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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不负春光江山美，恋城柑橘满园香。 3 月 4
日晚 8 点，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和重

庆广播电视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联合推
出的“三峡柑橘”巫山恋橙专场直播在渝
开播。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陈勇、县政府

副县长彭晓蓉化身“卖货郎”，共同推荐巫
山恋橙。

此次直播在重庆新闻频道、“第 1 眼

APP”“三峡柑橘”·巫山恋橙专场直播等平
台直播。 在一个小时的直播中，陈勇、彭晓
蓉与网友们热情互动， 直播间人气爆棚，
人次超过 200 万。 期间，网友们关注的巫
山恋橙的种植历史、生长环境、成熟季节、
营养口感、存储时长、在哪里买等问题，陈
勇和彭晓蓉品都一一作答， 为巫山恋
橙———纽荷尔脐橙和W·默科特圈了众多

“果粉”。
巫山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

量充沛，日照充足，是天然的优质柑橘种
植适宜区，每年从 11 月到第二年的 5 月，
都有不同柑橘品种上市。 中熟脐橙有龙回
红、纽荷尔；晚熟脐橙有红肉、伦晚；晚熟
杂柑有W·默科特、沃柑。全县柑橘种植面
积已达 20 万亩，形成了长江流域、大宁河
流域、官渡河流域三个南北相连、东西贯
通的柑橘产业带。 年产量 10.5 万吨，巫山
恋橙已经成了果农致富的“金果果”。

巫山连续七年在北京、上海、成都、烟
台和重庆主城等地举办推介会，极大提高
了巫山恋橙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峡柑橘”·巫山恋橙专场直播在渝开播

直播现场。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文 / 图）
近日，记者在两坪乡周家村看到，连片种
植的脆李从山脚到山顶，果农给脆李树施

肥、剪枝、刷白，积极开展春季管护工作，
一派繁忙景象。

为科学开展脆李管护工作，两坪乡农

业技术人员专门对各村脆李拉枝、 修剪、
施肥等日常管护进行指导，帮助果农提升
脆李种植管理技术， 从而提高果实品质，
达到丰产丰收。

两坪乡是巫山脆李管护的一个缩影。
据县果业中心人员介绍，目前，中心已派
出 4 各组前往各乡镇，指导果农抢抓时间
对脆李进行春管，预计下月完成 30 万亩，
为今年脆李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我县是中国著名的脆李之乡，巫山脆
李不仅是中华名果，也是县域特色效益农
业的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之
一。 每年 6 月底，巫山脆李进入上市销售
旺季。 由于对运输条件的要求比其它水果
更为苛刻，长期以来，囿于交通不便，巫山
脆李“养在深闺人未识”。

2022 年，为进一步缩短巫山脆李邮件
传递时限，我县与巫山机场、中国邮政航
空公司联合启动巫山脆李邮政航空产地
直飞项目。 项目以“一直航三直通”为核
心，辐射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及川渝市
场。 其中，“一直航”辐射华北、华南、华东

地区，开通巫山机场至南京邮件集散中心
直航，该航线配备波音 737-400 型货运专
机一架，单机次运输载重 12 吨，每日一个
频次，计划运行 15 个频次；“三直通”辐射
华中及川渝地区，开设三条陆运冷链运输
直达线路，分别为巫山至重庆线路、巫山
至武汉线路、巫山至成都线路。

巫山脆李首次搭乘邮政专机飞往全
国、走向世界，食客头天下单、次日就可品
尝到质地脆嫩、 汁多味香的巫山脆李同
时，也让巫山当地以种植脆李为主要经济
来源的果农， 借助航空直运平台增加收
入。

据县商务委外贸服务科科长吴光双
介绍，为更好地满足果农、电商和食客对
巫山脆李销售、寄递“迅速、准确、安全、方
便”的需求，服务乡村振兴，春节后县商务
委与巫山邮政进行交流座谈，今年保持开
通巫山脆李邮政航空（极速鲜）专线，脆李
寄递实现早上采摘，晚上发货，全国主要
一二线城市夕发朝至，提升“巫山脆李”生
鲜品质。

