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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老鸦村脆李园内，村民正
抢抓有利天气，为果园开展除草、清园等
管护工作。

“脆李是我们村的主要产业，抓好采
收后至落叶前的管理， 对于第二年产大

果、多结果影响极大。所以，必须在秋冬之
际管护好，来年才有好收成。”老鸦村村支
部书记刘良书说。

据介绍，老鸦村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已初步形成了“李核

椒羊猪”的产业片。 同时采取村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的方式， 全力打造蜂糖李 1150
亩。 以“党支部 + 专业合作社 + 农户”的
模式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 目前
500 亩村集体果园已全部进行规范管理，
并以村级合作社牵头组织代管、托管的方
式对全村散户 400 余亩脆李实施高接换
种和规范管护，群众反映良好。

通过高接换种，2021 年， 该村的 100
余亩蜂糖李丰产了，产量达 5 万斤。 果大
核小，味甜悠长，犹如蜂蜜，果子一上市就
被抢购一空，供不应求，收益 10 万元……

近年来，龙溪镇坚持示范引领、长短
结合，精心编制“一心三片七色田园”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整体布局， 加快农旅、
文旅、商旅、林旅、体旅融合，持续推进产
业“接二连三”。

该镇把生态旅游作为富民强镇的支
柱产业，依托“一镇一城一观一碑”等遗迹
资源，积极配合县文化旅游委保护性修缮
红色龙溪古镇， 全面布局生态旅游路线、
精细打造生态旅游景点、深度开发生态旅

游资源、 统筹推进生态人文融合发展，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群众吃
上文化“香饽饽”。充分挖掘特色旅游商品
和农耕文化，推动观光、餐饮、加工、商贸、
体验一体化，做好“两坝”旅游业态、公路
沿线度假村和农家乐规划，力争建好龙溪
镇农贸市场、滨河广场健身步道、星级农
家乐 3 家，为梯次推进生态旅游开发打好
基础，让群众搭上旅游“顺风车”。 加快建
设青色李园、橙色柑园、白色茶园、绿色菜
园、红色橘园、褐色核桃园、紫色花椒园等
“七色”产业示范园 20 个，发展白茶 400
亩、红橘 550 亩、蜂糖李 1000 亩、甜柿子
350 亩、林下种植蔬菜 150 亩，两江四岸
发展冷水鱼 50 万尾，实现产业持续发展，
推动农业增效、生态增值、农民增收。充分
发挥“党建 +”作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14 个，创新“村集体 + 龙头企业 + 农户”

“村集体 + 合作社 + 农户”“村集体 + 家
庭果园 + 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保
底分红 + 利益分红”，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 381 万元，让群众端上产业“金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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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干净整洁、绿树迎风摇曳、路边花坛
镶嵌、沟渠整治规范，处处弥漫着浓浓的“乡
韵”……近日，记者走进龙溪镇向狮村，家家
户户打扫得干净整洁、窗明几净、家具擦拭得
一尘不染， 村民们利用房周空地栽植了花草
树木。

近几年，该村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改善人
居环境、发展集体经济，一系列乡村振兴政策
让向狮村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走进村民陈家久家中， 只见院内干净整
洁，花花草草红绿相间，屋内整洁有序、温馨
自然。“村里搞得干干净净， 看着哪里都舒
心。 ”陈家久说。

为让乡村环境变美， 龙溪镇以培育新时
代文明新农村为契机，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效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重头戏， 积极
探索“五治融合”乡村治理新模式，全力打造
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以点带面，全镇推广。

该镇坚持以先进典型教育人、激励人、鼓
舞人，评出“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美丽庭
院、好媳妇、好公婆、好妯娌。坚持培育良好家
风民风，开展道德讲堂，签订德治、德信、德
圣、德仁、德仪、德忠“六德”承诺书，教育引导
群众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
家。 创新运用“积分制”，建立“德分银行”，将
人居环境整治、无事酒、疫情防控、产业发展
等纳入红黑榜激励机制中， 综合运用评比结
果， 累计兑换 956 次， 兑换物资合计 3 万余
元，惠及群众 2900 人。深入实施改柴禾、改菜
园、改圈舍、改阳沟、改习惯人居环境综合治
理“五改”专项行动，全面实现柴禾规整、菜蔬
成行、瓜果上架、牲畜入圈、庭院变美人居环境治理效
果。 党员干部带头开展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清理小
广告、牛皮癣，垃圾 10 余吨。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推动下，龙溪镇日新月
异，正从一时美转向持久美，从外在美转向内在美，正在
勾勒出一幅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下一步，龙溪镇将积
极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全
县建设“生态优先新高地绿色发展示范区”目标，全力抓
好五件事。打好一张牌，挖掘利用好红色资源，打造红色
龙溪党建品牌。树好一面旗，持续推进“一心三片七色田
园”建设，树好巫山、奉节、巫溪“三县交界产业红旗”。建
好一条路，加快建设“两巫”高速，拓通巫山、巫溪快捷
道。 修好一座城，开发利用、修缮保护龙溪古镇。 守好一
条河，坚守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以实际行动建设富裕美
丽和谐文明幸福新龙溪。”龙溪镇党委书记陈恢毅表示。

（本版文图均由记者方丹、肖乔采写）

一叶轻舟，两河交汇；
特色古镇，三峡文明。这里
山水常青，四季如画；这里
产业初显，新韵蝶变。这里
不仅传承着厚重历史，而
且正凝心聚力抓创新、抓
发展。

近年来， 龙溪镇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 全力打造天蓝地绿
水清果香的美丽宜居家
园，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龙溪镇一隅。

深秋时节， 长溪河河水碧波荡漾，白
鹭等水鸟在河面起起落落，芦苇在阳光下
闪闪发光， 水清岸绿的景象令人心旷神
怡。

河堤步道上，三三两两的居民或凭栏
观景，或沿堤散步，欢快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环境好多了， 连白鹭都飞来
了。”龙溪村综合服务专干夏美林说，为了
确保长溪河河面干净、水质清澈、河道整
洁，该村组织公益性岗位，每周对长溪河
进行全面清理。

长溪河又名龙溪河，发源于巫溪县谭
家乡铜元子，经双河村流入龙溪镇，在龙
溪古镇与大宁河交汇， 河道总长约 25 千
米，流域面积 217 平方千米，龙溪镇境内
流经双河村、下安村、三湾村、龙溪村。

近年来，龙溪镇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落实“河长制”
“林长制”“路长制”，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五大行动”，重点做好“两江四岸”森
林、河流、道路、水源地、旅游地环境卫生，
有效防治农村面源和畜禽养殖污染，着力
构建生态屏障。

通过建立健全镇村一体化垃圾收集
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监管系统，完善“户
集、村收、镇运、集中处理”垃圾清运模式，
修建垃圾亭垃圾房 35 个， 配备清扫保洁
员 15 人，建立垃圾收集点 14 个，购置垃
圾桶 500 个，建设文明卫生新农村。 坚持
“谁破坏、谁治理”，加大工程项目建设环
境监管，全面启动长溪河库岸环境综合治
理，完成场镇污水管网提档升级，编好滨
河沿线生态湿地公园规划，不断满足群众
文娱需要。

河岸整洁、草丰林茂、水清见底、鱼儿
欢游……这是长溪河真实的写照，人们不
禁感叹，山清水秀，犹如在画中行走。

调整产业结构 绘就绿色产业画卷

柑橘产业。

推进环境保护 描绘绿水青山画卷

志愿者在长溪河拾捡垃圾。

龙溪古镇。

干净整洁的家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