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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6 月 18 日，是重庆直辖 26 周年的大喜

日子。对 65 万巫峡儿女来说，更是一个非常
值得纪念的日子。巫山龙门复线桥破土动工
开建了。 这可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民心桥、便
民桥。 该桥的建设实属不易，凝聚着县委县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艰辛付出。 目前，龙
门复线桥已进入了实质建设阶段，记者就此
对全程参与该桥规划设计的重庆市巫山交
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乾定，重
庆市巫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
展部部长龚书、副部长马军进行了专访。

顺应人民期盼， 加快推进龙门复
线桥建设

随着巫山县城的不断发展，原城区（高
唐组团）人口已接近 20 万人。作为城市功能
拓展区，未来龙江新区、早阳新城的人口规
模也将不断增多。

巫山城区（高唐组团）与龙江、早阳新城
分布在大宁河两岸，道路运输主要依靠现有
龙门大桥（S103），以及沪蓉高速 G42 巫山
段，其中龙门大桥是联系城区组团之间里程
最短、最为便捷的公路通道。

巫山高铁站已于 2022 年 6 月开通，县
城与高铁站之间最快捷的通道也需通过龙
门大桥。龙门大桥也成为了巫山县与外部交

通的重要通道，是巫山城区去大溪、官渡、庙
宇、铜鼓、红椿、邓家等江南乡镇的必经道
路，堪称巫山县城的咽喉要道。

但是，现状龙门大桥及其连接线为双向
两车道， 而两头的道路均为双向四车道，其
在车流高峰期已出现常态化拥堵，不能满足
当下的交通需求，更是难以适应未来交通发
展的需要。 龙门复线桥的建设，牵动着人民
的期盼，建设亟需加快推进。

克服地灾影响， 多方论证不断优
化项目设计

按照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 自 2017 年
底开始，巫山县交通局下属巫山县交通开发
有限公司便委托重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开展巫山龙门二桥及引道工程方案设计。到
2019 年，在进行地质勘察时，因龙门东地质
破碎，不能满足特大桥地质建设需求，导致
下桥位方案无法继续推进。

后又改为“隧道 + 桥梁 + 隧道”方案，
由于交通联通度较低，且进入隧道需在平湖
东路绕行 2 公里的路程，绕行长度远，交通
功能性较差， 加上隧道施工周期较长等因
素，致使未能开建。

2022 年初， 交建集团又委托招商局重
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进行概念性方
案比选设计。 通过多位地质专家的专业评

估， 并报请重庆市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批复，
设置桥梁跨越二郎庙滑坡的设计方案论证
可行。并将巫山县龙门二桥名称变更为巫山
龙门桥复线桥工程。

“龙门复线桥建设，按优质工程设计，不
断优化项目设计。”龚书说。按照深化设计方
案，项目全长 1091.04 米，西侧接巫山县城
现状 S103（平湖东路）与宁江路平交口，东
侧接 S103 江东段和环湖景观大道平交口，
东西侧上跨现状龙门桥， 在上游 85 米处跨
越大宁河，主桥为 160 米中承式钢管混凝土
拱桥。 桥面宽 12 米，左侧设施带 1 米，车行
道 8 米，右侧人行道 3 米。

按照规划设计，龙门复线桥和龙门桥均
为单向通行。 去龙江新区方向走龙门复线
桥，即新桥；回高唐组图方向从龙门桥，即原
老桥。 当要去龙江新区方向的车辆，自平湖
东路或宁江路行驶至平湖路交叉口后，便直
接上龙门复线桥。回高唐组团的车辆自大宁
河东岸交叉口上原龙门桥行驶。 项目建成
后， 两座桥梁连结道路两头均为双向四车
道，将极大减缓交通压力。

多方招商引资，破解项目建设资
金困难

龙门复线桥属于重大项目建设，自项目
建设确定以来，先后通过银行贷款、招商引

资等形式解决龙门复线桥建设项目资金问
题，最终确定通过招商引资，项目由市城投
集团、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公司组成联合
体，并作为社会投资人参与。

