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随着烤烟移栽结束，烟苗开始进入病虫害防
治、补充营养等管护关键期。 在烤烟大乡笃坪乡，村民
们正在精心管护烟苗，为烟叶丰收奠定基础（如图）。

据了解，今年，全县种植烤烟面积 5.1 万亩，5 月中
下旬已全部完成移栽任务。 为确保烟叶质量，增加烟农
收入，县烟草部门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管护网络体系，
实时指导村民进行科学管护，全力打造优质烟叶品牌。

记者 卢先庆 摄

三级管护网络体系助力烤烟管护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 文 / 图） 三
月桃花开， 五月闻桃香。 又是一年桃子成熟时，5 月 25
日，记者在巫峡镇东岗村一果园内看到，红彤彤的油桃
挂满枝头，果农正在采摘成熟的桃子准备销售。

还不曾走进果园，阵阵果香已扑鼻而来，一个个红
彤彤的桃子在绿树掩映间，无不令人口舌生津，饱满水
嫩的油桃显得格外诱人。 还没有咬上一口，一股油桃的
清香已浸人心脾。

据了解，这里种植有黄油桃和白油桃两种，果子皮
薄核小，果肉肥厚，吃起来嘎嘣脆。东岗村 5 社的李忠廷
说，前些年他在东莞打工，回家后，便在地里或道路两旁
栽了 200 多棵桃树，今年都已进入挂果期。

油桃熟了

村民在采摘油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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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

故乡。 桃树倒映在明净的水面，桃林环抱
着秀丽的村庄……” 歌曲中描绘的地方，
不是这里。 这里，没有桃花，却依然是个秀
丽的村庄。 它就是———抱龙镇的桃花村。

小院溶溶文明风
环境宜人处，自有风景来。 走进桃花

村谭家坝，处处都是景。 远处望去，一排排
洁白的房舍隐藏在树林之间，宛如泼墨山
水。 近处一看，小桥流水、曲径花树，犹入
江南园林。

这处村民集聚的小院落，是该村打造

的谭家坝文明院落。 院落里，不仅村民的
房屋修缮一新， 连墙壁也充满了文化味
道。“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道德规范随
处可见。 甚至在村里人行道边，还时时可
见文明礼貌用语或宣扬社会传统美德的
标示标牌。

“我们村里以前晴天是泥巴路，下雨
天就是泥泞路。 ”村民告诉记者，村民们自
发地投工投劳，从河里搬上大石头，在村
里修起了石板路，“现在好了，下雨走路都
不湿脚了。 ”

此外，该村还对 110 多户传统农家房
屋进行生态搬迁或改造提升， 对入户道
路、垃圾、污水等进行有效处理，新建休闲

广场、实施庭院绿化、发展生态旅游观光
农业……

整洁美观的村容村貌和良好的社会
风气，让身处大山深处的村民们，打造出
了山水相依、世外桃源的效果。

田园葱绿丰收果
郁郁葱葱的蜜柚树上，挂着指头大的

果子；李子树上的脆李，也开始进入膨果
期。 从 7 月开始到 12 月，脆李、葡萄、蜜柚
等水果将相继上市， 变成村民的经济收
入。

“我们村有脆李 870 亩、蜜柚 350 亩、
生猪养殖厂 3 个……”村党支部副书记刘

多山称，桃花村位于抱龙场镇边上，幅员
面积仅 8.5 平方公里，人口 2625 人，属于
山林多、耕地少的小山村。 近年来，该村在
大力发展脆李、蜜柚、生态养殖等生态产
业的基础上， 还组织村民外出创业和务
工，以劳务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丈夫外出务工， 自己在家经营果树，
一年收入近 10 万元。 在桃花村一组，村民
谭发红告诉记者，现在，她大女儿已经在
重庆上班，小女儿在读大学，她与丈夫周
杰成在家抓产业，日子越来越好了。

“生态产业 + 劳务经济”，桃花村实现
了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目标，村民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 15000 元。

遂心快意桃花人
“村里的人居环境怎么样？ ”“好！ ”
“对村干部工作满意不满意？ ”“满

意！ ”
“村民的生活称心不称心？ ”“称心！ ”
80 岁村民胡成明在家中，与 3 名同龄

的老人正在休闲娱乐。 当记者问及村里的
变化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

“村里的环境好，每家每户收入好，村
干部热心帮助人，怎么能不说好？ ”胡成明
说，如果让他打分，一定是 90 多分。

刘多山介绍道，桃花村始终坚持党建
助推乡村振兴，充分调动村干部、驻村工
作队、村党员的积极性，经常开展入户走
访，听民声、察民情，解民难，将所收集的
情况汇总研判，及时化解，让村民从“办事
难、难办事”变成了“好办事、快办事”，群
众满意度越来越高。 2023 年 5 月，桃花村
被评为 2022 年度星级村。

