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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鲁作炳
文 / 图） 初冬， 阳光洒在满山青翠的果
树上，透过树叶间隙，橙黄的柑橘缀满枝
头———藏在大山深处的马渡村，2500 亩
柑橘果园已成为村民增收的产业支柱。

“以前，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村，那就
是穷。 ”马渡村村支部书记刘敬林告诉记
者， 该村现有 585 户 1810 人， 耕地面积
2520.5 亩，人均耕地 1.39 亩。 10 多年前，
全村种植的是玉米、红薯等农作物。 为了
增加收入， 全村青壮年大部分外出务工，
全村成了空壳村。

如何把产业发展好， 把人留住？ 从
2010 年开始， 村支两委就为之谋划。 当
时， 刘敬林引进了 3 万株纽荷尔苗子，开
始发展柑橘产业。

2014 年，果树开始挂果了。 但村民一
看，果子不仅个头不大，还有斑痕，根本买
不出去，一下子失去了信心。

种果树要讲科学，要坚定信心。 刘敬
林一边跑到县农业农村委植保站找专家
查找原因， 一边组织村民进行技术培训。
同时，发动村民对果树进行科学管护。

2015 年， 经过统防统治的柑橘丰收
了，村民的脸上见到了笑容，发展柑橘产
业的信心足了。到 2017 年，全村柑橘种植
面积达到了 2500 亩，实现了产业全覆盖。

“让村民看到希望，才能把产业发展
好。 ”2021 年，全村柑橘收入 400 万元左
右，人均年收入超过 10000 元。

如今的马渡村，满山遍野的柑橘正奏
响发展的凯歌， 行进在乡村振兴的大道
上。

马渡村：小河湾湾柑橘香

柑橘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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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久玲
近日，记者从县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 11

月，巫山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国家“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创新实践基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巫山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
治责任，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生态环境保护，聚
力建设生态优先新高地绿色发展示范区， 空气
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在 98%以上， 森林覆盖率
达 67.6%，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稳定达到国家Ⅱ
类标准。

这一组组数据表明，在巫山，绿水青山、蓝
天白云的颜值越来越高， 群众的认可度也越来
越好。

坚持源头保护，护美绿水青山
守护一江碧水。 巫山始终坚持守好长江出

渝最后一道关口， 重庆段出境断面总磷浓度由
2016 年 0.103mg/L 降至 2022 年 1 至 10 月
0.05mg/L， 降幅 51.45%， 高于重庆入境断面水
质；完成 69 个入河排污口命名编码，在长江干
流及主要次级河流设置自动监测站（点）21 个，
适时监测地表水水质；与奉节县、湖北建始县、
巴东县实施跨界河流联防联控， 合力打击跨界
治理盲区； 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34 处集中式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 100%；严格管控
自然岸线开发利用强度，拆除“老旧散小”码头
24 座；严格执行长江十年禁渔，完成 325 条渔船
退捕上岸工作。大昌湖命名为国家湿地公园，获
评 2021 年重庆市美丽河湖，大宁河（巫山段）列
入第一批市级示范河流建设。

维育两岸青山。 巫山始终坚持全面压紧压
实林长制，持续开展天然林保护、实施“两岸青
山·千里林带”为主的国土绿化营造林 128.42 万
亩， 森林蓄积量 615 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
67.6%，再现“两岸猿声啼不住”，荣膺了“全国绿
化模范单位”。同时，加强水土流失治理、消落带
整治和地灾创面复绿，创新“空间 + 纬度”生态
保护修复措施， 完成生态修复 192 个图斑 354
公顷。深入开展“绿盾”监督专项行动，查处各类
涉林案件 182 起， 破坏森林资源数量和林地面
积同比分别下降 53.3%、72.6%。

留住四季云雨。巫山始终坚持精准分析、精
准管控、 精准治理，PM2.5、CO 浓度自 2017 年
以来分别下降 34.1%、15.4%。建立大气污染防治
周边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分区域、分行业、分领
域协调联动，细化任务、落实责任。同时，坚决淘
汰关停落后产能，关闭煤矿 38 座，拆除永年水
泥厂。持续整治黄标车、扬尘、油烟等污染，完成
285 家涉气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 近年来，巫山
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保持 98%以上，荣膺“中国
天然氧吧”“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等称号。

