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12 月 5 日， 记者走进竹贤乡
下庄村， 只见又大又圆的柑橘挂满
枝头。 目前下庄村共种植柑橘 1000
亩，预计产量 30 万斤以上，销售收
入将超过 100 万元。

“下庄天路”修通后，给该村带
来了发展契机。近年来，该村大力发
展柑橘产业。今年着力打造“千亩智
慧果园基地”，补植补栽纽荷尔柑橘
150 亩，开荒新栽“爱媛 28 号”（红
美人）柑橘 200 亩，配套完善道路、
水肥一体化等产业设施。 同时着力
打造“下庄天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以下庄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义，全

方位注册“下庄天路”商标，并委托
下庄天路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运营，所得销售收入的 2%作为村
集体分红， 借全市消费帮扶政策契
机目前可分得红利 8 万元。

同时，对下庄柑橘产业实施“全
托管”。 探索试行“龙头企业 + 村集
体经济组织 + 农户” 产业发展模
式， 引进重庆浙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对下庄千亩柑橘全托管，农民、企
业、村集体按 50︰48︰2 持股分红，
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一部分
懂技术的农民继续作为产业工人，
余下的从事建筑、乡村旅游等行业。

下庄村：今年柑橘收入超 100万元

村民正在采摘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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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陈久玲
冬日，红叶渐次变红，与碧绿的江水、苍劲的远山、翻腾

的云海构成了一幅缤纷壮美的山河画卷。
近年来，巫山紧紧围绕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

实到重庆大地上这条主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持续将三峡库区
生态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形成“生态资源—生态
产品—生态品牌—生态效益”良性循环，绿水青山“颜值”不
断提升， 金山银山“价值” 日益彰显， 绿色 GDP 占比达到
78%，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至 2021 年的 34561 元、
12161 元，年均增长 8.2%、9.5%。2022 年 11 月，荣获第六批全
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命名。

好生态造就好风景 库区腹地变身美丽之地
近年来，巫山主动扛起上游责任、强化上游意识，做好

“水文章”、念好“山字经”、练好“气字诀”、打好“红叶牌”，构
建起以小三峡·小小三峡和巫峡·神女景区 2 个 5A、 一批
4A3A 景区为主的星级景区集群， 加快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 大昌湖创建国家湿地公园，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
点区域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地。

近年来， 巫峡儿女接续扛起守护长江母亲河的历史重
任，扎实推进“三水共治”“水岸联动”，投资 12.8 亿元用于巫
山县水环境系统综合治理 PPP 项目。 深化长江、大宁河等消
落带生态修复工作， 实施跨界河流联防联控和长江十年禁
渔，严格管控自然岸线开发利用强度，关停拆除码头 24 座，
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100%， 长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在
Ⅱ类水质，描绘了一江碧水向东流的壮美画卷。

大力实施“两岸青山·千里林带” 绿化行动， 累计造林
140 万亩，持续开展“绿盾”专项行动，实施矿山生态修复 2
万余亩，治理水土流失 12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67.6%。
坚持“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原则，构建经果林、观赏林、生态
林三带绿化效果，实现增绿与增收双赢。积极保护金丝猴、珙

桐、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
三峡红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生态宝贝。 近年来，巫

山种植以黄栌、乌桕、枫香、红枫为主的红叶景观林 120 万
亩，建成全国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观赏期最长的红叶旅游观
光基地。连续成功举办 15 届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吸引
游客 6000 余万人次，综合收益 421 多亿元。“北有香山红叶、
南有巫山红叶”驰名中外，三峡红叶已成为美丽中国的靓丽
名片。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自古以来，巫山云雨
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美的化身。为了守护好头顶的这片蓝天白
云，巫山坚决淘汰关停落后产能，关闭全县所有煤矿，持续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保持 98%以
上，PM2.5、CO 浓度自 2017 年以来分别下降 34.1%、15.4%。
获评“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中国天然氧吧”。

好生态孕育好物产 山地农业变身致富产业
巫山山地地貌地形特征明显，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雨

量充沛，充分满足农作物生长所需光、温、水、气等基础条件，
可谓“天公作美”。 于是，巫山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
则牧的产业发展原则，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创新模式、塑造品
牌，推动生态为农业增值、农业为生态添彩。

形成以“脆李 + 柑橘、中药材、核桃 + 烤烟、生态养殖”
为主的“1+3+2”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规模化种植、组织化
生产、科技化服务为主要特点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以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家庭果园、种养大户等新型经
营主体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 100 万亩，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4%。

