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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曾露 郝燕来 文 / 图
公租房、 老旧小区改造梯次推进，居

住环境显著改善，老城焕发出新活力；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向

前延伸……城市环境品质全面提升；
雨污分流改造、老旧管网更新、污水

管网建设，实现精准治水新突破，倾力打
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城市。

城乡建设事关民生福祉。 经济发展每
前进一步，民生改善就跟进一步。 民生痛
点在哪， 城乡建设的工作着力点就在哪。
为扎实推进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我县千
方百计补短板、强弱项，敢于向困难亮剑，
坚定不移抓重点、夯基础，全力以赴优服
务、促创新、惠民生、守红线，努力提升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奋力书写幸福巫山的
精彩答卷。

6 月 6 日， 记者在工业园区公租房小
区看到，一栋栋居民楼排列整齐，楼体标
识清晰，公共区域干净整洁，车辆停放规
范有序，绿化带生机盎然。

“我们在这住了八九年了，这里环境
越来越好，住了舍不得走。 ”刘文茂感慨
道，如今，住在干净整洁的楼房里舒适又
方便，闲暇时在小区散步、锻炼，生活很幸
福。

刘文茂只是我县众多中低收入家庭
享受保障性住房红利中的一员。 近年来，
全县共筹集公租房房源项目 29 个 5277
套。 其中 20 个项目 4909 套布局在县城区
各街道，9 个项目 368 套布局在乡镇，小区
交通方便，配套设施完善，随着项目全部
建成并投入使用，有力改善了城镇中低收
入家庭住房困难， 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
除了提供公租房外，我县老旧小区改

造也在稳步推进。 走进县公安局小区，一
眼望去， 小区的外立面已经粉刷一新，院
落内路灯、护栏、绿化带、消防设施等一应
俱全。 进入居民楼内，新装的水表整齐地
排成一列，自来水管道被保护壳包住沿着
外墙“爬”上每一户居民家中。

“老旧小区改造环境更美了，路更平
了，我们感觉到生活更方便了，安全感增
强了，幸福感也提升了。 ”县公安局小区居
民杨锡林说。

县公安局小区、宏盛大院、丝绸公寓
小区、原农校等是我县老旧小区改造的缩
影和代表，和以前设施老化、功能不全、配
套缺失等情况相比， 如今的小区环境优
美，管理规范，面貌一新，极大提高了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2 年， 已完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10 个， 共涉及 10 个小区，272 栋房屋，房
屋面积 68.88 万平方米， 惠及 5532 户居
民。2023 年申报老旧小区改造 57 个小区，
278 栋房屋，房屋面积 74.55 万平方米，惠
及 7315 户居民。 目前，已开工建设 46 个
小区，开工率 80.7%。

伴随着汽车通过龙门大桥，宽畅的道
路如玉带般向前舒展，一幢幢高楼拔地而
起，一座现代化宜居新城扑面而来。

记者在龙江新区看到，高楼大厦鳞次
栉比，路边的绿化让人心旷神怡，宽阔的
道路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

如今，已完成龙江大道、环湖景观大
道、龙水路、婆娑街、丰盈路等道路绿化提
升；早阳组团重要节点、早阳隧道口护坡、
龙门桥至龙江大道护坡、龙水路三标护坡
以及其他坡、坎、崖和闲置空地生态修复
已完成；红叶广场主体竣工验收及景观绿
化完工；龙江第一幼儿园、龙水中小学顺
利开学。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全面启动，万
硕?玉龙湾一期完成建设并交房，海成?东
方府完成 A、B 区房屋建设，鸿泰?龙门汇
完成主体建设。 新区舒适宜人的生态环境
空间，俨然打造成了一张城市气质名片。

城乡环境提升的不仅仅是住房，还有
环境。 巫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
保护好生态尤为重要。

为此，我县严格执行排水许可、接改
沟许可管理制度，确保污水应收尽收。 确
定专人蹲守污水处理厂，对污水集中收集
率进行每周、每月、季度跟踪，对数据进行
实时监督，及时反馈，确保数据准确有效。
同时，加快推进雨污分流改造、老旧管网
更新、污水管网建设，建立起排放总量与
收集能力相适应的城乡污水收集网。

接下来，县住房城乡建委将做好市场
主体培育创新，服务机制创新、促进消费
创新、加快商品房销售、促进房地产业健
康发展，同时抓好民生项目推进，建好管
好保障性租赁住房， 实施好棚户区改造、
老旧小区改造， 让雨污管网等更加通畅，
为广大群众营造良好的居住人文环境，扎
实推进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巫山：扎实推进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龙江新区一隅。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雷行星
文 / 图） 焊花绽放、吊臂长伸，各种机械
轰鸣，各个工位上的工人有序作业。 6 月 6
日，骄阳似火，龙江新区文化旅游综合服
务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

“2022 年 12 月，龙江新区文化旅游综
合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启动建设，建设周期
为 9 个月。 目前，项目如火如荼推进，本月
底将全部完成封顶，明年底可投入使用。 ”
项目现场负责人刘国彰说。