“群众满意就是最好的答卷。 ”桃花村
用行动证明：没有桃花盛开的地方，依然
有着“桃花般”美丽的风景和“桃源般”生
活的人们。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在村民家中走访。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5 月 24
日，记者走进庙宇镇长梁村，只见梨园里
泛起层层绿浪，梨树枝繁叶茂，一个个绿
油油的幼梨挂在枝头，不少村民正在地里
除草、疏果，现场一片忙碌景象。

长梁村幅员面积 3 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 2157.3 亩。 全村辖 8 个社， 共 1247 户
3815 人。该村由于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
工，致使大部分田地荒芜。 为使土地得以

充分利用，村里通过召开院坝会与村民商
议， 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发展集体经
济，种植梨树。 由此，村里成立了巫山县长
皓果蔬种植股份合作社，与村民签下了入
股合同。 这样，荒土成了股金，农民变成股
民。 目前，全村共发展梨树 600 余亩，其中
秋月梨 300 余亩，翠冠、黄金梨 300 余亩。

长梁村 8 组的刘学玉便是其中之一。
他介绍，他今年已 70 多岁，有 6 亩土地入

股种了秋月梨， 闲暇之余到梨园里面疏
果、套袋、剪枝等，一年可以增加 8000 多
元的收入。 今年秋月梨丰收后，还可以进
行分红。

不仅如此， 长梁村还立足产业优势，
修建采摘步道， 推进产业园围栏安装、花
草栽植、河沟沿线花台修建和周边农户庭
院提升等，着力发展集观光休闲、采摘体
验、 旅游度假等一体的乡村田园休闲旅

游。
近年来， 庙宇镇长梁村依托当地土

壤、道路及便利的水源等自然条件，因地
制宜推广特色农业种植，不断推动特色农
业提质增效。 通过党建引领，龙头企业示
范，合作社带动，有效拉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长梁村：盘活村内空闲地 梨树变身“致富树”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铺好地
膜、插栽辣椒秧苗……5 月 25 日，在笃坪
乡鹤溪村，村民正忙着移栽辣椒。

“去年，我们村整治了 100 多亩撂荒
地，今年开始复垦复种。 ”村党支部书记何
培兴告诉记者， 鹤溪村位于笃坪乡东南
部，与湖北省巴东、建始县相邻，幅员面积
9.36 平方公里，有丰富的山林、土地、煤矿
资源，耕地面积 5200 亩，森林面积 11000

亩， 平均海拔 1500 米， 属高海拔偏远山
村。 以前，该村主要以煤炭产业支撑，后来
煤矿关闭后， 该村发展了 3000 多亩中药
材，但仍有部分土地无人耕种，成为撂荒
地。

为了解决土地撂荒现状，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村两委深入开展撂荒地调查摸底
工作，以租用的形式，从村民手中流转了
100 多亩撂荒地，通过“农户 + 专业合作

社 + 村级集体经济”模式，共同发展辣椒
产业。

“种植的是红辣椒， 每亩保底收入
3000 元左右。同时，还要套种甜玉米、萝卜
等高山蔬菜， 平均亩产值可达 6000 元以
上。 ”何培兴说，这种“农户 + 专业合作社
+ 村级集体经济”的模式，不仅促进了耕
地流转， 还能让当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仅村民的务工收入，一天也有 100 多

元。“下一步， 我村还将根据产业发展情
况，进一步扩大复垦复种规模，让村里的
撂荒地不荒。 ”

笃坪：撂荒地种出“火辣”产业

（上接第一版）明确提出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
市委“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的总抓手总牵引，重庆市政府
随后发布《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行动方案
（2023-2027 年）》，部署了提升主城都市区极核引领、建设
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推动成渝地区
经济圈建设“十项行动”。 巫山县委、县政府加强学习，深刻
领会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的战略内涵、目
标定位和具体任务，努力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展
现巫山担当和作为，确保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不掉队。

如今，巫山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找到了着力点、
谋划了思路、强化了宣传。根据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结
合实际， 巫山全力谋划抓好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成为样板、
乡村振兴走在前列作出示范“两件大事”，打造世界级知名
旅游目的地、全国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地、产城景融合三峡
港湾城、多式联运商贸物流枢纽“四张名片”。同时，抓好改
革创新赋能、建设区域消费中心、科技人才强县、高品质生
活惠民富民等高辨识度工作，务实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积极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抓紧推动三峡
到成都的旅游专列开通，还走出去与四川一批企业加强沟
通，积极融入全市一盘棋，力争实现共同发展。

