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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近年来，
巫山始终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保护好、利用好“生态”和“人文”两个
宝贝，大力实施文物保护，精心编制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并依托丰富的长
江文化和文物资源培育“三峡之光”“下庄
天路”两个文旅融合 4A 级旅游景区和宁
江渡、“三峡里·竹枝村”等文化新名片，文
旅融合快速发展，文化品质全面提升。

长江干流在巫山绵延 55 公里， 境内
与长江有关的文物、 文化资源十分丰富。
孕育有长江中游地区新时器时代文化的
代表———大溪文化，人类蒙昧时期的神秘
文化———巫文化，以及神女文化、诗词文
化等特色文化；有文物保护单位 1117 处，
其中包括庙宇龙骨坡遗址、玉米洞遗址 2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8 处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藏有文物 28391 件。

目前， 谋划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项目
16 个，总投资 28.8 亿元。 其中：重要遗址
遗迹类 2 个、特色公园类 6 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类 1 个、 历史文化名镇类 2 个、博
物馆纪念馆类 2 个、文化旅游复合廊道类
3 个。 目前，龙骨坡遗址保护项目纳入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6 个国家级重
点项目和全市十大重点项目， 其余 15 个
项目纳入市级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储
备库。

2022 年底， 县城新区江东组团红叶
广场及景观项目、 三峡里·竹枝村乡村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下庄天路复合廊道
项目、大昌古镇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
程等 4 个项目已投入使用。龙溪古镇保护
利用项目、巫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示
项目、巫山博物馆二期文博展示旅游项目
等 3 个项目正在抓紧推进前期工作。长江
古人类文化园项目（考古遗址公园）、巫山
大溪文化园、巫山高唐梦园（陈列展示利
用）项目、巫峡—神女峰文化旅游廊道廊
道等，将于今年陆续启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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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油菜花漫山遍野开放，唤醒重庆市巫山县官
渡镇杨林村的浓浓春意。 忽然，花丛中传来一阵欢快的快板
声，徜徉花间的游人迅速将镜头对准过去，原来是几名说唱
文明乡风的村民。

“花是杨林村的常景，说唱队是杨林村的新景。 ”每次向
游客推介杨林村，村支书赵海燕都有说不完的话。

一
2016 年，听说官渡镇招聘本土人才，大学毕业后在企业

做到中层干部的赵海燕决定回乡发展。 亲友们不理解，赵海
燕却有自己的理由：大学生回报桑梓，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理所应当。 当然，她还有一个心思：男朋友和父母都在老家，
自己在外形单影只，身累心也累，回到家乡心里更踏实。

当时正值脱贫攻坚期间，赵海燕被安排在官渡镇政府从
事扶贫工作。 院坝宣讲、入户调查、统计上报，赵海燕从早忙
到晚，把这些与群众打交道的工作做得妥妥帖帖。 她逢人一
脸笑，嘴甜、外向、会说话，很受村民喜爱。

虽然没直接参与杨林村的村务工作，但赵海燕时刻关注
着村里的变化。 在脱贫攻坚的政策支持下，杨林村公路硬化
加宽，危旧房应改尽改，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让赵海燕始料未
及的是， 硬件变化很大的杨林村在民调中表现却不理想，一
些村民常发牢骚。 赵海燕暗地里打听，原来是少数村干部私
心重，导致村民怨气大。此后不久，杨林村被认定为基层党组
织软弱涣散村，予以挂牌整治。

关键时刻，赵海燕顶了上来。 2021 年 3 月，赵海燕接任
杨林村党支部书记。

杨林村的海燕飞回来了！ 面对村民的期望，赵海燕觉得
肩上的担子重如千钧。她时常想起自己在企业推销产品时的
场景，能不能像企业那样，打造顺应民意的村务工作品牌，架
起干群的连心桥？ 赵海燕暗自思忖着。

一天晚上，村里一位老人去世，赵海燕上门悼念。 面对
300 多人的葬礼场面，村民胡启丙拿着话筒，把场上的事务
安排得有条不紊。 在场村民都听从他的安排，轮流为老人守
夜，大小事情都办得很体面。

