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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抓项目就
是抓发展。1 月 5 日 -7 日，县委书记曹邦兴
率县委办公室、县水利局、县文化旅游委等
部门，前往北京对接国家部委、行业头部企
业，争取项目资金支持、考察洽谈合作项目，
寻求合作共赢路径， 凝聚协同发展共识，奏
响“冲刺新一年，奋力开门红”的高质量发展
强音。

曹邦兴先后与中国旅游研究院、中青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亩田集团和中国预制
菜产业联盟等企业、组织进行座谈，向他们
详细介绍巫山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近
年来，巫山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用好“生态”和“文化”两个宝贝，坚
持将旅游业作为“第一支柱产业”，推动“大

三峡”全域旅游振兴，加快建设世界级旅游
目的地。坚持链条化发展生态农业，推出“中
华名果”巫山脆李、三峡柑橘·巫山恋橙、巫
山庙党、巫山烤鱼、巫山粉条等特色产品，加
快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建设全国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区。 生态产业蓬勃发展，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产业价值不断提升，有
力推动了富民兴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广。

曹邦兴表示，中国旅游研究院作为旅游
发展研究的权威机构，中青旅作为中国旅游
行业的领军企业，在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领
域经验丰富、资源丰富。 巫山旅游资源独一
无二，三峡港湾城独具魅力，双方合作有着
深厚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希望在旅游高端

策划、开发文化 IP、打造旅游爆款产品和深
度营销等方面深化合作， 借助高端智库、龙
头企业“借船出海”，推动巫山旅游高质量发
展，更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一亩田集团、中国预制菜产业联盟在农
业产业上具有行业优势、网络优势、市场优
势，巫山作为农业大县，优质农副产品多，接
二连三空间大， 希望在农产品保鲜技术、农
产品深加工、 农产品销售等方面加强合作，
推动巫山建设有机蔬菜基地，发展预制菜产
业，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致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到访企业和组织纷纷表示，巫山区位优
势凸出，立体交通方便快捷，资源禀赋独特，
发展绿色旅游、生态农业、度假康养前景光

明，潜力巨大，是绿色发展的排头兵，是企业
看好的投资热土， 将重点围绕旅游策划营
销、景区管理、生态康养、农产品深加工和脆
李保鲜、 拓展市场销售等开展深度合作，寻
找更多的切入点、结合点，开发合作更多优
质项目，携手实现共赢发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
据中心主任戴斌，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王思联，联科总
经理李东川，一亩田集团副总裁、中国预制
菜产业联盟执行秘书长彭南峰，中国预制菜
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訾占超分别参加座谈。

期间，曹邦兴还到水利部、文化和旅游
部汇报对接工作。

曹邦兴前往北京考察洽谈项目

抓项目 促合作 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实习生 黎婷婷） 1

月 9 日，记者从县商务委获悉，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全面
促进消费，我县结合消费特色和市场特点，决定于 1 月
10 日 10 时开展“爱尚巫山·迎新消费”政府消费券第一
轮发放。

该活动由县人民政府主办，由县商务委员会、中国
银联重庆分公司承办。 据了解， 本轮发放金额为 60 万
元。发放时间自 1 月 10 日 10 点正式开始，至 2 月 10 日
24 点。 消费券类型有餐饮、酒店、商超、家电等。 活动期
间，消费者登录“云闪付”APP 进入巫山消费券专区，点
击领取消费券，抢完即止，最高可抢 500 元。消费券领后
5 日内有效，过期消费券失效。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通
讯员 侯永东 彭渊贵 文 / 图）
1 月 8 日， 世纪神话游轮 400 余名
来自北京、广东、山东、河南、湖南、
安徽等地的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
走进巫峡·神女景区。 行程中，游客
们饱览壮美河山后载歌载舞，十分
快乐。 据了解，这是巫山自疫情后，
也是 2023 年迎来的第一批长江游
轮游客。

巫峡·神女景区地处长江三峡
腹心巫峡段，是以峡江风光为主的
自然风光型景区。 景区总面积 76
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 5.26 平方
公里。 景区主要由南、北线两大部
分组成，南线以神女溪、净坛峰、神
女天路片区为主， 北线以神女峰、
望霞片区为主。 现有主游客中心
（柳坪）及净坛峰、神女溪、神女峰
游客服务中心，有游船、步游道、高
空索道、观光车、观景平台、神女天
梯等交通体系， 实现 360°全景巫
峡深度游。

