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通讯员 鲁雪） 日前，
记着从县市场监管局获悉，截至 6 月底，全县实有市场
主体总量突破 5 万户，达 51539 户，同比增长 88.92%；
上半年新增 4708 户，新增率为 9.71%，位列全市第 16。

今年以来，县市场监管局以市委“七张报表”市场主
体发展指标为抓手，坚持从企业群众视角出发，遇事“钉
钉子”，有求“马上办”，将满足企业群众对行政审批的优
化期盼作为工作导向，打出政策组合拳，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最大化向企业提供便利，县
市场监管局加强窗口建设，增强窗口人员力量，推行“一
窗通办”，整合企业开办流程，坚持做到企业开办审核出
照 2 小时内完成，体现了一个“快”字；推进注册登记“自
助办”、“就近办”、“人人会办”，在邓家楠木、竹贤下庄等
地设置 8 个证照帮办指导站，实现县、乡、村三级联动，
录制个体工商户手机端设立登记全过程供申请人参考
填报，实行全程“保姆式服务”，把政务服务的温度延伸
到所有角落，突出了一个“细”字；通过企业开办大礼包
提供免费公章 552 套， 为企业节约成本共 15.89 万元，
为 32 家企业提供免费寄递服务，为 14 家企业办理股权
出质登记融资 13.75 亿元， 为企业减免检定检验费用
44.5 万元，用“真金白银”挺企业，彰显了一个“实”字。

今年上半年新增市场主体 4708户
全县总量突破 5万户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肥料是土地
的宝贝，汗水是丰收的蜜汁，近日，记者在福
田镇、双龙镇看到，成片的柑橘树上早已经
挂满青涩的果子，工人们正将一桶桶大豆水
溶有机肥按照一定的比例掺水后，采用自动
化灌溉技术送到每一颗果树下。

据重庆宏喻果农业有限公司技术人员
介绍， 黄豆本身就是非常好的有机肥原料，
发酵后的大豆含有很多微量元素和有机质，
可以改良土壤环境，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
植物质量和产量。最主要是能降低农民的投

入成本，可减少复合肥用量的 30%-50%。
双龙镇浙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威锋说：“我目前种植柑橘有 6000 亩， 自今
年三月开始使用大豆水溶有机肥，目前效果
比较明显，相比以前能节约 30%左右成本。”

山海同心、携手前行，近年来，烟台与我
县不断纵深推进产业帮扶融合、 在更大空
间、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谋划烟台与巫山长
期互利合作。 去年，重庆宏喻果农业有限公
司通过不断发展和探索，将烟台大豆水溶有
机肥引进巫山，并签订“重庆宏喻果农业·邦

臣农业仓储”授权证书。 该公司本着惠民互
利的原则，免费为果农赠送试用大豆水溶有
机肥，价值 30 余万元，共计 3000 余桶，历时
数月，用实际成效促使我县种植产业增产增
收，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

重庆宏喻果农业有限公司谭滔介绍，他
们从山东烟台引进大豆水溶有机肥，最主要
目的是为降低农户成本，前期通过免费送给
老百姓试验反馈很好。

一家优质的肥料公司承载了农民整年
的希望， 好肥料让有限的土地创造更多可

能。 下一步，重庆宏喻果农业有限公司将牢
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惠民为主，以高
效生态肥料帮助农民增收， 服务现代农业。
同时，还将采取一系列优惠活动，详情请咨
询谭先生：15215267555。

大豆水溶有机肥 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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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实习生
周子杰） 7 月 5 日，记者走进集仙、朝云、
上升等社区看到， 施工人员正在对水电气、
雨污管网、透水砖、路缘石等进行改造，挖掘
机在清理路面的地砖， 工人来回搬运沙土、
砖头，现场施工井然有序。

施工单位负责人卢勇介绍，他们主要负
责配套设施更换，涉及隔水、电气、燃气管
道、排污管道，预计 2024 年 1 月全面完工。

据了解， 我县现有老旧小区总量 132
个， 涉及 3.97 万户，1661 栋房屋， 面积
430.12 万平方米。“十四五”期间，计划改造
符合条件的老旧小区 123 个，楼房 1310 栋，
面积 339.2 万平方米， 涉及 3.17 万户 10.6
万人。 申报 2023 年老旧小区改造 57 个小
区，278 栋房屋， 房屋面积 74.55 万平方米，
惠及 7315 户居民。 2023 年老旧小区改造纳
入重点民生，一季度已开工建设 35 个小区，