“巫山脆李航班”将持续开通 全国主要一二线城市夕发朝至

两坪乡周家村果农给脆李树施肥。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文 /
图） 3 月 3 日， 巫峡镇组织镇村志
愿者到绿水村开展“弘扬雷锋精神，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志愿服务活动，
对果农们进行翠冠梨管护技术指导。

“这个阶段的剪枝总体思路就是
均衡树势、 抑强扶弱……大家看，这
棵梨树直立旺枝多、树形乱，需要剪
除直立旺枝、过密枝、病虫枝，保留斜
生的枝条。 ”在绿水村 2 社的翠冠梨
种植基地里，巫峡镇农业服务中心农
技人员何莫春一边熟练操作，一边为

村社干部、种植大户讲解剪枝要领及
病虫害防治、施肥、防御倒春寒等各
个环节的注意事项。

当天， 志愿者们共完成绿水村
30 余亩翠冠梨管护。 下一步，巫峡镇
19 个村（社区）将继续通过院落会、
小组会等方式，积极宣传产业发展奖
补政策，开展柑橘管护、脆李管护、动
物防疫等技术培训，持续提升镇内产
业发展能力，促进全镇产业持续稳定
发展。

巫峡镇：志愿者走进田间开展翠冠梨管护技术指导

农技人员在绿水村指导脆李管护。

本报记者 董存春
安全稳定是发展的前提。 政府工作报

告“以安全稳定为最大责任，严密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列入到 2023 年政府八项重点工
作之中，始终做到居安思危、备豫不虞，以

“眼中不揉沙子” 的认真劲、“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绷紧“安全弦”、筑牢“防护
墙”，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巫山。

对安全稳定工作， 县卫生健康委十分
重视。 2022 年，该委把疫情防控贯穿始终、
医疗资源优质布局、 健康中国巫山行动持
续发力、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高效衔接、医
共体分级诊疗日臻完善， 确保了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

县卫生健康党委委员、 副主任曾蓉告
诉记者，2023 年， 县卫生健康系统坚持稳
中求进总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理念，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事业发展，
各项工作均取得较好成效。 2023 年我们将
继续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健全疫情监
测体系和信息报告制度，有效预防、及时控
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抓好常态化
分级分层分流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提升基
层医疗救治能力。持续完善应急指挥体系，
坚持“处理及时、转诊迅速、分流有序、操作
规范”原则，确保 24 小时快速响应。常态化
开展疫情处置及院前急救从业人员规范化
培训，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
作作风，凝心聚力、赛马比拼，继续推进卫
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方位保障人民
安全。

2023 年，我县将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
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抓好道路交通、消
防、 危化品、 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监
管，坚决防止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食
品药品安全，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加强洪涝、地质灾害隐患监测，扎实开展地
灾隐患点治理。建设应急抢险救援中心，优
化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配置， 全方位
保障人民安全。

同时，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禁毒
人民战争、全民反诈，建设智慧公安，强化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 积极创建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坚持遏制增量、化解
存量，健全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
置机制，加快高风险企业资产处置、债务重组和司法重
整，防范化解金融、债务、非法集资、产业链供应链、房地
产等风险。 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 深入
推进信访制度改革，加强“治重化积”，强化领导接访、下
访，化解一批重点信访矛盾和遗留问题，创建全国信访
工作示范县，立体化维护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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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市科协的工作要
求，在引领和服务广大科技工作者、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助力推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做
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县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接下来，科协组织要坚定理想信念，牢牢把握正确
前进方向。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群团发展
道路。要勇担时代重任，主动服务全县发展大局。各级科
协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发扬科学家精神，推动巫山
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要强化科普实践，持续提升全
民科学素质。 深入开展全国科普日、科普宣传周等群众
性科普活动，真正做到科普为民、科普惠民。 要当好桥
梁纽带，积极培育科技创新人才。 积极参与对接重庆英
才大会，为乡村振兴、城市提升、创新创业、产业发展提
供人才支撑。 更好发挥烟台博士工作站、乡村振兴学院
功能，着力培养一批农村实用人才。 大力培养青年科技
人才，让更多青年人积极投身科技事业，为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县科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委会及
领导班子。

巫山县科学技术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