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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曾露 郝燕来 文 / 图
今年以来，全县工业招商签约资金 51.8

亿元。 1-3 月， 全县工业投资完成 4.87 亿
元，增速 96.3%，在全市排名第 5 位，渝东北
排名第 3 位。水、电、气等清洁能源和消费品
工业产值实现 2.8 亿元，占规上工业产值的
55%。

这些数据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印象
中，巫山是一个农业大县，工业经济发展一
直处在奔跑的路上。 但今年一季度，全县规
上工业产值实现 5.17 亿元， 同比增长
18.2%。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9.2%，全市排
名第 11 位，渝东北排名第 3 位，着实让人意
外。

近日，记者深入工贸园区，探寻我县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长密码。

发展龙头企业 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
在位于工业园区职教园的巫山粉丝厂

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巨大的设备几乎占满
了整个房间，生产机器轰隆作响，工人正将
湿粉丝放置模具内，进入长达数十米的全密
封生产线，约 40 分钟烘干、定型后，晶莹剔
透的成品粉丝便制作好了，全程基本实现了
自动化。

“新生产线采用的德国西门子进口燃烧

机，利用智能化数控技术，工作人员可实时
监控密封生产线内的情况，一旦气压、温度
出现异常，电脑就会自动报警，而且全密封
的作业环境还降低了 40%的能耗。 ”重庆巫
山粉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玉武告诉记者，
公司 2020 年达到规模以上企业， 年产粉丝
粉条 8000 吨，销售额 8000 万元，是目前巫
山最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产业化市级
龙头企业。今年春节后，工厂就开足马力，全
力生产。 截至目前，工厂已生成 2000 多吨，
每天正常发货十多吨。

在巫山县牧禾畜禽专业合作社的饲料
生产车间里，工人们也在忙个不停，生产畜
禽、水产各阶段生长所需的配合饲料、浓缩
饲料。

“公司自 2007 年投产以来，一致得到各
地养殖场与客户的好评。 ”巫山县牧禾畜禽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学生说，2018 年公司
升为巫山县规上企业， 年产值达到 2300 万
元。同时，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公司
新增了一套年产能达 3 万吨的全电脑控制
生产设备，并于 2020 年扩建了厂房，还引进
了叉车、智能筒仓等自动化生产设备，大大
提高生产效率。

同样，在神女药业的生产车间里，揉搓
庙党、清洗庙党、干燥庙党、捆扎包装庙党

……工人们忙个不停。 今年一季度，该公司
生产的巫山庙党销往全国各地，与去年相比
订单增长 50%，产值实现 2000 万元左右。

以上企业只是我县规上工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 今年以来，我县成功培育 5 家规上
工业企业、2 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10 家

“创新型中小企业”，11 家企业完成智能化
改造。

1-3 月， 园区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1.59
亿元，限上企业实现商贸交易额 5.99 亿元。
全县规上工业产值实现 5.17 亿元， 同比增
长 18.2%。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9.2%，全市
排名第 11 位，渝东北排名第 3 位。

酒香不怕巷子深 筑巢方能引凤来
工业稳则经济稳，企业强则经济强。 巫

山的发展要围绕实体经济做文章，既要“引
凤”， 引入有实力有效益的企业， 也要“筑
巢”，建好工贸园区，形成产业集群。

记者走进位于边贸中心的工贸园区多
功能厂房， 看到工人们正在抢抓工期赶进
度。

据了解， 工贸园区多功能厂房项目于
2022 年开工建设，总投资 3.5 亿元。 项目建
成后， 能进一步完善边贸中心产业设施，吸
引更多加工制造型企业入驻，增加园区产值

和税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带动居民增收，
加快推进边贸产城融合发展。

“目前，多功能厂房已经签约 2 家企业，
一家是生产触摸屏、液晶模组及智能终端设
备的企业， 另一家是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
两家企业投资规模都在 2.5 亿元以上。 ”县
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人表示，等厂房建成以
后，会招入更多的企业入驻，一是能提升我
县的工业产值，管理也能更规范，还能给政
府带来更多的税收。 接下来，还要引进一些
好的企业，特别是一些规上企业或者小升规
的培育企业，以园区带动全县工业经济不断
发展壮大。

优化营商环境 提供贴心服务
除了发展龙头企业， 推进产业园建设，

我县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提供贴心服
务。

今年，我县坚持把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摆
在突出位置，真正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当作自己人，通过抓营商环境来壮大振兴发
展主体， 用服务民营企业来实现政府有税
收、企业有效益、群众有就业的良性循环，不
断在引进增量、扩大总量中加快巫山振兴步
伐，探索出了“1234”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民营
企业发展的创新实践，加快建设让企业放心
投资、省心办事、安心发展的营商环境。

同时，按照市、县工作要求，各部门切
实、深入、有效开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
“双服务活动”，真正把企业当成“自家人”。
对 235 家工业企业和 27 家规上工业企业建
立对接服务机制，实行“一对一”的对接和联
系，解决企业个性问题 34 个，借助“渝企金
服”平台助企融资近 7000 万元。 并设立“电
气讯”联办窗口，组建电气讯“红岩志愿服务
队”，为企业做好服务，提升满意度。

