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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1 月 11
日，县政协主席柴承刚主持召开政协巫山县
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
定县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将于 1 月 30 日
（正月初九）下午报到，1 月 31 日—2 月 2 日
召开。

会议听取了县委、县政府系统关于县政
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审
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巫山县第十
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

《政协巫山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十一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审议稿）》、政协巫山县第十一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会务材料》。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
策部署，坚持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围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开展协
商，要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
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着

力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
凝聚共识水平，更好地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
的目标任务汇聚智慧和力量；要高度的加强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扎实推进各
项任务落实，将提出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履职
实践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

会议要求， 大会筹备工作要精心筹备，
通力合作，以创新的思维，务实的举措做周
详；要切实做好文稿起草、提案征集、会务服
务等各项工作， 齐心协力确保大会圆满成

功。
会议还集中学习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

表二 O 二三年新年贺词、 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
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重庆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曹邦兴同志在
县委十五届四次全会上的讲话。

县领导罗良谷、王国琼、聂必红、卢家
平、黄承权、黎锦华、曹诚仲出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林珊 文 /
图） 1 月 9 日，由市文化旅游委，重庆广电
集团（总台），大渡口区委、区政府，中国广电
重庆公司共同主办的全市媒体助力文旅融
合及乡村振兴联合专题采访交流活动在大
渡口区举行。

据了解，大渡口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这里有西部首个利用钢厂遗存打造的集博

物馆、 文创园为一体的重庆工业文化博览
园；有“文化 + 旅游 + 体育”于一体的综合
户外运动营地，还可滑雪、露营、赏花……在
大渡口可以体验一场融合历史文化、快乐亲
子等“都市休闲之旅”。

走进重庆工业博物馆,浓浓的工业风扑
面而来。重庆工业博物馆依托老重钢型钢厂
的部分工业遗存建设，35000 余件藏品勾勒

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场景。 2019 年 9 月
28 日建成开放， 如今已成为新晋网红打卡
点和地标， 这些遗存不仅展现了重钢的历
史，也是大渡口区最好的历史见证。

工业博物馆由工业遗址公园、 主展馆、
钢魂馆三部分构成，是利用重庆钢铁厂大渡
口厂区整体搬迁后，在原厂区上兴建的一座
工业博物馆，记录了重庆工业发展各个不同

历史阶段的代表性实物。
8000 平方米主展馆内六个展厅， 翔实

记录了重庆工业 120 多年的恢弘历程，全面
展示了重庆开埠后民族工业的振兴，以及重
庆工业为中国抗战、国民经济恢复、重庆城
市化进程、中国工业化进程所作出的巨大贡
献。

走进跳磴镇新合村六合矿区蒲公英成
长酷玩营地，只见暖阳相伴，和风拂面，青山
叠翠，绿草如茵。

“蒲公英成长酷玩营地”占地约 320 亩，
是中梁山康养项目中的第一个签约项目，意
在打造重庆市首个创新型的“文化 + 旅游
+ 体育”综合户外运动营地，主要以青少年
成长为核心打造国家级青少年体育营地。项
目于 2022 年 10 月 8 日正式开工建设，现整
体形象初成，预计 2023 年 3 月试营业，4 月
正式营业。届时，废弃矿坑将华丽转身，成为
潮妈酷娃及潮流青年的户外文娱体验地。

近年来，大渡口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以金鳌山、中梁山为重点，专班推动乡村振
兴，“金鳌田园”风光初显，中梁山康养基地
项目起步，一批特色旅游项目、精品民宿开
业运营，跳磴镇石盘村荣获“2022 年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

当前，大渡口区正围绕“公园大渡口、多
彩艺术湾”建设目标，推动城市建设、产业发
展向高能级跃升；茄子溪·长江音悦港、宝武
西南总部启动建设，重钢崖线步道获国际竞
赛组委会市政园林金奖、巴黎设计奖金奖和

“重庆最美山城步道”称号，重庆小面产业园
竣工，中元汇吉生物科技园、海康威视三期、
萤石智能制造基地等一批产业项目开工建
设，“金鳌田园”综合体、中梁山康养基地有
序推进……

