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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巫山支行铜鼓分理处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678001429301），声明作废！

2023 年 5 月 26 日

遗失声明

E-mail：wsnews@163.com

2023 年 5 月 26 日 星期五责编 刘朝明 美编 董申熬 校对 刘朝明

电话:023-57737953

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方丹 王光平 文 /
图） 5 月 25 日，记者在巫山县三溪两坪二

期 200MW 农（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看
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清表、钻孔、灌注桩浇

筑等作业，现场忙碌而有序。
巫山县三溪两坪二期 200MW 农（林）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分布在三溪乡、 两坪
乡、骡坪镇境内，规划装机容量 200MW，新
建 220KV 升压站一座，该项目也是重庆市
迄今为止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 目前，升压
站工程已完成综合楼封顶、 辅房以及配电
房封顶，设备基础开始施工。

由于该项目所处地块分散， 涉及 2 个
乡镇 10 余个村 6000 多亩地， 且场区内地
势陡峭，以岩石基础为主，施工难度极大，
加之巫山高山天气多雨多雾，也给施工、运
输、安全管理等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

施工方精心组织，合理安排工期，统筹
协调物资， 克服各种不利影响， 确保高质
量、高效安全地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在项目
开工前， 积极组织各参建单位共同制定了
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 实施过程中对照进
度计划进行项目管理及纠偏。 目前，该项目
升压站、光伏厂区南区、光伏厂区北区 3 个
作业工区平行施工。 此外，为节约光伏场区
用地，项目增加投资，在设计上创新性的使
用了行业前沿专利成果， 光伏场区用地减
少 25%，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降低施

工难度和成本。
据三峡能源巫山建设项目负责人张新

星介绍，项目于今年 4 月 1 日开工建设，计
划 9 月底首批次并网发电， 年底全容量并
网发电， 实现项目同年开工同年并网发电
目标。

届时，该光伏电站 25 年的年均发电量
约 17487.41 万 kWh，25 年平均年利用小时
数为 872.7 小时。按替代等发电量的燃煤电
站计算， 每年可减少使用约 6.29 万吨标准
煤，减少 CO2 排放量约 15.242 万吨。

近年来， 我县把光伏发电作为能源结
构转型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利用资源，大
力推进光伏建设，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全市最大光伏发电项目落户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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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年底并网发电

建设现场。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文 / 图）
小满节气前后气温升高，雨水丰沛，正是水
稻栽种的好时节。5 月 22 日，记者从县农技
站获悉，今年全县共种植水稻 4 万亩，较上
年 3.99 万亩增加 0.01 万亩，目前播种进度
较好。 当前，村民抢抓农时，在田间地头移
栽水稻，为丰产增收打下基础。

连日来， 在庙宇镇随处可见农民忙耕
田、施肥、拔秧、插秧的场景。 在农户们的辛
勤劳作下，宽广的农田披上了“绿装”，整个
水稻种植区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田园风光
画。

庙宇，素有“三峡粮仓”之称，位于巫山
西南部，地处渝鄂两省的巫山、奉节、建始
三县陆上交汇中心，是两省三县的重镇。境
内四周群峰挺拔，重峦叠嶂。 中间是万余亩
良田的平坝，典型的内陆小盆地，自然环境
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健全，农业
产业基础良好。水稻作为庙宇的优势产业，
该镇始终将水稻作为产业发展第一位，通
过稳定播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优化粮食
布局，推进全产业链建设，确保粮食安全。

该镇天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则充分利
用盆地优势， 在水稻的种植上全程实行机
械化作业。 整地、育苗、插秧以及水稻的后
期管理、收割等都是机械化。

该公司负责人李尚前介绍， 水稻种植
实现全程机械化，不仅有效解决了用工难，
还能提质增效。与人工种植相比，每亩节本
增效达 400 元左右。 庙宇镇今年水稻种植
机械化作业面积在 8000 亩左右。

“庙宇镇每年种植的水稻都在万余亩，
主要分布在庙宇、长梁、永安等村。目前，整
个庙宇镇插秧正紧锣密鼓进行中。 ”据县农

技站站长胡斯刚介绍，目前，全县水稻移栽
已完成 75%，采取人工插秧、机械化插秧和

直播的方式进行， 预计 6 月全面完成移栽
工作。

今年全县种植水稻 4万亩 6月全面完成移栽

村民正在田间插秧。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文 / 图） 5 月 22 日，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重庆技术研究院等单位专
家来我县，就大宁河市级示范河流建设工作开展调研。

专家们先后前往大昌镇、宁江晚渡，在相关工作人
员的介绍下详细了解河道面貌、河道管护、亲水便民设
施等情况。 强调生态河流、绿色发展是守护人民幸福的
长城，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科学设计，提高河流的连
通性，维持生境的完善性，保护物种的多样性。