胡启丙的能力让赵海燕萌生一个想法：借势引导胡启丙
当好乡亲们的“收音机”和“传声筒”，向乡亲们传递党的声
音、宣传党的政策。

一天早上，赵海燕准备登门拜访胡启丙。 柔和的阳光洒
在绿油油的树叶上，喜鹊在枝上喳喳叫个不停，赵海燕的心
情格外舒畅。 到达胡启丙家时，他正与几个老伙计围在一起
闲聊。见赵海燕一大早赶来，胡启丙赶忙招呼家人以茶迎客。

“一路上，喜鹊追着我鸣叫，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赵海
燕的开场白让胡启丙想起了什么，他赶忙起身从屋里拿出一
个小本子说：“今天村里老王家办婚事， 我写了一段顺口溜，
你给帮忙看一看。”翻开胡启丙皱皱巴巴的记事本，里面密密
麻麻写满宴会说辞和烘托气氛的俗语，有的诙谐有趣，让人
捧腹，有的寓意深刻，令人深思。 这些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很接地气，用通俗的语言，道出了孝亲敬老等很多做人的道
理。

胡启丙的记事本，让赵海燕耳目一新。 她当场向胡启丙
说明来意，请他说唱村里的事。谁知胡启丙听了，一个劲地摇
头：“村里的事还是你们村干部去弄，我不想参与。 ”很明显，
胡启丙带有抵触情绪。 赵海燕早有准备，一番推心置腹的话
语渐渐打动了胡启丙。

见胡启丙有兴致了，赵海燕试探着说，隔壁村这几年怎
么就超过我们杨林村了呢？ 这句话激起了胡启丙的倔劲儿，
当场竹筒倒豆子般说起杨林村里喜欢办无事酒的落后风气
来。

“谁家办无事酒我绝不会去。 ”胡启丙话音刚落，赵海燕
就鼓起掌来。 她对胡启丙说：“您要把这股正气传递给群众，
让大家一起来抵制无事酒。 ”胡启丙沉思了一会儿，表态说：
“说唱的事，我试一试。 ”

二
“板凳宽，扁担长，挑出读书好儿郎。 题金榜，多荣光，置

办学酒不应当。 ”
一大早，胡启丙就在院坝里唱起了自编的顺口溜。起初，

村民以为他在练嗓子，仔细一听，这唱词里面有说道。 原来，
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到来， 村里有几户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大
学，正准备办升学宴。胡启丙的这个顺口溜，是对着升学宴来
的呢。

“老胡说到我们心坎上了，这种无事酒不值得办。 ”村民
将胡启丙编的段子一传十、十传百，传得大家都知道了。

准备办升学宴的村民径直上门找老胡“要说法”。胡启丙
哭笑不得，指着挂在路边的一条横幅说：“你们看上面写的是
什么，村里禁止办无事酒。 ”一名村民毫不客气，问道：“办酒
席违的哪门子法？ ”胡启丙也不含糊，回道：“违背了村规民
约，乡亲们不答应。”见气氛有点僵，胡启丙缓和了语气，对他
们说：“红白喜事办酒席是老传统，办无事酒则没必要，办来
办去，办成了人情债，何苦呢？”老胡的一番劝导，让那几名村
民改了主意，当天就宣布取消升学宴。

一天早上，胡启丙路过一户人家时，老远就闻到一股臭
味。他上门一看，原来是这户人家虽然改了旱厕，却不冲洗干
净。 他当即劝说，改旱厕是改善硬件，光有硬件还不够，还得
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 谁知女主人硬邦邦地回了他一句“管
得宽”。 胡启丙的倔劲儿上来了，与女主人理论起来，引来了
围观的群众，纷纷指责这户人家不讲卫生，让左邻右舍的生
活也跟着受影响。女主人见势不妙，把门一关，接着屋子里传
来一阵冲厕所的声音。 面对围观群众，胡启丙宣传道：“如今
生活条件好，厕所改造户户到；爱护环境有诀窍，用后冲洗要
记牢。 ”

胡启丙劝导无事酒和倡导讲卫生的经历，也被村民编成
顺口溜在村子里传唱。 胡启丙听到了，笑着说，编得好！ 短短
一周时间，胡启丙动员村里能说会道的 21 名村民，组成“金
喇叭”宣传服务队，用小喇叭宣传政策、纠风正气，为杨林村
树文明新风。