奇山异水、梦幻神女、巫山云
雨、巫山红叶、高峡平湖是巫峡·神
女景区景观五绝。

巫峡·神女景区迎来今年第一批长江游轮游客

游客游览神女景区。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1 月 8
日，我县民宿产业协会在双龙镇“石上生
花”露营基地举办 2022 年工作总结大会，
回顾总结一年经验成果，谋划下一年工作
思路。 市民宿协会代表、县文旅委相关科
室负责人、县民宿协会会员参加。

协会会员共聚一堂，互相交流经营心
得，特别是如何发挥协会作用，带动全县
民宿共同携手，以民宿为载体，充分展现
和解读巫山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优美的

山水风光，诉说巫山故事，让民宿成为巫
山全域旅游新卖点。

回顾过去一年， 民宿协会成绩斐然，
协会有 3 名会员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评
选为乡村文化和旅游致富带头人，4 名会
员取得星级农家乐评审员资格，1 名会员
进入国家民宿评定专家库，近期又评选出

“重庆好人”1 名。 协会推出“徒步三峡.勇
毅之旅”品牌，改变了三峡旅游的传统游
览方式， 给深度三峡游注入了新的活力。

接二连三的政策和举措为民宿产业保驾
护航，通过几年来的发展，巫山民宿已基
本形成以“三峡宿集”总品牌，国企引领打
造出三峡院子、三峡李院、下庄院子为代
表的高端精品旅游民宿，民间投资紧随其
后，孵化出石上生花、挽草堂、贤合驿站、
闻郎江宿、云玺台、云端巫舍、龙江院子、
逸居睐、红番茄、栖度等等一批批环境美、
品味高、服务强、带动面广的乡村民宿。

协会会员们纷纷表示，接下来将在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市民宿协
会的帮助下，继续凝心聚力、勇毅前行，将
民宿产业发扬光大，助力全县旅游高质量
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

民宿产业助力全县旅游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陈久玲 王光平 文 / 图
深冬时节，暖阳和煦。近日，记者走进金

坪乡连山村，只见干净整洁的水泥路纵横交
错，清爽敞亮的民居错落有致……，秀美的
村庄掩映在青山之间，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向上
的美丽画卷。

连山连山就是一山连着一山。连山村位
于金坪乡东北部， 与骡坪镇观奇村交界，属
典型的山地立体气候，最低海拔 1000 米，最
高海拔 1720 米。 该村山高坡陡， 幅员面积

19.8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3088.6 亩，林
地面积 25000 亩，森林覆盖率达 85%。 辖 5
个村民小组 276 户 832 人， 其中脱贫户 50
户 172 人。 曾经的连山村地处偏远，基础设
施薄弱，道路通行条件差，易受天气等自然
气候影响，群众较为不方便。

近年来，金坪乡按照“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的原则，建设金月湾集中安置点。整
合各类资金约 226 万元，在连山村 2 社建立
了金月湾集中安置点，共安置 23 户 105 人，
实现了群众拎包入住， 解决了住房安全保

障。 结合群众生活生产习惯，金坪乡党委政
府向县水利、农委等县级部门积极争取资金
90 万元，建立猪舍 26 个，建立安全饮水池 2
口 1000 方， 解决了农户搬迁后的养殖和基
本生活保障等问题。 同时，在安置点附近配
套建设文体广场、 村卫生室等基础设施，丰
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群众的综合素
质。 结合全乡“一叶一果一蔬菜”发展模式，
因地制宜，先后发展农家乐 12 户，种植海阳
甜柿 90 亩，秋月梨 22 亩，建立蔬菜大棚 2
个，确保群众有致富产业。

连山村的生活取得了巨大的变化，住房
安全了、饮水到户了、道路畅通了。生活得到
了保障，人居环境也在日渐提升，路灯照亮
了、环境干净了、乡村更美了。

谈及现在的连山村的人居环境，群众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自县委县政府开展“激励
干部担当作为，提升群众满意度”十大行动
以来，金坪乡始终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作为乡村振兴“前沿阵地”，以“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改善乡村面貌”为抓手，探索建立

“三建三治”模式，把干部“沉”到一线，与群
众开展面对面交流， 乡村干部带头捡垃圾，
设立分类垃圾桶，规范运行起了“户清扫、组
保洁、村收集、乡转运”的“四级联动”垃圾清
运处理机制， 生活垃圾治理率达到 95%以
上，用行动诠释改变面貌的决心。