全市媒体助力文旅融合及乡村振兴联合专题采访交流活动在大渡口举行

建设中的蒲公英成长酷玩基地。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实习生 黎婷婷） 近
日，建平乡柳坪游客接待中心迎来了一架飞播造林直升
机，这标志着我县 2023 年度飞播造林工作正式启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待直升机各种设备检查完毕后，
工作人员向吊挂式播撒器倒树种，带着载满树种的播撒
器从临时机场顺利起航，飞向大昌、金坪、两坪等乡镇，
树种被播撒到山峦之间，种下绿色希望。

为积极稳妥地推进飞播造林工作，县林业局优先安
排重点地段和集中连片小班， 按照集中连片的原则，合
理规划，整乡整村推进，集中开展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改
变传统发展方式，集约经营，提高林业生产效率。

据了解，本次飞播共设计飞行 13 架次，播带数 26
条，播带平均长度 5.8km，航高为 100 米，单次播幅为 50
米，每架次飞播面积 800 亩。共飞播造林 10000 亩，分布
在 6 个乡镇 17 个村，共计 21 个小班，其中大昌镇 782.7
亩、金坪乡 196.8 亩、两坪乡 4247.2 亩、龙门街道 685
亩、双龙镇 2780.7 亩、巫峡镇 1307.6 亩。

我县启动 2023 年度飞播造林工作

本报记者 雷行星
“粗饲料和精饲料配合饲喂，才能给

牛提供全面的营养。 ”1 月 10 日一早，官
渡镇当阳村邓哥肉牛养殖场里，邓林龙正
忙碌着搬运饲料、给牛打针。两年多了，邓
林龙已经习惯了从打工人到养牛人这样
一个身份的转变。

2020 年，经过打拼，有了一些积蓄的
邓林龙回到了家乡。 一次偶然的机会，邓
林龙参加了镇上组织的一场关于农村如
何科学发展种植、 养殖产业的知识讲座，
敢闯敢拼的他立即对养殖产业产生了浓

厚兴趣。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筹备，
他决定用打工挣的钱发展肉牛养殖产业。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不懈的努力，从最
初的养殖肉牛 40 多头， 发展到现在的
200 头，邓林龙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回报。

“我现在饲养了 200 头肉牛，已经出
栏了 90 头，收入大概在 35 万元。 ”邓林龙
高兴地说。

吃上了“产业饭”，邓林龙家的日子是
越过越红火，不仅重新装修了房子，还在
县城开了一家名叫“辉尔鲜牛肉店”来拓
宽销售渠道。

肉牛养殖场形成规模，也为当地村民
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除部分村民在养殖
场打零工外， 有 7 名村民在这里长期务
工，59 岁的童兆华就是其中一员。

“我现在年龄大了，50 多岁了，出门
挣不了钱，在这里 3000 元一个月，包吃包
住，离家也近”。 童兆华笑着说道。

邓哥肉牛养殖场占地 10 亩， 总投资
500 万元，现已出栏肉牛 90 头，存栏肉牛
200 头，预计年收益 60 万元左右。

从原来的打工人发展成养殖大户，干
牛事，说牛话，发牛财，成为村里有名的

“牛人”，但是邓林龙还没有满足，他还想
扩大养殖规模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乡亲加
入到肉牛养殖产业中来。

“下一步准备扩大规模， 准备养牛
300 头，同时，我还给周边有想养牛的村
民，提供技术帮助，一起致富。 ”邓林龙告
诉记者。

致富“牛人”邓林龙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鲁作炳
文 / 图） 采摘、分拣、包装、发货……1 月
11 日，在大溪乡军营村，村民们正忙着将
最后一批订单柑橘装上物流车辆，发往重
庆主城。

“今年，我们村集体经济组织帮助村

民销售了柑橘 1000 吨左右。 ”军营村股份
经济合作联合社负责人曹斌告诉记者，今
年，虽然遭遇干旱天气，但军营村柑橘仍
喜获丰收。 为了帮助村民畅通销售渠道，
该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线上、线下联系上
了沈阳、苏州、成都等地的水果商，现场采