三
一条小溪在山脚下冲出一条浅浅的河谷，这条小溪是杨

林村大部分人家的饮水来源。以往，枯水季节，村民之间常常
因为争水闹得不可开交。 赵海燕争取来水利项目，在村子里

建好蓄水池，架设好自来水管道，把水引到村民家中。村民的
饮水问题解决了， 可是管理与维护这些设施的费用怎么办？
一番商量后，决定由村民共同承担，可是，少数几个村民却不
愿意缴水费。

年近七旬的老支书刘家坤参过军，性格刚毅，在村民大
会上，他专门为水费的事情给乡亲们做了解释。 老支书的话
还真管用， 那几个不愿缴水费的村民会后都把水费补了上
来。

赵海燕在旁边看到了，脑子里又有了新主意。很快，村里
十几名像刘家坤一样的老军人，在赵海燕的动员下，都加入

“金喇叭”宣传服务队。 每到天干物燥的季节，刘家坤和老战
友们铿锵有力的提醒声就会在村头响起：“少上一次山，少点
一支烟；多一片绿园，多一份平安……”

杨林村的“金喇叭”不仅为村民熟知，也在外地传颂。 一
天中午，“金喇叭” 宣传服务队的队员陈振龙正在忙农活，看
见一位老人在公路边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 他上前询问情
况，老人含混不清地嘟囔着“回家，回家”，胸前还挂着一块写
有家人联系电话的牌子。陈振龙马上意识到老人可能是下错
了站，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马上电话联系老人的家人，还亲
自将老人送到 30 里外的抱龙镇紫鹅村。

务工返乡的黄耀华在家里做电商，售卖咸菜、腊肉和粉
丝。 她坚持原材料自家生产，产品亲手制作，迎来很多回头
客。一名外地客户购买了黄耀华的农产品后，夸赞她人品好，
产品正，每年按时给黄耀华寄来葡萄干，两人因此成了好姐
妹。黄耀华的故事被“金喇叭”宣传服务队编成段子传唱：“杨
林风景这边好，诚实守信要记牢；不欺不诈产品俏，说到做到
信誉高……”

“金喇叭”一声响，说话要稳当。 谈起“金喇叭”宣传服务
队的故事，胡启丙连称压力大。有一次，胡启丙入户宣讲火灾
防范知识，村民问的很多问题他却答不上来，“当时，恨不得
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那以后，他就多了一个心眼，讲的内容
自己要先吃透，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为此，胡启
丙经常和队员们一起讨论，选定内容，反复琢磨。

“金喇叭”来了！ 每次听见村民这样招呼，胡启丙就有一
种想说话的冲动。“我把好多年的话都说出来了。 ”胡启丙坦
言，以前想说但不愿说，现在发自内心想说。看到这一变化的

赵海燕，组织说唱队把村里传统的唢呐、快板融入“金喇叭”，
演绎文明新风尚。

“说的大实话，听后受启发。 ”村民经常用自编的段子回
应“金喇叭”。胡启丙听了，笑得合不拢嘴，赵海燕更是心比蜜
甜。“金喇叭”已经走进杨林村村民的心里，成为杨林村一道
独特的风景。

四
“金喇叭”一出场，杨林村大变样。赵海燕掰着指头数：村

里有喜事，“金喇叭”宣传共享；村里有难事，“金喇叭”疏导排
解；村里有不文明事，“金喇叭”劝导共治。

走进杨林村，每家每户都挂有家训。赵海燕介绍，村里引
导推行以“扬家风、传家训、立家规、选家长”为主要内容的家
庭自治管理办法，推选各姓氏的家长，拟定各家的家训并悬
挂中堂，以强化家族、乡邻团结意识，传承传统美德。 选出来
的家长都是各姓氏德高望重的前辈，同时也是“金喇叭”宣传
服务队的成员。 此外，杨林村还通过大手拉小手，发展“小喇
叭”。 有的家庭既有“金喇叭”，还有“小喇叭”。 这些大大小小
的“喇叭”唱响了新农村发展的和音。村民之间的走动多了起
来，村子里渐渐形成干事的合力与心劲。 刘家坤对此深有体
会，以前村民经常为争田占地闹矛盾，现在大家好像一下子
就大气起来，不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别扭。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金喇叭”带来的好效应。
当然，“金喇叭”宣传服务队里还有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