县经济信息委副主任张华表示，今年一
季度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 下一步，将进一
步突出工业和招商两大工作重心，对拟升规
企业实行定向培训、定员服务，力争全年规
上工业产值超过 27 亿元。 同时， 想企业之
想，解企业之所需。 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营商环境和市场主体培育方面做好服务，持
续提升企业办事满意度和群众获得感，推动
工业经济成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音。
留得住、有动力、服务优，巫山县工业经济快
速发展正阔步向前。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再过 2 个月， 西红柿就要上市了。 ”5 月
24 日，在笃坪乡兔儿坪社区发展的大棚蔬
菜基地， 社区党支部书记吴宗香告诉记
者，今年，他们发展种植的大棚蔬菜，可以
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13 万元以上。

兔儿坪社区位于笃坪乡场镇周边，社
区场镇居民多、土地少。 如何利用有限土
地，提高土地经济价值，实现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 对社区两委班子提出了难
题。

“再难也要想办法。 ”吴宗香在社区两
委班子会上决定： 租用烟草公司的 23 个
闲置烤烟育苗大棚种植高山蔬菜，主打西
红柿品种。

万事开头难， 开始种植西红柿时，社
区面临着无资源、无资金、无经验的“三
无”困境。 但兔儿坪社区两委班子抱着“做
就做成，做就做好”的决心，没有资源、没
有资金，大家一起想办法。 于是，吴宗香自

己带头，借了 10 万元贷款作为启动资金，
并组织社区干部专题研究西红柿筹备、种
植、管理、销售等问题 6 次，召开社区党员
大会 2 次、群众院坝会 4 次，发动党员干
部人人走进大棚、人人伸出双手、人人建
言献策， 全社区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共同发展。

为抢先市场销售渠道，兔儿坪社区立
足品种和品质，选择了西红柿、四季豆、辣
椒等优质品种。 同时，采取纯生态种植，拒
绝使用农药， 保证原汁原味的绿色产品。
为确保销售， 党支部书记还亲自带头，成
立销售工作组，走上街头、村居社区、城市
小区当上销售员，让社区全体干部都变成
了西红柿的地摊业主。

2022 年底， 销售西红柿 7.5 万斤，收
入 15.8787 万元； 带动当地群众 32 人，人
均增收 3500 元左右。 在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道路上，兔儿坪社区走出了一条富
群众、强集体的新路子。

渝东北排名第 3位

一季度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9.2%

工人正在包装粉丝。

笃坪：大棚蔬菜闯出村级集体经济新路

吴宗香在察看蔬菜长势。

本报讯 （记者 向永蓉 曾露 文
/ 图） 常言道：“家中有粮， 心中不慌，守

住土地，就有粮仓。 ”近日，记者从官渡镇
松林村了解到，该村充分利用土地综合整

治、土地进出平衡、撂荒地整治契机，深度
融合资源， 实现了 380 亩土地复耕复种，
让昔日荒坡披上了新绿妆。

一场小雨让松林村的山峦及田野雾
霭蒙蒙，若隐若现的红砂地里，一行行新
移栽的高粱幼苗红绿相间，一群披蓑戴笠
的村民正在忙碌地移栽秧苗，远远望去恰
似五线谱上跳动着的音符。

“我们村正在移栽的是‘红珍珠’高
粱，通过去年一年试种，这种高粱桩矮高
产，种植简单。 我们采用与公司合作的方
式，销路不愁。 ”松林村村支书何亨银介
绍，松林村采用“支部引领，党员带动，村
民参与，公司合作”的模式，完成了 470 亩
高粱种植， 其中村集体发展种植高粱 150
亩。 何亨银算了一笔账， 按每亩产量 800
斤，2.5 元 / 斤的价格， 一季高粱下地，村
集体经济收入可达 30 万元以上。

据了解，一季高粱从种到收，需要工
人 100 多人， 可带动村内劳务收入 10 余
万元。 村民田德珍告诉记者，她家有 1 亩
多荒地，除了务工收入以外，加上每年租
金，一年下来可增加 5000 多元的收入。

“高粱地里带豆，十年九不漏，丢了高
粱还有豆。 ”松林村为了更高效率利用土
地价值，还套种了大豆，在周边田坎种上
南瓜，现已与恩施一家食品公司签定了销
售合同。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耕地改造关键
在人力。 下一步，官渡镇将继续狠抓撂荒
地整治力度， 督促各村抢抓农耕时期，完
成剩余种植任务。 并完善撂荒地常态化长
效机制，跟进监督管理，确保已复垦复种
的土地不再撂荒，做好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共同守护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
线。