据了解，2021 年 7 月我县正式启动大宁河示范河
流建设工作， 以建设造福人民的美丽幸福河流为目标，
以河长制提质增效为抓手， 以项目工程建设为载体，统
筹实施大宁河水资源保护、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实
施工程项目与河长制标准化体系建设， 涉及 64 项具体
任务，其中 23 处工程项目，现已开工 21 处、完工 17 处
示范项目，完成投资 7.2 亿元，清理整治河道三乱问题
12 处。

如今，大宁河周边环境显著改善，逐步成为“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美丽幸福河流。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通讯员
谭厚伟 文 / 图） 今年以来，大溪乡坚持
把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当前重要民生工程，
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掀起了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热潮。

在平台村、大溪村，全体村干部、志愿
者、村民利用钳子、扫帚等工具对散落在村
内主干道周边的白色垃圾、 田间地头的废
旧地膜、 水桶水缸及屋前房后的垃圾进行
清理，对有些不易用工具拾取的垃圾，工作
人员直接徒手拾取。在整治过程中，大家还
对租住在村内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环境保
洁宣传， 引导村民和外来人员一起参与到
环境整治中。 经过村干部与村民们的共同
努力，村庄的环境卫生得到极大的改善。

近年来，大溪乡坚持党政“一把手”亲
自抓，成立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专班，明确班
子成员包保路段， 联系村、 组干部负责实

施，各村支部书记为具体责任人，将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作为周例会常态化专题研究部
署，建立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形成工作
合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有效有序开展。同时，通过
党员干部亮身份、亮职责，组织各村驻村领
导、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志愿者、村民齐
上阵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人居环境整
治中，实现了群众由站着看，到跟着干，再
到自觉干的转变， 带动村民养成积极参与
劳动的好习惯。实现庭院整洁有序，推动环
境清洁与良好家风、文明乡风融合，打造干
净整洁的人居环境。

大溪乡：推进环境整治 助力乡村振兴

志愿者清理码头垃圾。

市生态环境专家调研
大宁河市级示范河流建设工作

专家们调研宁江晚渡。

（上接第一版）主要任务是：到 2027 年，强化
水库联合调度、洪水山洪防御、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河道“清四乱”，
实施江河治理工程 1000 公里， 全市 5 级以
上江河堤防达标率达到 90%。 大力推进“一
核两网?百库千川”水利行动，强化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 加快打造重庆现代水网，
水利工程新增年供水能力 10 亿立方米。 深
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滚动编制实施“一河一
策”方案，统筹开展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
村、船舶污染防治，强化污水收集、处理设施
建设，推进整治长江入河排污口，系统治理
重点河流，确保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为
Ⅱ类。 全面落实国家节水行动，统筹推进农
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
确保全市万元 GDP 用水量达标， 探索实施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高涉水产业发展
水平，助力区域绿色发展。 严格河湖生态空
间管控， 扎实推进水生态修复和系统性保
护，恢复提升水生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率、
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分别达到
73%、90%以上。 传承弘扬长江文化、三峡移
民文化，打造水情教育基地、河湖科普基地、
河长制主题公园、水利风景区，传播人水和
谐理念，营造爱河护河的浓厚氛围。

三、保障措施。 全市各级各部门和有关
单位要深刻认识实施幸福河湖建设的重要
意义，因地制宜谋划，分批分步实施。 各区县
（自治县）总河长要亲自部署、系统谋划，区
县级河长要周密组织、细化落实，切实扛起
管河治河主体责任。 河流牵头部门要积极推
动、赛马比拼，河长制责任部门要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 强化对幸福河湖建设的政策、资
金保障。 市河长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幸
福河湖评价指标体系， 健全落实自评申报、
建设实施、验收认定、动态管理的闭环机制，
动员社会各界共建共享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湖，努力交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
的高分答卷，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因水而生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此令。
重庆市总河长：袁家军 胡衡华

2023 年 5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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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邦兴专题调研高唐街道、龙门街道社区建设等工作
（上接第一版）让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更加稳固。要科学布局各功能分区，夯
实群众文化活动、“一老一小”服务、群众矛
盾化解、社区日常办公等基础功能，不断完

善社区阵地基本功能；要加强网格员培训、
考核和管理， 激发网格员履职尽责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水
平；要强化数字赋能，加强信息化建设，精

准掌握居民群众动态需求， 推动基层各类
数据高效汇集、统筹运用、有序共享，不断
提升社区治理数字化、 信息化、 智慧化水
平。

县委副书记熊伟，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翟小满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