龙江新区文化旅游综合服务设施建
设项目规划总面积为 15635.56 平方米，地
上建筑面积为 27913.16 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为 14275.62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42411.04 平方米。 拟建物为集酒店、商业
及配套的设备用房、地下车库和服务设施

等，建筑物最高 14 层，高度 59.6 米。 项目
建成后，将大大提升巫山县旅游示范区品
质，助力巫山建设成为全国知名旅游目的
地，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现在每天有 120 余名工人在现场施
工，保质保量抢工期。 ”刘国彰擦了把脸上
的汗水说，晴热高温天气丝毫没有影响建
设者们全力投身项目建设攻坚的热情，用
坚守诠释敬业“温度”，用辛勤的汗水确保
项目进度节点。

据了解，今年以来，县旅发集团始终
坚持“项目为重”工作导向不动摇，让“一
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成为推
动巫山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为江东新区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项目支撑。

龙江新区文化旅游综合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快速推进
本月底封顶 明年底投入使用

龙江新区文化旅游综合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效果图。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文 / 图） 眼
下正值辣椒种植的好时节，近日，走进红椿
土家族乡瓦店村辣椒种植基地，村民们正抢
抓农时，忙着打孔、栽苗、盖土、浇水、施肥
……有条不紊地开展辣椒苗移栽工作。不一
会儿，一排排绿油油的辣椒苗就整齐地从薄
膜上“冒”了出来，广阔的田地里焕发出勃勃
生机。

“可别小瞧这小小的辣椒苗，它可是致
富的‘宝贝’。辣椒种植周期短、易成活、好管
理、销路有保障，我去年种植的 15 亩辣椒，
收入有 15 万元左右。今年我又增加了 6 亩，
希望能买个好价钱。” 种植户肖向华说，种
植辣椒不仅增加了自家的收入，在辣椒移栽
和采收季节，还吸纳了周边群众就业。

据肖向华介绍，正在基地务工的工人都
是附近的村民，从平整土地、种苗移栽，一直
到硕果累累的采摘， 都是聘请当地村民，带
动了村民就业，增加了收入。 2022 年基地解
决劳动力 12 人，人均年增收 2000 元左右。

“我就住在这附近，去年就帮忙种辣椒，
不但能照看到家里，还能挣到钱，日子也越
来越好。 ”瓦店村村民曾照平说，这几天，她

们都在田地里栽种辣椒， 一天能挣 120 元
钱。 除了到基地务工，她家今年也种了 3 亩
辣椒，通过参加种植技能培训，在农技人员
的指导下，不仅让她节约了成本，也对辣椒
种植充满了信心。

截至目前，红椿土家族乡在偏岩、大坪、
瓦店等村共种植辣椒 440 余亩，预计总产量
可达 880 吨， 辣椒种植可带动周边群众
1000 余人增收致富。

近年来，红椿土家族乡围绕“乡村振兴，
产业先行”的理念，紧扣市场需求，因地制
宜，采取“合作社 + 农户 + 基地”的发展模
式，大力发展辣椒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为当地群众铺就了一条
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红椿土家族乡：小辣椒成增收致富“大产业”

村民正在移栽辣椒苗。

（上接第一版）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
可能理解现代中国， 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
国。”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突
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
走自己的路。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
精神气质。 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
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
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 自古以来，中华
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
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
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
滋养。 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
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历史和实践充分证
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
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
进取精神， 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
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
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
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
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
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
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历史和实践
充分证明，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
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
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
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
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
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
互通有无、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向世界贡
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
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源于
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理念，致力于促进不同国家之间
交流合作。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
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
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
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以和
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等理念世
代相传。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 600 多年前
郑和下西洋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
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战争，沿途没有占领一寸土
地。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
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
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
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 决定了中国坚持合
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对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了
宏观展望，明确了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
力显著增强的发展目标。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要全
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 5000 多年发展史， 深刻把握中华
文明的突出特性，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历史
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面向未来，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
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
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
化进步，我们就一定能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增
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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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6 月 5 日，记者在庙宇
镇看到，一辆辆拖拉机开足马力，正在泡田打浆、开沟施
肥，无人机正来回运送秧苗，几名农机手正操纵着插秧
机，有序穿梭田间，一株株秧苗整齐地栽种入田，不一会
儿，水田便披上了“绿衣”。

“我们水稻种植主要采取无人机精量直播和机插秧
两种方式，优点是既能抢农时，又能省生产成本，还能提
高工作效率。 一台无人机每天能播撒水稻种子近 200
亩，无人机精量直播的优点是减少育秧和插秧，还有运
秧， 节约很大的成本。 一台 6 行式插秧机每天能完成
30-50 亩的插秧面积，是人工插秧的 30-50 倍。”天地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尚前介绍说。

庙宇镇，素有“三峡粮仓”之称呼，位于巫山县西南
部，海拔 800 多米，地处巫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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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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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今年庙宇镇共种植水稻 1 万余亩。 截至目
前，已插秧面积达 90%以上，剩下的也将在一周之内全
部完成。

庙宇镇：
机械化助力水稻生产“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