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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近日，记者在
曲尺乡哨路村看到，村民正在修剪脆李树过密的交叉枝、
重叠枝、背上直立的突长枝、病虫枝等，一株株经过精心
修剪的脆李树面貌焕然一新。

每年的冬月是脆李树的休眠期， 也是果园田间管理
的关键时期， 管理质量如何直接影响来年的挂果率和果
品质量。 于是，曲尺乡村民抢抓时机对 2.1 万亩脆李进行
冬管，为来年的好收成打下坚实基础。

李树冬季修剪是李树一年管理中的一个主要环节，
冬季修剪的内容包括树形的培育、 枝组的培养和枝量的
调控等。 通过冬季修剪可起到调整枝量、平衡树势、打开
光路、节约养分、提高果品品质、稳产高效等作用。
近年来，曲尺乡因地制宜，在海拔 800 米以下发展脆李产
业，累计种植脆李 2.1 万亩，达到丰产期 1.8 万亩，年产量
2.4 万吨，成功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荣获“中国
气候好产品”，“巫山脆李”品牌估值居全国李品类第一。

巫山脆李三分种七分管。近年来，通过种植户的精心
培育和管护，脆李已经成了增收致富的金字招牌，一个个
颗粒饱满的脆李，串起的是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希望。
随着巫山脆李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农户的管护质量也在
不断提升。 如今，巫山脆李已成了群众的“摇钱树”，青果
果也变成了“金果果”。

曲尺乡：2.1万亩脆李冬季管护忙

果农对脆树修枝整形。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1 月 4 日，两坪乡召开
2023 年农业产业发展工作会，为评选出的“示范果园”、

“名优果园”、“种植能手”60 名代表进行颁奖。
会上，获奖代表们手持荣誉证书和奖牌，脸上露出

了自豪的笑容。 两坪乡党委书记对获奖集体和个人表
示祝贺，并鼓励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努力发展农业产业，
在推动新发展阶段农业农村工作中再创佳绩。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据了解，两坪
乡地势北高南低，从南到北呈条带状分布，山恋起伏，沟
壑纵横，地域辽阔，该乡因地制宜，发挥生态资源优势，
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村民”的模式发展特色产
业，目前特色产业“百花齐放”。种植脆李 25000 亩、柑橘
5000 亩、大樱桃 2000 亩、核桃 4000 亩等，同时还种植
蔬菜 10200 亩，其中蔓青菜 3000 余亩，亩均产值 6000
元以上。

近年来，两坪乡积极引导和技术支持，一大批农民
“华丽变身”，成为村里、乡里的种植大户，有效带动了农
民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也保护好了乡村的绿水青山。
两坪乡仙桥村的赖明星就是其中一员。

赖明星通过流转土地种植脆李 185 亩，去年他的脆
李以品质荣获“名优果园”称号。 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
悦说道：“政府重视、自己努力，去年脆李品质还不错，买
得很好，有 30 多万元收入。 有收入，有荣誉，真是‘双丰
收’，我打算明年将我的果园扩大到 200 亩。 ”

据悉， 此次共评选出示范果园 5 个， 名优果园 20
个，种植能手 35 人，并奖励“示范果园”称号获得者肥料
2000 斤，“名优果园”称号获得者肥料 1000 斤，“种植能
手”称号获得者肥料 400 斤。

两坪乡：
为 60 名特色产业代表颁奖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 文
/ 图） “现在，我们这里不仅环境得到了大
大的改善， 而且坐在家中便可挣钱了。 ”日
前，在巫峡镇南陵居委“三峡里·竹枝村”采
访，居民们告诉记者。

巫峡镇南陵居委因特殊的地理条件，虽
与县城隔江相望， 却一度成为了一个死角。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相继搬走，其房屋、山林、
土地等资源被闲置。近年来，县委、县政府认
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南
陵生态本底为依托，以三峡竹枝词文化为灵

魂，以竹枝宿集为载体，以餐饮娱乐、夜游消
费为主线， 打造长江三峡旅游集散基
地———南陵不夜街。由此盘活了当地闲置的
房屋、土地等资源，并让居民以房屋、土地等
资产入股的方式，居民便从中受益。