松林村：撂荒地披上新绿

村民在移栽高粱。

（上接第一版）
曹邦兴、付嘉康说，旅游是我县最有竞争力的支柱

产业，也是在区域性竞争中，在长江沿线最有辨识度的
产业，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我们把文化旅游放在第一位
来推动，用力是最多的，投资也是最大的，旅游正在不断
发生变化。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立足实际，立足长远，高
标准谋划、高标准推动旅游发展。之前由于疫情等原因，
旅游发展出现困难，整体恢复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短视，
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 这几年，我们不遗余力推动文
化旅游，以前的产品不能更好地满足新的时代需求、游
客需求，就要不断地培育新的旅游产品、开发新的旅游
路线、提升新的旅游体验，供给世界旅游度假产品，让游
客纵深游览。城市作为休闲度假区，真正的消费在城市。
要立足我县的资源优势，不断丰富水上产品、生态产品、
自然景观产品、文化产品、餐饮消费产品等。 希望大家
多出好点子、多想好创意，一起共同努力开发和打造满
足不同游客需求的、具有巫山辨识度旅游产品。

下一步，我们要共同把巫山蛋糕做大。 由文旅委牵
头，成立酒店和旅游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联系，形成共
识，既能提升行业能力，又能规范行业行为，将其做大做
强。 组建智囊团，相互借鉴、联盟，形成规则，共同打造
巫山旅游竞争力。 党委政府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进一
步研究旅游一系列政策，包括对外营销政策、培育旅游
企业政策和对已有政策兑现等。 要抱团发展，共同营销
巫山旅游，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加强专业化营销、
精准化营销。与名企、央企合作和运用“网络 +”，扩大旅
游影响力、增强旅游竞争力。

县领导乔澍、王军参加。

集众智 谋良策 举全县之力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

兹有巫山县宝林昌李子种植专业合作社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5002379811302），声明作废！

兹有巫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渡镇管理所
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237MB0T32295A，声明作废！

2023年 5月 29日

遗失声明

重庆日报讯 麻辣鲜香的巫山烤鱼，栩
栩如生的红叶叶雕……5 月 25 日，“重庆三
峡库区绿色发展” 主题调研采访活动在巫山
启动，记者随团采访时了解到，今年五一节期
间，大型长江情境夜游《三峡之光》实景演绎
再次上新，其延伸产品夜游集市刚一推出，便
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夜幕降临， 采访团来到巫山县旅游码头
时，刚开张的夜游集市张灯结彩、热闹不已，
一艘装点成汉唐风格的游船从旅游码头缓缓
出发。

“这就是我们推出的大型文旅项目———
长江情境夜游《三峡之光》。”巫山县相关负责
人说，项目以游船为载体，融入“全景化”“梦
幻感”“互动性”等前沿光影科技艺术，在全长
12 公里的旅游线路中， 全方位呈现启航入
画、巫山云雨、诗舞千年、宁江史话、霓澜江
东、神女无恙、大美巫山七幕场景，生动展示
了巫文化、巴楚文化、移民文化等巫山独特的
文旅资源。

船内丝竹声声，演员们身着华服，载歌载
舞传递着本土特色文化；从船上眺望，江岸边
的巫山县城霓虹璀璨，千栋楼宇点亮夜空，勾
勒出一道道耀眼的城市天际线， 让人大饱眼
福。

“为了打造最佳的视觉效果，我们对岸上
150 多栋楼体、4.6 公里岸线景观、 神女庙及
周边山体和巫山长江大桥两侧两条山脊线等
建筑集群进行了创意光影改造， 共铺设安装
了新型环保节能灯具 4 万余套， 打造出三峡
库区城市独特的夜景体系。”巫山县相关负责
人说。

船行至巫山龙门峡，嶙峋崖壁上，运用裸
眼 3D 技术投射的巫山神女美轮美奂， 船上
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拍摄下眼前的美景。

“巫文化的神秘、神女的多情被融入到歌
舞表演，光影交错中，乘坐游轮就能领略巫山
文化史，简直太震撼了。 ”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朱爱军感慨。

事实上，《三峡之光》 只是巫山围绕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着力提升文旅竞争力的一个
缩影。 这几年，围绕“旅游 +”“+ 旅游”，巫山
不断推进三产深度融合， 着力提升巫山旅游
竞争力。 不仅将巴蜀文化、巫文化、神女文化
等特色文化融入景区打造中，实现文旅融合，还依城、依
景、依通道布局了一批以农耕体验、回味乡愁、养老养生
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带动乡村旅游。 同时，深化商旅融
合，提档升级了高唐美食街等特色商旅街区，培育开发
特色驿站餐饮、情景零售等业态，让旅游消费热起来。

“生态和人文是巫山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巫山县
相关负责人说，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搭上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这个“整车”，仍是当前亟待解决
的重要课题。

对此，采访团专家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朱爱
军认为，巫山历史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在 2300 余
年里，大溪文化、神女文化、巫文化等在此交融，汇聚成
熠熠生辉的巫山文化。他建议，巫山应集中资源力量，深
度挖掘长江三峡沿线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在推进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 塑造属于自己的人文符号，
进一步擦亮三峡旅游的金字招牌。

他举例，这几年上海就围绕黄浦江、苏州河这“一江
一河”，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在改造滨江生
态中融入了上海独有的红色文化、吴越文化，留住城市
文脉，唤醒了人们的乡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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