的身影。
2022 年夏天，村里 1500 多亩脆李喜获丰收。 为帮助果

农打开销路，来自县应急管理局的驻村干部何道祥、祝明海
也加入“金喇叭”的队伍，与乡亲们一起吆喝促销。这一回，他
们的小喇叭对准了外地的顾客。 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摸查脆
李的实际产量，然后成立带货直播团队，为外地顾客现场拍
摄、直播脆李挂果情况。 同时，他们还选派专人对接城镇超
市、水果市场。 短短 10 天时间，他们帮助村民销售脆李 72.3
吨，销售额达 50 多万元。

五
在“金喇叭”的探索中，赵海燕发现，一些村民还处于被

动接受的状态。 如何让村民都主动参与进来？ 赵海燕从超市
兑现积分的促销中受到启发，决定在杨林村推行“金喇叭”积
分制度。

2022 年，杨林村依托“金喇叭”建立“乡风文明积分制”。
在合理制定具体评分细则的基础上，以户为单位建立积分档
案，围绕积信、积勤、积俭、积美等标准设立积分项，对不诚、
不孝、不俭、不勤等问题设立减分项，由村两委及村民监督委
员会定期召开评定会进行审核评定。 各户累积的文明积分
数，通过物质兑换、通报表扬等形式“发挥作用”。

“做自己该做的事，还可以领到生活用品。 ”村民连说划
得来。推行积分制以来，减分的农户很少，更多的是加分的情
况，有的人家的分值越加越多。

村里的风气好了，外地客商纷至沓来，生态养殖、苗木基
地、黄金梨种植等大型企业落户杨林村，村民可以在家门口
务工， 按月拿工资。 2022 年， 全村人均纯收入 1.9 万余元。
2022 年 3 月，杨林村被评为重庆市乡村治理示范村。 赵海燕
深有感触地说，乡风是社会治理的“晴雨表”，乡风好，村民的
心就顺，干劲就更足，村里的工作自然就好开展了。

入夜，杨林村广场上人头攒动，吹拉弹唱声此起彼伏。站
在一旁的赵海燕像游客一样观赏拍照，更像家人一样欣喜不
已。回想广场过去的冷清，赵海燕更加坚定了杨林村的选择。
她仿佛看到，杨林村的美好明天，正像一幅画卷一样在徐徐
展开…… （吴奎）

杨林村的“金喇叭”

（上接第一版）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
面问题，切实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难点问
题，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
力使各方面工作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
前进。

要坚持学以致用，做服务中心大局的实
干担当者。 要精准建言献策。 当前党中央在
开展大兴调查研究，认真思考，本着从巫山
发展大局角度，尽自己努力，紧紧围绕“两件
大事”“四张名片”“四大抓手” 等重点工作，

为县委县政府多献务实之策、 多建有用之
言。要提升监督实效。开展视察监督、专项监
督、联合监督、调研监督，不断提高民主监督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倾心为民服务。 充分
发挥扎根于各界群众、 联系广泛的优势，多
做政策宣传、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
的工作，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要
带头弘扬正能量、传播主旋律，引导舆论向
积极方向发展，共同营造不生谣、不传谣、不
信谣的良好社会环境。

要加强自身建设，做党外人士形象的良
好展示者。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带头弘扬
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坚决维护党的形
象和威严， 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始
终保持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
政治本色。 要强化思想理论武装。 把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持续增强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锤炼过硬作风。
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担当

作为、建功立业，不断提升合作共事能力。 要
涵养道德操守。 在政治上、业务上、纪律上、
作风上、生活上都严格要求自己。 要坚决守
牢底线。 在培训期间，要自觉遵守各项规定
要求，以端正的态度、饱满的精神和严谨的
学风投入到学习中。 从党的二十大精神中汲
取奋进力量，在全方位推动现代化新巫山建
设主战场上挥洒汗水、彰显作为。