“打工的打工去了，年轻的河那边带娃
娃去了， 就是我们这些 60—80 多岁的还在
这边，都不多了。”老街餐馆的老板王洪介绍
原来南陵的现状。

今年 57 岁的王洪， 是土生土长的南陵
人，在没搬迁前，南陵餐馆就是属于他的。后

因各种因素，南陵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2021
年开始，我县高品质设计，将南陵打造文旅
融合示范项目和文化旅游消费区。王洪由此
也看到了商机， 利用自己两楼一底的平房，
开了一家南陵街临时餐馆。在统筹规划建设
中， 政府免费为他的房屋进行了风貌改造，
并为他的餐馆取名“老街餐馆”。

“从 2022 年 4 月 28 日开业， 到 12 月
28 日，每个月营业额在 3 万元左右。 现在随
着竹枝村开村，下一步要调整一下方向和经
营方式，以卖小吃为主。 ”王洪说。 在谈到竹

枝村建设给带来的好处时， 他更是感慨万
千。

“好处太大了。第一是环境好了，烂路变
成了好路。原来没得路灯，现在亮得很，真的
是一片灿烂。 第二是有了商机。 我原来是搞
建筑的，现在转行到本地来经营，我主要是
以民宿为主，再就是卖点小吃。 ”

“我们是以房屋入股的形式加入旅游合
作社的，前三年，为了保证我们居民的利益，
按房屋保租的形式，第一年 100 元 / 平方给
我们，第二年 80%，第三年 50%，这三年间，
赚的钱每年按 46%分红给我们，第四年及以
后，如果不加入合作社了，就只有房租费，就
没有分红了，如果继续加入合作社，就没有
房租，继续按 46%分红。 ”居民谭明蓉说。

据了解，谭明蓉以房屋入股，改建成了
南陵小酌土家餐馆。她还在餐馆里面担任厨
师长，基本工资每月 5000 元。“竹枝村的建
设给我们把房屋改建好了，又带动我们挣到
了钱。 28 号开村以来，最高的一天收入有 1
万多元，一般都有 2000—3000 元。 ”谭明蓉
说。

“你看嘛，我以这个房子参加合作社的。
入股， 第一年，100%保底 100 元 1 个平方，
我 250 个平方， 就相当于 1 年拿 25000 元，
第二年拿 80%，第三年 50%，以后如果经营
得当就分红，我们占百分之四十几，这个政
策确实要得， 我们老百姓也得到了实惠，我
们也可以在里面打工，还可以另外找一笔收
入，我现在在指挥部上班，如果工程完了，我
又可以回合作社，五险也买起。 ”南陵居委
171 号的李常森居民，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巫山县竹枝韵旅游专业合作社中现有
村民个体成员 12 个。合作社根据三峡里·竹
枝村项目总体规划及市场需求，投资改建乡
村特色客栈含相关配套 100 余间，全部投入
营运后，评估年综合收入 500 万元以上。

南陵居委：盘活闲置资源 居民变股民

王洪（右）正在制作凉面。

本报记者 曾露 文 / 图
春日在草场里牧马， 夏日感受徐徐凉

风，秋日去辣椒基地采摘辣椒，冬日再去欣

赏银装素裹， 这些都是红椿土家族乡深耕
“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美丽缩影。

红椿土家族乡大坪村总面积 15.4 平方

公里，南与湖北建始县交界，西北与本县庙
宇镇交界，全村共有 8 个社，森林覆盖率达
到 70％。 近几年，村民充分利用本地生态优
势，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生态富民之路越走
越宽。

一直以来，这里的村民们都有种植中药
材的习惯。党参、牛膝、贝母等中药材是村民
的主要经济来源， 由于一直只是零星种植，
中药材产业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种植。

如何才能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发展优势？大坪村党支部因地制宜、对症“下
药”， 引导村民利用广阔的山地资源大做中
药材种植文章，并坚持以支部引领集体经济
+ 农户的发展模式，将万亩土地变成财源滚
滚的“绿色银行”。目前，全村共种植党参、贝
母、牛膝中药材 500 余亩，实现年产值 300
万余元。

2022 年，该村还种植烤烟 500 余亩，实
现年产值 100 余万元；种植核桃、脆李 700
余亩，2022 年实现年产值 200 万元左右；种
植高山无公害蔬菜 180 余亩，预计经济效益
可达 180 万余元。

