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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10 月 19
日，县人民政府与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招商投资协议，助力我县城市公共服
务功能提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基础设施
建设、道路建设、新区土地开发。

县委副书记、县长付嘉康，县委常委、常
务副县长王春梅，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席惠明出席并见证签约。副县长罗
伟代表巫山县人民政府与东珠生态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招商引资协议。

签约活动上，城建集团主要负责人向东
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作项目推介，拟定
合作项目 7 个，总投资约 20 亿元，助力我县
城市公共服务功能提升、 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建设、新区土地开
发。

付嘉康说，巫山县深刻把握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重要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与东珠生态的发展
理念相契合， 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
促进各项目早日落地建成，为巫山谱写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章注入新的强劲动
力，让全县群众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将发
挥自身优势，积极推进合作项目建设，同时
充分利用其相关行业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为
巫山提供相应人オ和资金支持，助推巫山经
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如今的下庄，果园里铺上“轻轨”，“天路”上
行驶着旅游巴士， 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正
在建设……下庄农旅融合“蓝图”正一步步
实现。

近年来，下庄村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当地发展生态旅游、

康养旅游、红色旅游、研学旅游等，逐渐探
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共富之路。

接待干部群众前来参观培训， 是下庄
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 但此前下庄并
不具备相应的接待能力。 2021 年，我县决
定建设巫山县委党校下庄校区， 并引入巫
山县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县

文产公司)负责项目建设。
县文产公司入驻后， 将下庄传统村落

保留下来的土坯房改造成 120 座阶梯教室
1 间、20 至 60 人研讨室 3 间， 用于培训接
待。今年 5 月 6 日，县委党校下庄校区正式
建成，涵盖办公、教学、研讨、住宿、餐饮等
功能，可同期接纳学员 120 人参加培训，还

吸纳近 20 余名村民务工。 同时，还建成下
庄驿站游客接待中心，有专用车辆 12 辆。

如今的下庄是我县党员教育培训基
地、巫山县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是重
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成了干部研学的
好去处。村里建有下庄人事迹陈列室、巴渝
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愚公讲堂、竹贤乡情
馆、下庄村史馆、天路五景等现场教学点，
党校以下庄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为
主阵地，拓展延伸 8 条教学线路、若干教学
点，致力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打造面
向全国的干部“党性教育”+ 教学基地。 让
前来下庄参观考察学习的人们普遍认为，
整个村庄就是一所学校， 每个村民都是一
本教材，每个场景都是一种体验。

同时， 下庄村结合传统村落保护房屋
改造， 将干部教育培训与乡村旅游紧密结
合起来，探索出了“旅游家访”新路，让培训
学员、外来游客住宿到每家每户，让群众受
益。目前，县文产公司与农户签订了房屋合
同 81 间、床位 149 个，将其改造成民宿，按
照企业、农户、村集体模式进行比例分红。
现这里已按 4A 级旅游景区标准建设，实
施“生态 + 人文 + 旅游”融合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前不久， 县委党校下庄校区入选首批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这成了下庄的
又一块“金字”招牌。

现在的下庄是全国的一个“精神地
标”，“下庄精神”成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
一座“富矿”。 自今年 5 月县委党校下庄校
区建成以来，已累计完成培训 12 期 950 人
次，有 34563 人次来此汲取“营养”。

县政府与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招商投资协议

下庄村：全力推进“生态 +人文 +旅游”融合发展

下庄民宿。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近日，记者从金坪乡获悉，今年该乡收获秋
月梨 10000 余斤，收入 10 余万元。

截至目前，金坪乡已陆续在袁都、五星、
连山、金坪村发展秋月梨 2000 余亩。今年为
初挂果期，待全部进入盛果期后，将成为村
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近年来， 金坪乡以东西部协作为契机，
以建设鲁渝扶贫协作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抓
手，提出了“一叶一果一蔬菜”的发展思路，
全面推进全乡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进
烟台优质高效的秋月梨、海洋甜柿等水果品
种，以及网架栽培、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
先进技术，通过采取“党支部引领 + 山东专
家技术支撑 + 合作社统一管理 + 市场化销
售 + 品牌化运营”模式，引导农民大力发展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打造东西部农业产
业协作“升级版”， 真正走出了一条东产西