开工率 61%，在渝东北排名第 3，全市第 9，6
月底已全部开工。

“目前，我县 2023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已全面开工， 主要对老旧小区楼栋主体、雨
污管网、水电气居住环境提升等进行全面改
造，将改善 7315 户业主居住环境。 ”住房保
障管理中心副主任曹锴表示在新型城镇化
推进进程中，我县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增进
民生福祉的重点工作来抓，着力解决老旧小

区设施不完善、环境脏乱差、建筑物破损、物
业管理混乱等问题， 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满意度。

我县 2023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全面开工
涉及 57个小区、278栋房屋，惠及 7315 户居民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实习生
周子杰 文 / 图） 7 月 5 日上午 9 点，记

者来到巫山游客中心售票大厅，只见有的
游客排队购票，有的游客等待上船。 因为

正值暑假，放眼望去，亲子游占了游客群
体很大一部分。

“我们一家人每年暑假都会到全国各
地游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到巫山小三峡
旅游。 三峡浓缩了中国旅游的精华，巫山
小三峡又是这精华当中的精华，来到这里
觉得山好水好人好， 旅游服务很贴心，非
常感谢巫山人民和旅游工作者。 ”上海游
客褚先生说。

“之前在课本上知道有小三峡这个地
方， 今天来身临其境感受一下小三峡的
美。 ”褚先生的女儿满是期待。

除了亲子游，团体游也是暑期旅游中
常见的组合。 检票口处，一群学生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据了解，他们是来自厦门市、
万州区等地的学生，参加由万州区中小学
综合实践基地组织的公益研学活动，小三
峡是此次活动中的一个研学点。

“趁着暑假，我们实践基地组织了这
一场公益研学活动。 三峡风光闻名世界，
景色优美， 所以我们将它作为研学点之
一。这次出行一共近 90 名师生，希望小朋
友们在本次活动中既能欣赏到祖国壮丽

山河，又能学有所成、学有所获。 ”研学教
师向璐说。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游船慢慢
驶入峡谷，龙门峡、巴雾峡、滴翠峡的壮丽
景色依次映入眼帘，栈道、悬棺等历史遗
迹引人入胜，大家纷纷走出船舱，拿出手
机、相机在游船的甲板上拍照。 游客们记
录下壮美河山，分享给亲朋好友，参加研
学活动的师生们也拉上横幅合影，把最美
的景色、最快乐的时光定格，脸上洋溢着
无比的喜悦。

“很开心能在暑假参加这次研学活
动，巫山的小三峡非常美丽，我要多多记
录分享给爸爸妈妈。 ”万州区王牌小学学
生张梦淇一边拍照一边说。

据了解，暑期以来，小三峡景区日均
接待游客 2000 人左右。 景区相关工作人
员均全力做好服务， 让游客游得舒心，游
船上也分层提供多样服务，满足不同游客
群体需求。

暑期到来 小三峡旅游“升温”

游客游览小三峡壮丽风光。

本报讯 （记者 罗彬 实习记者
何善春） 7 月 6 日， 官阳镇新民村云中
花谷农业生态园开始试营业，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往拍照打卡， 享受高山花谷的清
凉。

官阳镇位于我县北部，地处大巴山南
麓， 北靠巫溪县阴条岭市级自然保护区，
东北与五里坡世界遗产地和湖北神农架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连。 近年来，官阳镇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大力开展农旅融合新篇章，按照
“农区变景区、田园变花园、民房变民宿、
产品变商品”的思路，打造以农业游、花卉
游等不同特色的农旅体验线路，增加乡村
旅游的文化内涵， 满足游客体验农业、回
归自然的心理需求。

游客们漫步花丛中，或拍照、或赏景，
感受夏日的清凉和浪漫，许多身着汉服的
游客组团前往，国风与花海相结合，组成
一幅美丽的乡村旅游美景图。 此外，景区
内还配有游乐设施、露营地，为游客们提

供了赏花之余的休闲娱乐之地。
“官阳镇紧紧围绕“4+2”经济发展思

路，充分利用高山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 建设官阳镇生态农业观光园，通
过乡村旅游带动农家乐、宾馆、餐饮商贸
发展，促进高山特色农副产品销售，辐射
带动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乡村振
兴。 ”官阳镇党委书记汪顺升说。