在大力发展产业过程中，大坪村还紧抓
生态康养的“春风”，充分发挥高山生态优势

和气候特点，大力发展“避暑经济”，把“凉资
源”变成“热产业”，不仅拉动了当地经济发
展， 还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
饭，走上了致富路。

截至目前，大坪村已形成以纳凉避暑为
主，结合爬山观景，休闲垂钓，休闲农庄，生
态农家菜等各种乡村旅游形式的发展业态。
其中，发展乡村旅游 25 余户，乡村旅游 3 星
级宾馆 1 家，年接待游客 1 万余人次，经济
效益达 40 万余元。同时，该村还成立村集体
经济联合社，发展乡村旅游业，实现共同富
裕。 2021 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资产收入 9
万余元、2022 年收入 17 万余元。2021 年度，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 万元， 较 2020 年度
增长 14%。

如今，随着产业的调整，村集体经济的
不断壮大， 大坪村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
依托绿色生态资源，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
银山，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村庄也更有活
力了。

红椿土家族乡大坪村：发展生态产业 释放乡村活力

党参产业。

身边很多人在讨论“渝快保”，重庆已有四百多万人
参保，你是不是也在犹豫要不要投保，下面小编带你一
起了解“渝快保”。

Q1：渝快保是什么？
答：“重庆渝快保”是城市定制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

保险，由市医保局、市银保监局监督指导，13 家保险公
司共同承保。 2023 年普惠款缴费标准为 69 元，升级款
缴费标准为 169 元。

Q2：为什么有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还要购买重
庆渝快保？

答： 住院和特病门诊医保目录范围内自付费用、住
院医保目录范围外自费费用是医保不能报销的，“重庆
渝快保”作为医保的补充产品，是有必要的。

Q3：购买了“渝快保”，费用怎么报销？
答：“重庆渝快保”已经实现“一站式”结算，可在医

院直接报销，无需个人垫付费用。
Q4：购买“渝快保”，政府有补助吗？
答：从 2023 年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结束，对

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购买渝快保，财政补贴部分保费。
2023 年补贴标准：脱贫人口按照 50 元 / 人标准定

额补助；监测对象购买升级款的按照 150 元 / 人标准给
予定额补助， 购买普惠款的按照 69 元 / 人标准给予全
额资助。

资助参保时限为 2022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重庆乡村振兴微信公众号、重庆渝快保微信公
众号将开放“渝快保”参保通道，实现脱贫人口和监测对
象投保自动识别身份，直接享受财政补贴扣减。 若在此
前已自行购买 2023 年“渝快保” 的脱贫人口和监测对
象，由区县乡村振兴部门在核查投保人资助参保资格的
基础上，由区县据实补助应享受的财政补助金额。

Q5：怎么购买“渝快保”？
答：关注“重庆渝快保”微信公众号 - 立即参保 -

录入缴费人和被保险人信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微信
或银联云闪付均可支付保费。

温馨提示：2023 年“重庆渝快保”投保时间延长至 1
月 31 日，此前投保的，保障时间将向前追溯，从 2023 年
1 月 1 日 0 时生效。

更多信息请关注重庆渝快保微信公众号或致电重
庆渝快保客户服务热线：4006619115。

关于“渝快保”，你知道多少？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实习生 何善春） “小
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 春节临近，人们抓紧时间准备
年货。 1 月 4 日，记者走访城区年货市场发现，无论是商
超，还是农贸市场，处处可见红色的节日装饰，促销活动
层出不穷，浓浓年味扑面而来。

超市年味十分浓厚，不仅各种春节装饰衬得超市红
红火火，打折促销的标牌也激起消费者的购物欲望，不
少春节常备商品如米面粮油、各式干果零食等，都被放
到了超市的显眼位置。

“我们启动了年货一条街，主要有对联、坚果礼盒、
水果礼盒还有饼干礼盒，供广大市民前来选购，目前坚
果礼盒和饼干礼盒销售较好。 ”超市店员袁孝鑫告诉记
者。

据了解，为了满足节日期间市民的消费需求，各大
超市和卖场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提前准备了
充足货品，专门设置年货区，并推出各类优惠活动，让利
消费者，方便广大市民置办年货。

年货市场供销旺
浓浓年味扑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