建成脆李、柑橘产地仓储保鲜冷链设施 10 个，创办食品
加工、中医药等特色产业园，引进培育各类农产品精深加工
厂 10 余家，培育脆李酒、脆李月饼、巫峡粉丝、中药饮片等加
工农产品 500 余个。 建成烟台?巫山产业园“双创”中心、烟台
（巫山）博士工作站等科研平台，有序开展巫山淫羊藿提纯等

九大课题攻关。
巫山脆李年产量 13 万吨，荣获“中华名果”“中国气候好

产品”称号，品牌估值达 22.56 亿元，连续多年蝉联全国李品
类第一，获评“中国脆李之乡”和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成
功注册“巫山恋橙”“巫山庙党”等地理标志商标，入列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目录。成功举办四届巫山脆李采摘节和三届长
江三峡李花节，扩大巫山脆李、柑橘影响力，助力农户实现年
均增收 8 万余元。

好生态蕴藏好资产 沉睡资源变身绿色资产
巫山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湿

地公园、森林公园等众多宝贵自然资源，蕴藏着丰富的森林、
风光水储等绿色发展资产。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动生态资源禀
赋变现，培育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巫山风光水清洁能源资源储量超过 240 万千瓦，属于重
庆开发条件最好地区之一。目前正与三峡集团合作建设百亿
级风光水储清洁能源基地，已投产风光项目 30 万千瓦，占重
庆总装机容量 15%，两坪三溪光伏一期是全国最大的山地集
中光伏项目，年均发电 1.6 亿度。 大溪抽水蓄能电站开展预
可研审查，已列入全国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

积极推进储备林建设， 全县森林面积增长至 274.66 万
亩，森林蓄积量提升至 615 万立方米。通过林权赎买、林地租
赁、林木托管等形式，将村庄“四旁”隙地和农民零散化、碎片
化林木资源进行集中储备，森林碳汇储备显著增加。 积极开
展地票交易试点，完成地票交易 415 个 16314 亩，成交价款
32.5 亿元；完成地票预交易项目 86 个 3389 亩，成交价款 6.8
亿元。

矿山也得是青山， 完成 6 家露天非煤矿山修复提档升
级，实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1890 公顷，彻底改变矿山道路泥
泞、灰尘弥漫、满目疮痍的形象。持续巩固提升绿色矿山创建
成果，编制完成《巫山县“十四五”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积极

推进 6 家绿色矿山建设，争取产能指标 2500 万吨，有序开展
页岩气、煤层气勘查工作。

好生态带来好身心 城乡颜值变身生活品质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们更向往。 巫山始终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合理安排城乡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突出江城风格、山城特色，巧妙利用山、水、岸、桥、灯和
隧道，统筹江城、江镇、江村规划建设管理，推动山下三峡港
湾城、山上生态康养区协同发展，县城由 7 平方公里 18 万人
向 30 平方公里 30 万人的规模拓展。 建成红叶广场、烟雨公
园、朝云公园、文峰公园等城市公园，做好坡坎崖绿化和空地
补绿，城区绿化率达 41.17%，真正做到推窗见景、开窗见绿。
推出三峡之光情景夜游、宁江渡生态文化公园、南陵街·竹枝
村等城市新名片，着力建设高峡平湖山水文化名城。

抓好村庄规划，建设下庄、摩天岭、小三峡、神女峰特色
产业发展区和龙骨坡粮食安全示范区 5 个示范片。全面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因地制宜打造小组团、布
局微景观，处处小桥流水人家、田园风光如画，让乡村看得见
青山、留得住乡愁。曲尺乡柑园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竹贤乡下庄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巫山横跨长江巫峡两岸，位于神奇的北纬 30°，立体气
候温润柔和，可谓发展康养产业的“洞天福地”。 充分利用海
拔 1400 米以上、森林覆盖率 80%以上、夏季平均气温 23℃等
气候资源优势，高标准打造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构建
起“康养 + 旅游、农业、文化、医疗、运动、研学”等融合发展
新模式，创建以下庄院子为代表的三峡宿集，成为旅游经济
新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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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山，一江碧水，两岸青山，这里蕴藏着无数的“生态宝
贝”。 其中，有不少已变成“金宝贝”，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对美
好生活的无限向往，铺就了巫山人的致富路。

巫山：“好生态”带来“好效益”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
文／图） 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
绿时。12 月 10 日，记者在巫峡镇白水村看
到，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都在采摘纽荷
尔。 路边，或在分拣，或在装箱。 有的已贴
好快递单，等着快递车来拉运。 时而还有
一辆辆小货车、三轮车，拉着黄橙橙的柑
橘运放村外，呈现一派忙碌的景象。