坚持绿色发展，做活山水文章
提质发展生态旅游。 近年来，巫山对内“苦

练内功”，开发“快进慢游”旅游产品；对外“开拓
市场”，精准开展旅游营销，年游客量突破 2000
万人次。 小三峡·小小三峡国家 5A 级景区提档
升级， 巫峡·神女景区通过国家 5A 级景区景观
质量评审， 着力建设以 2 个世界遗产、2 个 5A
级和一批 4A、3A 级旅游景区为核心的景观群。
建设以三峡院子为特色的长江宿集。 荣获首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中
国气候旅游目的地，入选 2021 中国县域旅游综
合竞争力百强县市。

高效发展生态农业。 巫山按照“粮进田、树
上山”理念，建设全国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示
范区。 在海拔 500 米及以下低山带种植柑橘 20
万亩；500 米至 1000 米中山带种植脆李 30 万
亩；1000 米及以上高山带发展烤烟 5 万亩、中药
材 20 万亩、核桃 15 万亩；发展茶叶、小水果等
其他产业近 10 万亩。 被誉为“中国脆李之乡”
“中国庙党之乡”，巫山脆李 2021 年区域公共品
牌价值达到 22.56 亿元，荣获国家区域优势公共
品牌等 8 个国家级荣誉，开通邮政航空“极速鲜
专机”全货运包机航线，巫山脆李 24 小时内到
达全国 60 多个城市， 今年已销售 12.8 万吨 17
亿元。

特色发展生态康养。 巫山依托空港优势和
云雨奇观，构建“一带三心三组团”生态康养总
体空间布局，高品质打造集康养、休闲、旅游于

一体的巫山云雨生态康养旅游度假区， 夏季平
均温度 23℃，森林覆盖率 93%，日均接待游客超
过 1 万人，成为旅游经济新的增长极，入选 2022
年重庆市级旅游度假区， 荣获全国森林康养基
地试点建设单位、中国最美休闲度假胜地。

绿色发展生态工业和商贸物流。 巫山持续
加快建设三峡库区 300 万千瓦的风光水储清洁
能源基地，目前，已经建成光伏、风电等清洁能
源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 打造中药产业园、食品
加工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 7.6%。 研发脆李酒等各类加工型农产
品 500 余个，推动农业“接二连三”。 充分发挥
“水陆空铁”综合交通枢纽优势，加快建设渝鄂
陕交界地区商贸物流集散中心， 今年上半年线
上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7.2%。

坚持和谐共生，培育金山银山
加快发展方式转型。 巫山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用好“生态”“文化”两个宝贝，以生
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康养为主的

生态产业体系持续发展壮大，实现“生态资源 -
生态产品 - 生态品牌 - 生态效益” 良性发展，
绿色 GDP 占比达 78%，创建重庆市“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乡镇”13 个，荣膺国家“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创新实践基地，巫山猕猴发展至 4000
余只，巫山红叶品种植面积 120 万亩，铸就美丽
中国最靓生态品牌。

纵深推进污染防治。 巫山始终坚持深入实
施“田园行动”“净土行动”，落实化肥农药减量
技术措施，回收废弃农膜、肥料包装物，土壤环
境安全态势稳定。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整县推
进）项目，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
上，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100%，得到国家农业农村部书面表扬；深入落实
长江“十年禁渔”要求，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统筹
解决渔民生计问题； 生活垃圾处置取得重大突
破，城南餐厨垃圾处理中心建成投运。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巫山始终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 大力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 严格落实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 生态环境管控单元面积占全县国
土空间面积 41.26%，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创建各类自然保护地 7 个、风
景名胜区 1 个，国家湿地公园 1 个，发现野生动
植物 3000 余种；深入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
地休养生息，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绿韵为裳， 映照着巫山人对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追求；山水塑形，描摹着巫山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的独特魅力；红叶绿果，凝聚出特色优质
生态产品价值的创新实现；诗画家园，见证了巫
山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生动实践。 下一
步，巫山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咐，不忘守护绿
水青山初心，牢记建设金山银山使命，按照“生
态优先当示范、绿色发展当标杆”要求，坚持学
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为建设生
态优先新高地绿色发展示范区， 砥砺奋进新征
程，实干争先再出发，推动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全面塑造绿色经济新优势。

