粮食产量预计达 5600 多吨，产值超 6000 万元。

据该镇党委书记唐宇介绍，庙宇镇是巫山重点粮油生
产大镇，素有巫山粮仓之称。 近年来，该镇着力扩大粮食耕
种面积，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全面推行
复耕复种。 同时，以农田改造为重点，围绕推进龙骨坡粮食
安全示范区建设，实施低产农田改造、高标准农田提质增
效、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等举措，夯实粮
食生产根基。

在发展粮油产业基础上， 该镇还以科学技术为引领，
推动“藏粮于地”深入实践。 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实行水稻
集中育秧、统一选种、精量播种、联合收割等高新科技种植
模式，实现农业种植生产“精准化”“机械化”。 此外，还与科
技集团、高等院校深入合作，进行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科
技推广等，进一步提高粮油质量和产量。

目前，全镇已形成以永安村、永风村、南溪村、长梁村、
庙宇村、白庙村、柏树村七大村为主的种植片区，选取推广
了“宜香优 2115”“渝香 203”等水稻优良品种，农作物良种
种植覆盖率 98%以上。

“下一步，庙宇镇将继续按照做大基地、做精产品、做
优品牌、做深文化的发展思路，以优质水稻为主导产业，以
油菜为重要补充，采用稻油轮作、稻 + 融合发展，以及产供
销、农工商、产学研用等发展模式，构建大生产 + 精加工 +
高科技 + 优品牌全产业链， 唱响巫山粮仓、 重庆贡米品
牌。 ”唐宇称。

庙宇镇：夯实粮食安全责任 打造“巫山粮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