移、富民强基、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019 年以来， 山东省和重庆市加强东

西部协作， 山东烟台在巫山建立博士工作
站。一批来自烟台高校、科研单位、企业的专
家等来到巫山，加大产业合作，助推巫山发
展。

为让村民掌握种植技术，烟台水果专业
合作社建立了远程技术指导体系，加大对广
大村民相关技术的培训。组织山东专家分村
开展栽种、病虫害防治、地膜覆盖栽培等新
技术培训；建立农技人员联村包片制，分村
落实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开展技
术指导。 同时，组织山东企业落实田间管理
指导和技术服务， 大力推动水肥一体化、网
格支架种植、低杆套（间）作、生物防治等科
学种植技术， 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
务， 不仅教会了村民如何更好地种植秋月
梨，更为秋月梨的收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金坪乡：秋月梨收入超 10万元

果农对秋月梨进行管护。

兹 有 巫 山 县 徐 元 全 （身 份 证 号
510224197312071750），遗失巫山县公路路政管
理执法大队开具的押金收据一张， 票号
001472116，金额 10000.00 元，声明作废！

2022年 10月 21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近期，县农
业农村委多次组织乡镇农业产业分管领
导、农业服务中心干部、脆李种植主体召开
巫山脆李产业化联合农场建设会议， 全力
推动联合农场建设。

据了解， 联合农场是实现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的重要组织载体。 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作为前提， 以规
模经营为依托， 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
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 是农业产业化的新
形式、新模式。

巫山脆李联合农场的基本组织模式为
“联合农场 + 各类经营主体（公司、合作社、
家庭农场、家庭果园、农户），由发起人联合
各类经营主体注册组成联合农场专业合作
社。 各经营主体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
基础上， 通过制定章程、 签订合同或协议
等，确立各方的责任权利，形成一体化分工
合作关系；通过签订生产资料、作业服务和
农产品销售等集采、统销合同、协议，建立
各方共赢的交易联结机制； 通过各成员的
资产、资金、技术、品牌等生产要素相互融
合渗透，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形成比较稳定
的长期合作关系； 通过明确各成员的功能
定位，发挥自身优势，建立互助联结机制。

2022 年，计划在曲尺、大溪、巫峡、官
渡、庙宇、双龙、福田、骡坪等脆李主产乡
镇，组建联合主体 5 个以上、种植规模 1500
亩以上的产业化联农场 8 个。 选定联合农
场发起人经营的果园为标准化生产试验示
范园，安排技术专家蹲点指导生产技术，由
技术负责人、 联合农场发起人将生产技术
传导给联合生产经营主体， 全面提升联合
农场各经营主体标准化生产、果品品质、产
量和效益。 通过科学运用生产技术、集中采
购农资服务等降低生产投资， 集中产品运
营、统一品控、注册商标和搭建渠道等营销
增效。 运用“巫山数字果园”、新媒体电商、
企业商品牌等平台，推广联合农场影响力，
不断提升联合农场知名度、 知晓度和美誉
度，加速推进生产与市场转化效益。

在联合农场示范带动下，力争 2022 年
-2024 年联合农场种植规模达到 3000 亩
以上。 加强与普通农户的有机衔接，积极培育 20-50 亩
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将普通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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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向军） 10 月 19 日，县工业园
区开展“信易贷·渝惠融”平台培训活动，引导企业守信
誉、重诚信，进一步推动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搭建银
企沟通线上互动平台。

当天，工业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为参训企业全流程
演示了注册操作方式，并针对企业在注册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与问题进行解答。 同时，还向参会企业普及了社会
信用的含义、行政处罚的“信用”属性、行政处罚信用修
复等信用相关知识。

企业有关负责人表示，“信易贷·渝惠融”平台方便、
快捷，大家动动手指、足不出户就可完成整个信贷申请，
有效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激发企业活力。

通过此次培训，推动了“政、银、企”信息互通，实现
了“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县工业园区：
开展“信易贷·渝惠融”培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