摘发货，直接销往各地。
72 岁的村民彭德创， 因家中缺乏劳

动力，种植的 2 亩柑橘挂满枝头。 在他正
愁无法销售时，村里组织人员上门帮助采
摘，并销售一空。

“村里帮我卖了 5000 多元。 ”彭德创

说，如果不是村里帮忙，他家的柑橘就只
能烂在树上了。

与他一样， 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不
仅将柑橘卖完，更卖出好价钱的还有曹友
联、李金念、肖文明等———在村里，村党支
部书记曹让国掰开手指数起来。

位于长江岸边的军营村，属移民后靠
村。当年三峡成库后，全村有 1000 多人外
迁，有 2000 多亩良田淹没。剩下的 860 多
户 2062 人，全部就地后靠安置。 2006 年，
该村开始发展柑橘产业， 经过 17 年持续
发力，如今，全村 95%以上的土地都种上
了柑橘，种植规模达 7000 亩，有 5000 亩
进入丰产期，年产值达 3000 万元以上，被
称为长江岸边“柑橘第一村”。

“以前，柑橘成熟后，除了上门收购的
水果商外，大多数村民只能用船将柑橘运
往县城销售。 ”曹让国告诉记者，2021 年，
该村以集体经济组织牵头，联合村柑橘种
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成立了军营村股
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以社会化服务形式对
全村柑橘实行统管统治， 同时投入 60 多
万元，在村里建起了水果分拣厂，进行水
果分级， 从而打响了军营柑橘品牌名气。
此外，还针对村里缺少劳动力的困难种植
户，采取上门服务方式，帮助进行果树管
理和销售， 真正让村民们的钱包“鼓起
来”。

军营村：村集体找销路 村民们鼓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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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近日，记者在
曲尺乡伍佰村看到， 一个个又大又圆的柑橘挂满枝头，
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挑远、装箱，一筐筐果子成为果农增
收致富的“黄金果”。

曲尺乡是长江边的花果之乡，该乡特殊的土壤和气
候适宜种植水果。 该乡因地制宜制定产业规划，摸清产
业的发展特点，坚持“1+3+2”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体
系，合理规划每村每户产业发展品种、规模、重点，在海
拔 500m 以下发展柑橘产业，目前以累计种植 1.8 万亩，
其中 1.5 万亩达到丰产期， 全年产量 2.3 万吨，2021 年
实现产值 1.6 亿元，并成功注册“巫山纽荷尔”国家地理
商标。

长江柑橘带的柑橘品种多，曲尺乡多年前引进了适
合该乡的品种———纽荷尔。该品种个大味甜，已在伍柏、
朝阳、柑园、锁龙等村栽种。 此外，曲尺乡柑橘销售方式
呈现多元化，主要有游客采摘、外地商贩收购、农民经纪
人收购、互联网平台销售四种模式，每年户均增收可达
9 万元。

如今，优质柑橘已成为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昔日的“荒山坡”也变成了今天的“花果山”，并持续发挥
着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曲尺乡：
1.8 万 亩 柑 橘 成 为
果农增收致富“黄金果”

果农正在对柑橘装箱。

本报讯 （通讯员 谈婧 张禹） “今年卖脆李的
钱全部到账了， 大家快来村便民服务中心大厅签字领
取！ ”2023 年伊始，巫峡镇东岗村村民奔走相告，欢欣鼓
舞。 在东岗村便民服务中心大厅，村支两委干部和果农
围在一起，认真核对脆李销售信息并签字确认，9.5 万元
脆李销售款分发到了 65 户种植户手中。

据了解，今年夏天，受疫情影响，东岗村 9 万余斤脆
李出现滞销，眼看着丰收的果子就要烂在树上，一年的
精心管护就要打水漂了，村民们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
觉。 了解到大家的困难后，东岗村村支两委干部和驻村
工作队成员组成工作专班，分组入户收购脆李残次果，
并协调巫峡镇党委政府进行统一销售，及时解决了果农
的燃眉之急。

领到钱的村民们热情高涨，难掩喜悦之色，纷纷感
叹：“感谢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帮忙销售，让我们
一年的辛苦付出有了收获”。

东岗村位于长江之滨，脱贫攻坚期间布局种植了脆
李、柑橘、桃子等特色水果，如今是巫峡镇远近闻名的花
果之村。

东岗村：
65 户种植户领到
9.5 万元脆李销售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