曹邦兴恳请支持打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向东开放
的大通道。 加快推进沿江铁路、安张铁路、长江黄金水道提
能升级、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织密内外交通网，打通
非毗邻地区合作瓶颈；优化库区重大产业布局。 鼓励引导
央企、国企参与库区产业发展，力争在文旅、生态康养、特
色农产品加工、生态工业、现代物流等领域引进一批龙头
企业，补齐重点产业链条短板，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加快推
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通过完善协作机制、推动重大
项目建设为抓手，统筹推动国家长江文化公园和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推动“大三峡”旅游振兴，促进高质量发展。

冉红云表示，巫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积极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两地交流不断密
切、合作共赢不断深入，同题共答成效显著。 下一步，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实际，全面落实贯彻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关会议精神，吃透县情、大胆设想、小
心求证。 同时，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
发展格局。

当天，冉红云一行还前往竹贤乡下庄村考察下庄天路
全貌、下庄人事迹陈列室和村史馆情况，并考察调研来“三
峡之光”文旅项目建设情况。

县领导熊伟、翟小满、水韦梁、王军一同调研或汇报我
县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情况等。杨正昌
主持会议。

市委办公厅领导带队来巫山调研

本报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 文／图
春未尽，夏初临，风与晨辉，五月已归。5

月 24 日，在海拔 1400 余米的三峡云顶养生
旅游度假村，龙腾狮舞，歌声阵阵，好一派热
闹非凡的场景。 原来，这是三峡云顶森林度
假洋房在举行盛大的开盘仪式。

三峡云顶养生旅游度假村建设项目，是

县委、县政府为了巫山经济社会的全面高质
量发展而引进的招商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规划用地 3000 余亩，建设占地面
积约 500 亩，总建筑面积约 35 万方，绿地率
30.05%，容积率 1.0，建筑密度仅为 21.94%，
项目以建筑面积 42-75 平方米度假物业为
核心， 规划居住 5900 户， 是一个集主题公

园、花园洋房、四星级度假酒店、酒店式公寓
为一体的高品质康养度假、旅游休闲度假社
区。 整个度假村分三期建成。

“第一期我们是 2022 年 9 月开始进场
破土动工的。 ”据重庆国梁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三峡云顶养生旅游度假村负责人谭建强
介绍。谭建强说，他也是从客户做起的，他深
知客户对房屋品质的需求，所以在品质设计
上，他总是按照最高标准和要求打造。

为了早日交房，建设过程中，他们克服
高海拔地方冬天湿度低， 采取室内加温、烧
热水搅拌混凝土、 增加施工队伍等措施，充
分以工匠的精神，打造出“巫山速度”。 在短
短 8 个月的时间里， 就建成商住房 550 余
套，公寓、酒店 8000 余平方米。小区道路、绿
化、水景观、体育设施、儿童游乐场、森林公
园、森林篮球场、森林氧吧、森林休闲娱乐及
小区社会功能配套设施等建设，都紧锣密鼓
同步建设。

一位客户代表在开盘仪式上说，三峡云
顶森林度假房集森林酒店、 森林运动公园、
旅游度假、高品质生态康养于一体，是广大
客户不二的选择。 全世界只有一个长江三
峡，三峡只有一个云顶。 三峡为厅，云顶为
院，三峡云顶是避暑康养的圣地，能够成为
三峡云顶的一员，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一业主代表看了房后说，三峡云顶以新
亚洲设计风格与现代简约风格融合，凝固时

间的审美，呈现“简而能远、淡而有味”的整
体设计韵味。 高颜值建筑立面，融合贵雅东
方传统建筑的空灵和现代建筑的开放，创新
户型具有高利用率，经典板式结构，南北通
透，采光充沛，270°阔景阳台拥有不一样的
全新度假体验。整个项目都是低密度高端奢
居，5 层楼小洋房，高梯户比，容积率 1.0。 配
套有国际生态停车场，自营物业服务，以人
性化细致服务让业主礼遇生活无后顾之忧。

“安全、健康、满意、幸福而美好的使用，
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和不二的第一追求目
标。 ”谭建强表示。“我们制定的刚性目标是
在 2023 年 7 月 30 日前，将全面完成竣工一
期的所有建设工程，将 550 套高品质、高性
价比的商住房交付业主。 ”

下一步， 他们将从 2023 年 7 月—2024
年 7 月，用一年时间计划投资 2.5 亿元人民
币，建设 800 余套品质更优、性价比更高，让
广大人民群众和客户更加喜爱和需要的商
住房投放市场。从而将国计、民生高度融合，
更加良好的创造出旅游度假避暑房市场新
格局，把三峡云顶打造成旅游度假避暑的皇
冠之顶，普遍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美好生
活的辉煌之居。

7 月底，三峡云顶养生旅游度假村一期全部竣工

三峡云顶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