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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 文 / 图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

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双龙镇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中的基层治理中有哪些新举措？ 近
日，记者专访了双龙镇党委书记彭钢。

双龙镇位于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核
心。 从龙门桥沿着大宁湖沿河而上，乘坐
20 分钟的小快艇，便进入双龙镇境内。 此
时可见两座长长的山脊侧卧湖畔，犹如两
条巨龙隔岸相望， 静静地护卫着双龙集
镇。

为守护好景区生态，双龙人民义不容
辞。 彭钢介绍，近年来，双龙镇瞄准自治、
法治、德治“三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新体
系的目标，不断夯基础、强治理、优环境、

惠民生、富文化，着力提高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笔架村是双龙镇幅员最广、位置最偏
的村庄之一。 而笔架村村支两委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创建了“幸福议
事会”“惜福银行”“公共法律服务室”，并
发动引领群众参与自治。 期间，通过“幸福
议事会”， 笔架村群众决定率先从全村人
居环境整治入手，且自筹资金，开展房屋
提档升级，人居环境得到根本转变。

与此同时，双龙镇还实施“能人兴村”
战略，一大批能人大户涌现，在群众中形
成了很好的示范效应，激发了村民发展动
力。 白坪村刘小红返乡后，牵头成立重庆
实尚笙华农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建立石上

生花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 通过租赁农
房、流转土地等方式，将村民的资产与乡
村旅游捆绑在一起，变资产为资源，变农
房为民宿，带动村民集体致富；乌龙村陈
勇通过土地流转种植脆李 250 余亩，先后
评为巫山县“十佳种植能手”“十大精品果
园”；水田村养殖户王洪安，引进重庆市楚
乡原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投入 80 万元
建立腊肉加工厂，成为镇上有名的养猪大
户；安静村青年刘敬春，曾因病欠债 20 余
万元。2017 年开始，他承包了一个葡萄园，
通过自己的精耕细作、科学管理，现在成
为全镇著名的“脱贫之星”。

像这样的能人，不胜枚举。 由此，双龙
镇也相继获得第二届重庆乡村振兴十大

示范案例、重庆市首批“万企兴万村”行动
示范村、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示范村等荣誉，形成了群众主动
积极参与的乡村振兴“双龙样板”。

双龙镇还积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
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创新“三项机制”，持
续深化“一会一所一行”平台，推进积分
制、清单制、院落制、数字化“三制一化”乡
村治理重点任务，夯实有效载体，促进自
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开好“幸福议
事会”，让“自治”常态化；建成“公共法律
服务室”，让“法治”具体化；大力推广“惜
福银行”，让“德治”指标化。 通过“治民”变

“民治”，推动乡村治理走上新台阶。 安坪
村 2020 年评为重庆市民主法治示范社
区。 笔架村 2023 年评为重庆市民主法治
示范村。

“双龙镇创新基层治理体系后，群众
通过‘一会一所一行’，发挥制度优势，进
一步推动了双龙镇乡村振兴工作再上台
阶。 ”彭钢说。

首先是营造共同体意识，村容镇貌加
速蝶变。 双龙镇以惜福银行积分制等创新
举措降低村庄环境治理成本，群众自筹资
金 1300 多万元，实现了农民建、农民用、
农民享。 试点开展、分步推进，对全镇 21
个村居开展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总结“乌
龙模式”“笔架模式”受到新华社等主流媒
体关注。 其二是擦亮双龙福文化品牌，文
化振兴沁润民心。 聚焦“平安是福、和美有
福、孝爱享福、有志迎福、感恩惜福”“五
福”行动，文化活动遍地开花。 群众积极参
与，打造“一村一品”，形成了一批可推介、
可借鉴且具有双龙辨识度的乡村文化振
兴创新成果。 三是提升农民素质，乡风文
明清朗。 以“养成好习惯、形成好民风”为
基本，将乡村治理各项事务实行系统的积
分量化考核，选树“双龙福星”，全面激活
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形成“比学赶超、
争先恐后”的良好态势。

下一步， 双龙镇如何推进乡村振兴？
彭钢表示，今后，双龙镇将按照县委、政府

“两件大事”“四张名片” 决策部署， 围绕
“增强创新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进乡村
振兴”主线，持续精准发力，鼓争先之劲，
谋发展之策，求务实之效，不断提升百姓
的幸福指数，为取得“美丽乡村、双龙福
镇”建设新突破而不懈奋斗。

双龙镇：抓“三治”谋振兴，聚民心促发展

石上生花景点。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7 月 6 日，“河
海大学—巫山两坪汇集电站新能源工程技术产学研联
合研发中心”在两坪乡举行揭牌仪式。

此次合作，两坪汇集电站与河海大学以“校企合作、
产学双赢”为目标，建立产学研长期合作关系。双方将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多形式，多层次的科学技术交流
与合作，共同构建产学研合作新体系，共同推进企业与
高校的全面技术合作， 产出更多优质的科研创新成果，
为公司“两翼齐飞”、“风光三峡”，以及创新发展的总体
部署奠定坚实的基础。

座谈会强调，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能源
电力发展的重心，而此次合作是为在巫山打造清洁能源
基地指明了新的方向，希望在双方的合作下碰撞出新的
火花，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做大做强清洁能源产
业。

副县长杜卫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7 月 7 日，县党外知识
分子“智服乡村”专题培训班在党政大楼开班。县委副书
记熊伟出席开班仪式，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翟小满主
持开班仪式。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两天。 期间，培训围绕《坚持
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作用发挥》《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等内容展开。