据了解，官阳镇将废弃采石场实施生
态修复， 植树绿化转变为林下儿童游乐
场，将废弃水泥转厂植树绿化转变为林下

停车场，将退耕还林林地补植林木，林下
种植观赏及药材类花卉草木，保持景区原
生生态景观。此外，云中花谷有四季花卉，
不同种类的花海将从 4 月持续到 11 月。

新民村：云中花谷农业生态园试营业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盛夏七月，
走进双龙镇安坪村小予果园葡萄种植基地， 只见紫黑
的、翠绿的、粉红的葡萄，一串串、一排排整齐地吊在大
棚内的架子上，让人馋涎欲滴……

“先尝尝，这个品种的能吃了。”葡萄园主人剪下一
串递过来。放进嘴里：“真甜。”看着这晶莹剔透、圆润饱
满， 或已趋成熟， 或即将成熟的一串串长势喜人的葡
萄，眼前呈现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基地共种有 120 亩葡萄，今年预计可采摘 20 万
斤，收入 100 万元左右。 ”7 月 5 日，双龙镇安坪村小予
果园负责人谭世平笑着说。

安坪村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交通便
利。近年来，该村利用这一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葡
萄产业。

“我种的有阳光玫瑰、南太湖、夏黑、巨峰、金手指、
浪漫红颜等多个优质葡萄品种。 南太湖是最先成熟的
一个品种，将于本月 10 号即可上市。 ”谭世平说。 他的
葡萄园里根本不打除草剂，全靠人工扯草。附近的村民
马正英、罗福莲、方翠阳、王仁兰等，都常在葡萄园里做
工，一年每人可增加上万元的收入。

因种植的葡萄品种多， 口感好， 所以销路也很不
错。每当成熟上市，便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葡萄从现在
开始采摘，可持续到 10 月中旬。

安坪村：葡萄即将上市 今年预计收入 100万元

工人在采摘葡萄。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7 月 4 日，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基地建设处高级农艺师张会影、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中心主任、研究员戴亨林一行，对我县创建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巫山脆李）标准化生产基地进行国家现
场检查验收。

座谈会上， 县农业农村委汇报了原料基地建设情
况。 2021 年 9 月，我县获批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巫
山脆李）标准化生产基地。 同年，我县以选择有基地规
模优势、产业发展基础良好、生态环境优越的大昌镇、大
溪乡、福田镇、官渡镇等 10 个乡镇 98 个村的巫山脆李
生产基地为创建单位，总面积 12.09 万亩。

自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县围绕基地建设目标，落
实七大体系建设，高效稳步推进基地创建工作，取得了
阶段效果。 下一步，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组织化
程度，推进智慧化发展，压实常态化监管。

检查组对我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巫山脆李）标准
化生产基地创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县高度重视
基地创建工作，组织保障有力，标准化技术落地，促进了
巫山脆李产业提档升级，提升了“巫山脆李”品牌含金
量。 并宣布检查验收合格。

“基地创建最终落地要让果农增收，要让消费者吃
到高品质的巫山脆李。 ”戴亨林建议我县进一步提高全
国绿色食品原料（巫山脆李）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认识，
完善相关机制，久久为功，持续擦亮“巫山脆李”金字招
牌。

副县长彭晓蓉参加座谈会。

我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巫山脆李）
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通过验收

本报讯 （通讯员 罗令 文 / 图） 7 月 5 日，巫
山县职工旱地冰壶运动推广培训在县职工服务中心开
班。 来自全县基层工会 50 余名职工代表参加培训。

培训分理论学习和实战对抗两个部分。理论学习围
绕运动的起源与发展、器材、基本技术与规则、竞技规
则、布局与技战术等内容展开，向学员详细讲解了旱地
冰壶运动的相关知识。 实战对抗中，学员们在教练的指
导下分组参加训练，通过实战演练进一步掌握旱地冰壶
的比赛规则和操作要领， 体验到旱地冰壶运动的魅力，
激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此次培训旨在提高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加快冰雪产
业发展，推动冬季群众体育运动开展，增强人民体质。下
一步， 县总工会将分批次持续开展旱地冰壶运动培训，
动员全县职工群众积极参与，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冰雪运动的浓厚氛围。

巫山职工旱地冰壶运动推广培训开班

学员参加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