市城投集团作为市属重点国企， 经过
30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主业突出、多元发
展”的大型投资集团。 其业务涵盖基础设施
建设、城市更新、金融投资、房地产、医疗健
康、数字交通、通用航空、信用服务等多个产
业。

市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明在龙
门复线桥建设项目开工仪式上表示，他们将
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服
务保障，以“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
的姿态，高标准、高效率地推进项目建设，共
同为推动巫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现代化新重庆作出更大的
贡献。

并肩跨越双桥， 城市组团交通压
力将得到有效缓解

龙门复线桥属全县人民期待的民生工
程，为确保项目早日开工，县上成立工作专
班，由一名县领导牵头，成立了以县发展改
革委、规划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委、林业
局、投资公司、城投集团、重庆三建、交建集
团、 设计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
组，倒排工期、打表推进。每天汇报工作推进
情况，梳理难点堵点。各单位靠前服务，主动
作为，容缺办理，将原本 8 个月左右才能完
成的审批工作，缩短至 3 个月。

该桥建成后，龙门大桥与复线桥将并肩
跨越在龙门峡口，如同两道飞虹一般连接起
两岸青山，形成姊妹桥，遥相呼应。与碧波江
水，相映成趣，将呈现“龙门彩叶映巫山，峡
口双虹点碧江”的壮美景观，成为产城景融
合三峡港湾城的标志性建筑，而且使城市交
通压力得到极大的缓解。

目前，我县已形成由机场、高铁、高速公
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组成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依托“水路空铁”立体交通打造多式联运商
贸物流枢纽，推动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
新巫山建设。

龙门双虹映碧江
———巫山龙门复线桥设计建设纪实

龙门复线桥效果图。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卢先庆） 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重要路径。近年来，红椿土家族乡一村一策、多
措并举，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村集体经济和群众
增收双促进，赋能乡村振兴。

近日，记者在红椿土家族乡高炉村的蔬菜种植基地
看到，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大棚内辣椒苗长势郁郁葱
葱，工人们正在搬运辣椒苗准备移栽。

今年高炉村投入 25 万元村集体经济建设蔬菜大
棚，进行蔬菜育苗。 8 个大棚共育辣椒苗 6000 余盘，供
红椿土家族乡及周边乡镇。 目前，高炉村通过蔬菜大棚
育苗已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6 万多元。

“下一步，我们村将在大棚种植香葱、蒜苗、西红柿、
草莓等蔬菜和水果，进一步增加集体收入。 今年整个大
棚预计给村集体经济带来收入 15 万元左右。”高炉村党
支部书记林松涛说。

除此之外，高炉村还利用村集体经济购入 3 套避暑
房用于出租。 截至目前，通过出租避暑房已增加村集体
收入 9 万元。同时，该村今年还新修建 10 座烤烟房出租
给烟农，预计烟房收入 5000 元。

红椿土家族乡党委书记谭洪平说，高炉村只是红椿
土家族乡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下一步，红
椿土家族乡将以“一村一品”为发展思路，壮大集体经济
增加可支配收入，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发展集体经济带来
的红利，实现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红椿土家族乡：
“一村一策”壮大集体经济

（上接第一版）妇女儿童要做好产后服务、妇女儿童健康
管理等。 要全力提升区域医疗技术水平，积极扩大优质
医疗资源对巴东、建始的辐射带动，全力打造巫山医疗
高地。

曹邦兴强调，卫生健康是服务群众最直接、群众感
受最深刻的工作之一。 下一步，城区所有在建医院要一
鼓作气建完，乡镇卫生院不达标的，要一次性解决建设
问题，尽快投用，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医疗改革过
程中，要优化现有的医疗资源，均衡配置，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单位服务能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队伍、服务与基
层网格深度融合；推动县乡村“三级联动”改革走在前
列，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水平；要坚持人才兴医，充分盘活
现有人才资源，全力为巫山人民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健康
服务。