“我们村的纽荷尔自本月初就成熟上
市了。 ”据白水村党支部书记方龙海介绍，
近几年来， 白水村在低海拔的 3、4、8、12
等社，共发展栽植柑橘 1500 余亩，有 800
多亩现已进入丰产期， 今年预计可采摘
300 万斤以上，产值达 1000 万元，从而鼓
起当地果农的腰包。4 社的邹启祥，栽植纽
荷尔 15 亩，一年收入在 20 万元左右。3 社
58 岁的何贵安，一年柑橘收入也是两三万
元。

该村的柑橘基本上都是商贩上门收
购。果农们只需采摘后挑运到公路边。3 社
青年何丽萍还趁此做起了微商，线上线下
齐头并进。 她自家一年要卖七八万元，同
时她还帮助乡村们在线上销售。 从本月 2
日开始， 她平均每天在线上销售 100 多
件，最多时一天要邮寄 300 多件。 主要销
售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 该村的
纽荷尔一直销售到 2023 年元月下旬。

白水村：柑橘鼓起果农腰包

果农对柑橘分拣装箱。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郝燕来 文 / 图） 近
日，记者在仙桥村“烟薯 25 号”种植基地看到，村民正忙
着对刚挖出的烟薯进行装袋、搬运，呈现出一派忙碌的
丰收景象。

产业发展是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基
础。 近年来，在东西部协作中，烟台坚持以“农”字为核
心，紧紧围绕“抓产业、调结构、促发展”的思路，因地制
宜，根据巫山土壤条件，大力优化丰富巫山农业产业结
构，赋能巫山乡村振兴。

据了解， 烟薯 25 号甘薯品种是山东省烟台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选育的烤薯型甘薯新品种，具有产量高、抗
病能力强、适应性好，食味佳和加工性好的特点，被广大
消费者称为“烤薯界的杠把子”。自 2019 年以来，已成为
我国年种植面积最大的甘薯品种，广泛应用于薯干、脆
片、烤薯、冰烤薯、薯泥、发酵饮料、冰激凌和甘薯酒等产
品的加工。

2021 年 6 月， 以东西部协作为契机， 通过东产西
移， 烟薯 25 号由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引进两坪乡和
金坪乡，并配套以该院研发的“甘薯高效轻简化覆膜栽
培技术”进行种植。 2021 年 10 月，经专家现场验收显
示， 烟薯 25 号亩产鲜薯达 3300kg 以上， 商品薯率达
90%以上，经济效益显著。

2022 年， 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依托东西部协作
科技项目和巫山（烟台）博士工作站，指导两坪乡通过

“公司 + 农户”，以及大户栽种模式，进一步在巫山发展
烟薯 25 号。

通过指导，巫山县八多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两坪
乡建立烟薯 25 号优质高效轻简化示范基地 100 亩、实
验基地 10 亩。基地流转当地村民土地 110 亩，每亩租金
500 元， 并带动当地 60 余名村民家门口务工， 参与种
植、除草、开挖等工作。同时，两坪乡种植大户在 2021 年
的试种中尝到了甜头，今年种植烟薯 25 号 20 余亩。

据了解， 烟薯 25 号开挖上市后， 线下销往重庆主
城、巫山各大超市、烤红薯摊等。 同时，上线京东、抖音、
微店、832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 三峡 e 购
等线上平台，并与重庆银行渝乐惠商城联合开展巫山蜜
薯特惠消费帮扶活动。 今年，两坪乡境内的 100 余亩烟
薯预计亩产值约 8000 元，总产值在 90 万元左右。

截至目前，烟薯 25 号已开挖完毕。 因疫情原因，销
售运输受到一定影响，目前正抓紧销售中。有意购买者，
请拨打电话：18996654489。

两坪乡：“烟薯”产值将达 90 万元

村民正在挖烟薯。

重庆市巫山县双龙镇安坪村村民委员会遗失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山支行双龙分
理处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8000988903），声
明作废！

重庆市巫山县金坪乡卫生院遗失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山支行双龙分理处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678000025904），声明作废！

巫山县天煜奇叶豆腐柴植物研究所遗失中国
建设银行巫山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 核准号：
(J6678001198101)，声明作废！

2022年 12月 14日

遗失声明

重庆泓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承建的“巫山县官
渡中学新校区教学综合楼工程” 于 2017 年 12 月已竣
工。 本公司承诺已付清本项目所有民工工资、材料采购
及机械租赁等所有费用，如还有相关权利人与本工程有
未结算事项， 请该工程相关权利人务必在 2022 年 12
月 17 日前带齐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及结算依据前来公

司工程管理部登记，逾期视为相关权利人与本工程的一
切债权债务全部结清，从此不得再向本公司主张任何权
利。

联系电话
重庆泓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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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