巫山：守护绿水青山 培育金山银山

石漠化土地种上巫山脆李。（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通讯员 孔令娇） “从蔡家
湾到李家 ， 修建了 4.5 米宽
的产业路 4 公里，0.8 米宽的
人行便道 2.9 公里， 高嫁换种
蜂糖李 850 亩也已经完成。 ”
日前，在龙溪镇老鸦村，村党
支部书记刘良书指着新建的
蜂糖李园告诉记者， 这个果
园，吸纳务工村民 25 人，经过
1 年多的建设， 一片杂草丛生
的撂荒地渐渐变成致富田，大
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老鸦村脱贫户张福海告
诉记者，他以前在家就是种种
田，没有多少收入。 现在和村
里人一起参与了村里面实施
的以工代赈项目，修建蜂糖李
园的人行便道，一天有 150 元
的收入。 此外，他还加入了专
业合作社， 种植了蜂糖李树，
收入也很可观。

近年来，随着大量青壮年
外出务工，农村“空巢老人”现
象严重。 一边是发展产业需要
大量劳动力，一边是留守老人
缺乏增收来源。“用工难”和

“增收难”，成为实现乡村产业
振兴面对的一大难题。

在龙溪镇，当地党委政府
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抓手，探
索推行“以工代赈”方式，发挥“赈”的作用，
围绕拓宽村民就业渠道和增收渠道两大目
标，由村“两委”组织承建，优先吸纳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其他农村低收入人
口参与工程建设，结合本村实际，尽量提高
劳务报酬标准，并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到人，
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也能让村民
在家门口轻松就业。

“近年，我镇积极争取了以工代赈项目
21 个， 投入资金 968.7 万， 提供工作岗位
1100 个，带动低收入人口 986 人就近就业，
增收达 190 万元。 ”龙溪镇党委书记陈恢毅
介绍，如今，龙溪镇的产业不仅发展起来了，
村民的钱袋子也慢慢鼓起来，村民们铆足干
劲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身影随处可见。

“线上下单 线下配送”市民足不出户可轻松购物

工作人员正在对线上下单商品进行打包。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县多
家超市推出“线上下单 + 线下配送”的购物方式，在满足市民足不
出户安全购物的同时，有效减少因人员流动带来的防疫压力，切实
为市民的生命安全建立起防疫屏障。

11 月 22 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超市看到，肉类、蛋类、水果、蔬
菜、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供应充足，物价平稳。 有工作人
员正穿行超市的各个角落，根据线上的订单进行挑选、打包、装袋
……熟练地将顾客线上下单的商品进行分装， 然后等待配送员取
货配送。

天华超市店长黎霞告诉记者，疫情期间，超市物资储备比较丰
富，线上商城的销售比平时要多 3 到 4 倍，顾客下单后，超市有专
人专车配送、配货，让顾客能更快地拿到满意的商品。

目前，“线上下单 + 线下配送”的“无接触式”配送服务，已经成
为不少市民在疫情期间的采购方式。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减少人员
外出流动和接触， 也让居家隔离的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实现轻松
购物，及时满足生活需求。

疫情防控无小事，民生保供是大事，小到一支牙膏、大到米面
油等都是生活必需品，防控期间，县商务委、各保供企业、超市加强
统筹调度，努力保障市民生活必需品稳定供应。 目前，天华超市、名
特超市、福万家超市等共 8 家超市 20 余家门店已陆续开通线上配
送服务，市民可通过美团、饿了么、多点等线上小程序下单购买所
需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