县领导刘海燕、翟小满、黄承权参加会
议。

党外代表人士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开班

杨林村一隅。

（上接第一版）烟叶变成黄金叶，成了村民眼
里的“金疙瘩”。 每年七、八月，笃坪乡就奏响
了丰收曲： 村民在琴弦般的烤烟田载歌载
舞，采摘着绿油油的烟叶。 2022 年，笃坪乡收
烟 304 万公斤，产值 1.12 亿元。

在发展新产业上做“减法”
除了烤烟，“黑金” 也曾是笃坪乡的别

名。 丰富的煤炭资源，在该乡形成大大小小
10 余家煤矿。

位于笃坪乡与湖北巴东县交界处的鹤
溪村，曾是产煤大村。 以前，全村大部分村民
依靠煤炭产业，就有稳定的收入渠道。 2016
年，该村的煤矿实现了政策性关退。 瞬间，村
民们失业了， 家中主要经济来源也断了，鹤
溪村，也成了产业“空壳村”。

“村里的产业发展怎么办？ ”“是恢复以
前的传统农业种植，还是尝试新的产业？ ”

“产业发展要立足实际、科学规划，不能
脱离现实、五花八门；产业发展只能做减法，
走品质化、特色化发展之路。 ”张天玺说，该

乡有良好的中药材种植传统和基础，中药材
生产主要分布在具有传统种植的村落。 为
此，他们立足实际，围绕生态产业定位，确定
了以乡村产业为支撑， 发展“三个万亩”产
业，即烤烟种植 2.15 万亩、中药材种植 1 万
亩，蔬菜种植 1 万亩的目标，着力打造“一乡
一品”“一村一品”产业。

在村党支部带领下，2017 年， 鹤溪村成
立了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开始带领村民发展
种植川牛膝、党参、贝母、大黄等中药材。 截
至目前，该村就发展了中药材 3000 亩，并成
功创建笃坪乡中药材示范基地。

同时，笃坪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了中药
材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党参、独活、牛膝、大
黄、云木香、贝母等 10 余个品种，建成对合
村、雪花村、鹤溪村 700 亩中药材种源基地，
建成 10000 亩中药材种植示范片。

此外，还充分利用烤烟育苗大棚和烟田
闲置期，大力发展 1 万亩“紫皮大蒜”“宝石
番茄”为主的高山蔬菜产业。

产业兴，才能百姓富。 如今，该乡烤烟产

值 1.12 亿元、中药材产值 4000 万元、蔬菜产
值 2000 万元，“三大产业”已成为群众的“摇
钱树”。

在党建引领上做“乘法”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如何把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到实处，如何

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必须做好人的文章。
笃坪乡以狠抓基层党建工作为抓手，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1×1”作用，放大党建在产
业发展、服务群众中的引领示范效应。

笃坪乡坚持产业发展到哪里，党支部就
建到哪里，哪里就有党的声音，把党旗立在
田园中，党员聚在产业上。 他们精细绘制“党
支部 + 基地 + 农户”产业发展蓝图，深入实
施党支部带领产业发展策略，有效整合全乡
11 个村社区党支部力量， 推进农村供销点、
产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等有生力量，着力
构建“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局，创新走出了
一条“党支部引领走、合作社带动走、群众跟
紧走”产业发展新路。

坚持围绕产业抓实基层党支部党建活
动。 坚持在发展产业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紧扣各村主导产业发展，借助“三会一
课”“支部主题党日”等活动，组织脱贫户技
能培训、无职党员建言献策等，真正把支部
活动开展到田间地头、产业基地、农户家中，
不断提高党建活动吸引力，增强党支部引领
力。

同时，深化党建服务体系，聚焦“群众满
意度提升”，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提高群众基
层治理参与度，营造“我是当家人”的基层治
理氛围，努力打造和谐幸福文明友善家园。

党员成了产业的引路人，干部成了群众
的贴心人。 2022 年，笃坪乡的民意测评不断
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大幅度上升。

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 如今，笃坪的
生态，是盎然的绿意；生态的笃坪，是富饶的
沃土。 笃坪，正在新时代新征程奋进的道路
上，锚定烤烟富乡、药业强乡、大蒜名乡和生
态宜居宜业美丽之地“三乡一地”目标，绘就
绿色生态、美丽笃坪新画卷。

笃坪乡的“加减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