当天，曹邦兴一行还前往县精神卫生中心、巫峡镇
中心卫生院调研。

县领导熊伟、翟小满、乔澍陪同调研。

打造三峡库区教育高地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上接第一版）曹邦兴要求，统筹做好教育保障工作。 为
了一切孩子，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要在人才资
源上保障，组织部和人社部门针对教育领导班子建设要
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老中青结构合理搭配。 要在人
才教师队伍保障上，人社局要创新工作，释放活力，让优
质的老师留得下、教得好。 同时，要加强教育经费保障。

曹邦兴要求，要加强学生安全和身心健康工作。 进
一步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构建心理健康体系化，扎实做
好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工作，加强学生法制教育，培育良
好道德品质。

县委副书记、县长付嘉康强调，要大力实施年轻教
师培养计划，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坚定不移走现
代化教育发展之路，全力以赴打造现代化高质量教育，
做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学校
自身造血功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会上，县教委汇报了教育工作情况。
县领导邓昌君、柴承刚、翟小满、宋传勇、乔澍、王国

琼参加会议。

找准定位 各美其美
全力打造巫山医疗高地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实习记者
何善春 文／图） 以梅为媒，以梅促市，以
梅会友。 6 月 26 日，培石乡杨梅采摘节开园

仪式在黄龙村举行。县政协一级巡视员刘大
勇出席开园仪式并宣布： 培石乡 2023 年杨
梅采摘开园。

自古有“入川第一镇”之称的培石乡，近
年来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围绕“抓好两件大事，打造四张名
片”目标，紧扣全县“1+3+2”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规划，因地制宜，立足本地特色，加
快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举全乡之力推
动乡村振兴，成功打造了“红叶王”景点、“培
石杨梅”、“培石椪柑”、“水晶葡萄”等特色品
牌。

黄龙村积极发挥区域资源优势，曾荣获
巫山十大最美春光观赏点、市级绿色村庄称
号、成功注册杨梅微企村。截至目前，该村规
模栽种杨梅 800 亩，通过“专业合作社 + 农
户”的经营模式赋能杨梅产业新活力，采用

“规范 + 绿色品牌”提升产品质量，引导农
户采用无公害农产品技术规程种植生产，生
产出来的鲜果杨梅口感细腻、 个大味美。
2021 年，黄龙村杨梅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杨梅已成为培石乡一张响亮的名片。

一夏杨梅挂故枝， 一晴一雨露红姿；一
人一颗品堂前，一口酸甜味美滋。 看着一颗

颗挂在枝头让人口舌生津的杨梅，也吸引了
不少嘉宾和客人前往杨梅园采摘。“我们今
天是专程开了两个半小时的车从恩施过来
的，听说黄龙村的杨梅酸甜可口，专程来摘
了回去泡点杨梅酒。 ”来自恩施的游客张辉
说。

据了解， 黄龙村还通过整合种植户资
源、优化营销渠道、升级产品包装、拓展线外
市场等措施，确保杨梅的有序销售。 黄龙杨
梅按照果粒品质， 每斤销售价格在 10 元至
50 元之间。 辐射带动百余户农户年增收
3000 元以上，10 余户脱贫户每户稳定增收
5000 元以上。 杨梅变成了村民致富的“金果
子”，充实了村民的“钱袋子”。

“培石乡按照县委‘1+3+2’产业整体布
局，立足培石实际，走差异化发展方式，发展
椪柑、葡萄、杨梅等产业，其中杨梅种植 800
亩，今年挂果 400 亩，预计产量 80 吨，产值
160 万。 杨梅已经成为全乡老百姓乡村振
兴，致富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培石乡乡长
唐发闯介绍。

培石乡：杨梅成为村民致富“金果子”

客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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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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