乡村干部的实际行动村民看在眼里，记
在心上，言行举止慢慢发生了变化，从到处
乱扔垃圾，到不扔垃圾，再到主动捡垃圾，积
极维护卫生；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到主动清除杂草， 清理水塘的漂浮垃圾，村
里的面貌一天一个样。

如今的连山村风景秀美、 民风淳朴，可
春赏满山梨花，夏访重峦叠嶂，秋尝满园香
果，冬看漫天飞雪。

连山村：铺开美丽乡村幸福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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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尚巫山·迎新消费”
消费券开始发放

1 月 8 日，铜鼓镇铜鼓村组织的社会化服务队伍在
脆李园中，对果园进行杀菌清园等工作。

据铜鼓村脆李合作社管理人员介绍，自 2022 年 11
月以来，合作社抓住冬季果园管理有利时机，组织社会
化服务队伍，积极开展脆李园的锄草、树干涂白、树枝修
剪、杀菌清园等冬季果园管理各项工作，确保果树安全
越冬，为果农的增产增收奠定基础。

记者 王忠虎 摄

铜鼓镇：
社会化服务队助力脆李冬管

（上接第一版）向林满说，每年种一季大头菜亩均能增收
5000 元左右。

周家村支部书记蒋祖元介绍，种植大头菜也算当地
一个特色产业，全乡发展了 3000 余亩，周家村有超 500
亩。 目前，村里有意把产业做大，并建设了果蔬加工厂。

看着已具雏形的加工厂，专家们表示认可：“有了加
工厂，产业规模还可以适当扩大，市场能拓展到周边湖
北等地。 但建议要增加一个冻库，加工厂的技术标准我
们后续也要给你们设计，食品安全特别重要。 ”

行至海拔 1400 多米的竹贤乡石院村， 时下高山萝
卜、白菜已采收完毕，翻耕过的土地踩上去细腻松软。

竹贤乡副乡长任伟朋说，近两年石院村发展高山蔬
菜 80 亩，效益可观，哪怕是在去年遭受冰雹灾害损失的
情况下，老百姓种植积极性依然高涨。

“特别是去年试种了七八分地的小番茄，靠着下庄
村游客过路采买就卖了六七千块。”任伟朋说，目前最大
问题就是销售存在困难。

看着相对平坦开阔的土地，专家们认为石院村适合
发展蔬菜，效益不错，但规模上不去，销售就成了问题，

“量不够，收购商跑一趟还拉不满一车，就不愿意上门。
如果可以与其它地方联动发展，问题就能得到缓解。 ”

在竹贤乡、骡坪镇，专家们还看了部分正在建设和
已经建成的设施蔬菜基地，了解了蔬菜大棚结构、蔬菜
品种、种植计划等信息，对设施蔬菜的发展作了简单了
解。

今后该怎么种菜？
有了实地了解，结合前期收集资料分析，专家们对

于巫山蔬菜产业发展也有了初步打算———
曾志红说，目前巫山蔬菜种植过于分散，多为点状

分布，不成规模，组织化程度不高，因此大都面临销售难
的问题，接下来以点扩面形成适度规模十分重要。 规划
将以示范点建设为主，要用示范点来带动农户种植。

此外，更换品种、采用新技术也成为专家们的共识，
这也是村干部和村民的诉求。

在周家村，看到当地大头菜个头小，菜心已有黑点，
村干部就坦言，更换品种是迫切需求，这些年来农户的
菜种多在市场上购买，且都是散种，质量不高，因此也影
响了部分村民种植积极性。

在石院村， 去年一场冰雹让产业遭受极大损失，让
村干部深切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我们这里处于冰雹
带，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隐患还是蛮大。 ”

当然，还有发展思路的调整。 石院村去年小番茄的
成功销售给了专家们很大启发。罗云米说，“我们完全可
以依托巫山旅游产业，在发展旅游的地区把蔬菜产品做
成旅游产品。减少萝卜、白菜等大宗蔬菜产品面积，多种
糯玉米、黄瓜、小番茄、茄子等，既丰富品种，又提高效
益！ ”

在调研结束回程的路上， 曾志红说此行收获不小，
回去后将把情况梳理一遍，形成规划的初步框架，“春节
后我们再来一趟，进一步完善细节，做个科学的规划助
力巫山蔬菜产业发展。 ”

（摘自于 2023年 1月 8 日《重庆日报》一版）

靠脆李发财的巫山谋划蔬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