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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7 月 10 日，烟台市委
常委、烟台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包华一行来我
县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并召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与
双龙镇合作共建联席会。 县政协一级巡视员刘大勇、县
委副书记熊伟参加会议。

包华表示，自建立协作关系以来，烟台市经济开发
区切实把东西部协作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全面提
高东西部协作水平，强化资金保障，完善帮扶模式，更大
力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全力以赴支持双龙镇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 同时
深化拓展双方合作空间， 发挥比较优势， 加强产业、消
费、文旅、生态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层次合作共赢。

熊伟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包平一行来巫山表示热烈
欢迎，对长期以来对双龙镇发展的真情帮扶和无私援助
表示衷心感谢， 期待烟台经济开发区与巫山在旅游、农
业产业等方面有更深更高层次合作。

座谈会上，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烟台睿创微纳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向双龙镇捐赠 60 万元和价值 30
万元的应急救援物资。

县领导林福云参加座谈。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来巫对接东西部协作

长梁村：300亩秋月梨丰收在望

村民给秋月梨套袋。

眼下，今年的巫山脆李已陆续进入了
最佳采摘期。

怀着对脆李的美好憧憬，7 月 6 日，
记者与农业气象专家一道走进脆李产业
示范乡镇———曲尺乡柑园村，却意外看到
另一番景象。

所有的李树上都覆盖着一层防护薄
膜， 远远望去犹如一顶顶帐篷散落山间。
为什么要给李树”搭帐篷“？重庆市农业气
象中心专家唐余学解释，要种出可口的脆
李可不容易，遇到干旱，脆李会被晒红晒
蔫。 雨水多了，脆李则会大量爆裂脱落。

脆李成熟上市的时间段恰恰是巫山
的雨季。 天气，是影响脆李品质的重要因
素之一，而覆膜，则可有效避免脆李遭受
淋雨后产生裂果、软果。

6 月 28 日至 29 日， 巫山刚刚经历了
一轮持续降雨过程，有些管护不到位的果
树出现了裂果。 幸运的是，在“帐篷”的有
效庇护下， 大多数果子并未受到太大影
响，而这“搭帐篷”的时机把握，则来自于

气象部门的科技支撑。
6 月 27 日， 重庆市农业气象中心和

巫山县气象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28 日
夜间到 29 日巫山将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
程，或对即将成熟的脆李带来裂果风险。

在雨害发生前，各类针对脆李的雨害
风险预警就通过农业天气通 APP、 微信、
短信等多种方式，直达农业部门、企业、种
植大户、农技人员的手中。

收到气象部门的专报后， 巫山县委、
县政府当机立断要求全县脆李主要生产
区域全部覆膜应对，政府给予覆膜一定的
经济补贴。 各乡镇纷纷采取遮雨减灾措
施，全力护佑脆李度过多雨期。

此外，针对部分早熟脆李采摘，巫山
县气象局每天滚动发布未来十天的《脆李
采摘气象服务专报》。截至 7 月 7 日，共发
布了 20 余期，确保脆李安然下树。

近年来，为做好脆李气象服务，重庆
市气象局专门成立了渝东北脆李带气象
保障服务专班，组织专家力量持续开展脆

李避雨试验，建立脆李雨害关键时段及雨
害指标并形成逻辑算法基于“知天·智慧
气象为农服务系统”， 实现脆李雨害风险
预警产品制作输。农气专家也时常到果园
和果农面对面交流，了解服务需求。

90 后种植大户彭斌， 最近几乎寸步
不离果园。十多年来，他积累了不少“高端
客户”，对脆李的品质要求很高。

为了不让老客户们失望，彭斌对果园
的管护尽心尽力。他坚持要脆李等到八成
熟再下树，以保证最佳风味。

眼下正是最后关头， 再有十来天，脆
李就能达到他想要的品质了。但最近持续
的阴雨天，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事情。

" 滴滴！”彭斌又收到巫山县气象局发
来的预警信息：7 月 6 日至 7 日， 巫山县
还会出现一次持续降雨过程。“正在犹豫
要不要把防护膜取掉， 信息来得太及时
了！ ”

事实上，农业气象专家此行还有其它
目的，在彭斌家的果园里，专家们进行了

实验样本采集。
“我们需要采集不同海拔高度的样

本，对脆李的果径、酸度、硬度、可溶性固
形物等开展数据测量， 进行覆膜前后比
对，以期对脆李的品质进行更好的管控。 ”
来自江津国家级农业气象试验站的农业
气象专家张凯解释。

7 日，农业气象专家再次出发来到了
脆李种植能手王祖保家的果园进行调研。
这里海拔更高，科研样本采集数据也将更
为全面。

“巫山脆李季”正当时。 自 6 月 28 日
开始，每天都有两班“脆李专机”从巫山机
场起飞，让这份“季节限定美味”，从“枝
头”到“餐桌”的时效大大提高。

目前， 全国超过 1000 座城市可实现
“次日达” 气象部门针对脆李的研究从未
停止。未来，有更多气象科研成果转化，将
落实在具体的精细化气象服务举措中，继
续为这份夏日甜蜜注入一分甘甜。