熊伟表示，要把牢政治方向，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加强思想引导，支持发挥作用，组织党外知识分子参
加统一战线工作和活动。 必须把准正确政治方向，坚持
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广泛凝聚党
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 要坚持学以致用，围绕中心大
局发挥作用。 利用党外知识分子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
优势，服务于乡村振兴。 这是党委交给党外知识分子的
重大课题，按照“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
实”的总体要求，要发挥智力优势，凝聚各方力量，积极
建言献策，助力乡村振兴。要严格遵规守纪，树立党外知
识分子良好形象。要珍惜机会、认真对待，在学习培训中
遵规守纪、深学细悟。 要端正学习态度，排除各种干扰，
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培训中去，认真完成学习任务，着力
提升能力水平。

县领导冉宾雁出席开班仪式。

党外知识分子“智服乡村”专题培训开班

校企合作
共同构建产学研合作新体系

签约现场。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7 月 6 日，巫山县非公
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在党政大楼附楼三会议室召开，县级
相关部门、部分非公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研究解决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促进全县非公有制经济“两个
健康”发展。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春梅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现场，县发展改革委等牵头单位汇报第一、二、
三、四次早（晚）茶会问题诉求责任清单办理情况；县工
商联汇报《巫山县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起草情况，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同时，县工商联交办《县政府研究室关于我县民营
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及对策调研报告》（调研报告第 4 期）

“建议和民营企业反馈问题”责任清单。
随后，调研报告第 4 期责任清单牵头单位汇报“建

议和民营企业反馈问题”落实情况。
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非公经济发展的

重要性；发展非公经济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决策部
署的需要，是认真贯彻落实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举措的需
要，是推动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同时，完善机制，进一步发挥非公经济工作联席会
议重要作用；不断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联席会
议作用，不断加强跟踪问效。协调联动，凝聚非公制经济
健康发展的强大合力；强化主动服务意识，着力解决企
业困难，优化提升市场环境，深化惠企政策落实。

县领导乔澍出席会议。

工商业联合会召开非公经济工作联席会议

遗失声明

兹有巫山县雷开华中药材种植基地遗失营
业 执照正 、 副 本 ， 统一 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23708018979U, 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
500237980033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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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彬 实习记者
何善春） 近年来， 官阳镇利用高海拔气
候、生态环境优美等自然资源，紧紧抓住
巫大高速通车的良好机遇，发展现有的烤
烟、中药材、核桃、高山蔬菜等产业，着力
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并统筹村集体
经济发展高山生态乡村旅游，推进农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有效增加村民收入以及各

村集体经济收入。
7 月 5 日，记者走进官阳镇八树村、梨

坪村、三岔村看到，村民们正在对烤烟、中
药材进行除草和对核桃喷洒农药等工作。
规模化种植、技术指导和精心管护的经营
模式，带动了全镇农民的发展，有力促进
了乡村经济腾飞，村民们也都鼓起了“钱
袋子”。

官阳镇党委副书记汪石表示，官阳镇
立足本地实际，按照党委“4+2”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高山蔬菜、烤烟、中药
材种植等，助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去年，官阳镇种植烤烟 3900 亩，共计
创收 1280 余万元。 今年种植烤烟 4600
亩，中药材 7500 亩，核桃 12878 亩，涵盖
脱贫户 300 余户，成立已有规模的专业合

作社 4 个。 此外，发展特色蔬菜 1500 亩，
在特色产业上取得突破。

官阳镇：发展多元化产业促增收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巫峡两岸
枝头满，又到脆李成熟时。近日，巫山脆李第
七届开园节正式拉开帷幕，10 万余吨“中华
名果”巫山脆李陆续进入成熟期，即将销往
全国，飞入广大食客的餐盘。

“巫山脆李为什么好吃，因为我们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 2023 巴味渝珍—巫
山脆李全国头部数字营销渠道产销对接会
上，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良好
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巫山
脆李肉质紧密、汁多味香、质地脆嫩的优良
品质。 ”

亮相央视远销全国、 数字营销打通渠
道、 脆李航班新鲜直达……经多年重点发
展，巫山脆李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品牌知
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巫山
脆李”品牌也先后荣获“国家区域优势公用
品牌”“中国品牌·典范 100”等称号，品牌价
值达到 27.1 亿元， 连续四年居全国李品类
第一。

“青果果”变“金果果”，好脆李应为天下
人尽品尝。被当地群众称为“金果果”的巫山
脆李，如今年产值超 20 亿元，带动当地 3.5
万余人脱贫致富。 依托品牌的成功打造，当

地脆李鲜果电商和销售市场日渐繁荣，逐渐
形成了果农采摘、电商采购、货机速运、快递
到家的 24 小时运输产业链，食客足不出户，
就能品一口新鲜的巫山脆李。

据悉，“巴味渝珍”是由重庆市委、市政
府主导，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牵头打造，
通过对重庆的区域特征、生活方式和重庆农
产品特色优势的梳理、挖掘、整合、提炼、再
造，创建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重
庆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下一步，“巴味渝珍”将紧紧围绕“数字
+ 农业“这一特定市场细分领域，以品牌为

引领、数字为抓手、园区为平台，打造可持续
发展的新型农业经济模式，坚持“品牌化、数
字化”双轮驱动，促进“三农”增收、增强、增
美，帮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上全
国人民的餐桌。

值此盛夏，巴味渝珍邀您共赴“巫山脆李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