（转自《中国气象报社》）

“限定”脆李遭遇巫山云雨

气象部门为夏日甜蜜注入一分甘甜

7 月 9 日， 巫峡镇七星村村民
在采摘巫山脆李（如图）。

现正是巫山脆李成熟上市的时
节，果农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脆
李防护和采摘。 今年巫山脆李挂果
面积 14 万亩，预计产量 13.5 万吨，
综合产值将突破 18 亿元。“生态果”
成了当地村民“致富果”。

记者 王忠虎 摄

巫山脆李采摘忙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忠 虎
文／图）村民在田间锄草，或给梨套
袋……7 月 8 日，记者在庙宇镇长梁
村看到，梨树上梨子挂满枝头，田间
地头处处可见人村民忙碌的身影。

长梁村为使土地得以充分利
用， 村里通过多次召开院坝会与村
民商议，村民以土地入股，采取“公
司＋集体经济＋农户” 的模式种植
梨树。 截至目前， 该村已栽植黄金
梨、翠冠、秋月梨等多个品种。

“我们现在种植有翠冠、 黄金
梨、秋月梨 3 个品种的梨子，共 800

亩。 其中秋月梨 300 亩已经挂果，目
前套袋已完成。 预计今年可采摘 10
万余斤，收入 50 万元。 中秋节可上
市销售。 ” 庙宇镇长梁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许生介绍。

因长梁村紧挨庙宇场镇， 该村
将梨园当成一个山地公园打造。 果
园中修建了休闲竹亭、人行梯道。 每
一条道路两旁还种有向日葵、 格桑
花等，以供人们观赏。 该果园成了当
地村民及场镇居民茶余饭后休闲纳
凉的好去处。

（上接第一版） 走进抱龙镇洛阳村， 洪水过后的痕迹依然可
见，但各处的淤泥已清除一空，村民的生产生活井然有序。

7月 9日，曹邦兴先后查看了村民垮塌房屋和洛阳小学等
现场，并详细了解了洛阳、庙梁等村社干部在自然灾害中的积
极表现。 他说，关键时刻，基层党员干部有担当、有作为，能打
硬仗， 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感， 确保了群众生命安
全，值得赞扬。 为此，对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曹邦兴强调，当前，要抓好灾后重建工作，妥善安置受灾
群众生产生活，引导群众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 尤其要解决好受灾群众的过度生活安置问题，加
大关心关爱力度，用足用好用活各类政策，帮助灾后重建。 要
强化河道安全，加快河道疏浚、库岸治理等工作；要加强地灾
监测工作，落地落实永久性搬迁避让、临时避险、应急治理等
各项工作，加快抢修电力、供水、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 此外，
要举一反三，加强隐患排查，全面摸清找准风险隐患。 要落实
预警“叫应响应”机制，打通预警信息接收和响应“最后一公
里” 问题， 确保重要信息第一时间“发得出”“传得到”“叫得
应”。 要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提升群众抗灾救灾、避让避险能
力。

“抓好脆李销售，鼓起群众钱袋子”
连续降雨天气，正值巫山脆李上市。 避灾防灾措施是否到

位？ 脆李销售如何？ 群众收入受到影响没有？ 县委、县政府时
刻牵挂在心。

在曲尺乡， 曹邦兴走进果园、 房前销售及外地果商收购
点，看暴雨天气影响，问脆李销售现状，听村民介绍收入情况。

权发村村民吕国清种植了 10 多亩脆李， 去年卖了 16 万
多元。 今年脆李上市后，一周不到，他的早熟李就已卖了 5 万
多元。

“每天都要销售几百件。 ”他说，现在，在重庆上班的女儿
还专门请假回来，帮他销售脆李，“今年采取了覆膜防雨措施，
脆李损失不大，销路也不愁。 ”

在官渡镇双月村刘修海的脆李果园，脆李挂满了枝头。 他
告诉曹书记，他积极响应覆膜防雨科学技术，及时采取了防灾
减灾措施，今年的脆李品质很好，果树裂果掉果现象也与正常
年份差不多，“我这是中熟李，还要等几天口感才最佳，很多货
主都在催了……”

已经嫁往山东的曲尺姑娘邓琼， 几天前就与丈夫回到娘
家，开始收购脆李。

“巫山的脆李品质好，我们主要销往浙江一带。 ”邓琼说，
这几年经销巫山脆李和柑橘，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产业。 7 月
8日，第一批发往浙江的冷链车正待出发。

看到村民对脆李防灾减灾措施满意，对销售市场看好，对
增收有望，曹邦兴感到十分高兴。 他指出，发展产业，最终的目
的是要让老百姓增收。“只有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真正成为了
致富产业，群众才能自发自觉去巩固好、发展好。 ”

曹邦兴说，相关部门要加强技术指导，通过科技手段提升
脆李的防灾减灾能力，积极引导群众开展防灾救灾工作，确保
脆李卖得好、群众有收入。 要抓好脆李销售工作，畅通销售渠
道，做好残次果和裂果收购等工作，让群众增加收入。 同时，要
加强管理监管，积极帮助支持果商、电商规范诚信经营，严禁
以次充好、以劣充优等损害巫山脆李品牌、品质行为，确保巫
山脆李品质和口碑。

县领导彭晓蓉参加脆李销售调研。

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和增产增收放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