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实习 周子杰） 近日，
我县举行抱龙河流综合治理工程开工动员大会。副县长
彭晓蓉参加动员大会。

抱龙河流综合治理工程包括抱龙河两侧堤防加高
加固、道路两侧附属构筑物等建设。 在抱龙河流综合治
理工程现场，数台挖掘机正紧张有序施工，协助工人清
理杂物。“我们正在修建导流墙， 预计明年 2 月全面完
工。 工程完工后将满足防洪要求，并改善周边居民居住
环境。 ”现场负责人谌德福说。

据介绍，抱龙河因流域面积大、地势低洼、河道断面
偏小而难于拓宽，排涝能力严重不足，每逢大雨，容易造
成洪涝灾害，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

此次综合治理工程，起于抱龙镇与湖北建始县交界
处，止于十二洞，长度约 12 千米。分为洛阳小学段、生态
修复段、场镇段，工程新建堤防总长 2825.71 米，加高加
固堤防长 2616.69 米，新建低拦沙坎 5 座、导流墙 45 米
以及部分景观工程。 项目完成后将提高河道过流能力，
有效降低抱龙河流域易内涝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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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实习生
徐婧语） 7 月 26 日，巫山县 2023 年乡村
振兴驻乡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专题
业务培训班开班，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翟小满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翟小满充分肯定上轮驻乡驻村帮扶
工作，大家肩负历史使命、奉献广阔农村，
在乡村振兴征程中打出了一场又一场的

“漂亮仗”。希望新轮换的工作队成员接续

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艰苦
奋斗、攻坚克难的工作作风，扎根乡村、苦
干实干，为着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跑好新征程上的“接力
赛”。

翟小满要求，要充分认识选派驻乡驻
村干部的重要意义，对标要求、突出重点、
强化措施， 聚焦各自职责任务持续用力、
精准发力，接续推进、扎实做好驻乡驻村

帮扶各项工作。要精准掌握驻乡驻村帮扶
工作的职责任务， 充分发挥好经验足、懂
政策、人脉广的优势，紧紧围绕发展长效
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建强基层组织等重
点任务，做好政策宣传、组织协调、发展规
划等工作。要用心用力抓好驻乡驻村帮扶
工作，做到转变角色，到位不越位；依靠

“两委”，帮办不包办；掌握政策，指导不误
导；统筹兼顾，巧干不蛮干；求真务实，驻

村更驻心。
据了解，此次驻乡驻村业务专题培训

班为期 3 天，期间设置《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如何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果考核评估》等培训
内容。 此轮共向全县 6 个乡村振兴重点
乡、129 个脱贫村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
选派驻乡驻村干部 391 名。

2023 年乡村振兴驻乡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专题业务培训开班

本报记者 向君玲
近段时间，福田镇松柏村，脆李满枝，

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穿梭在果园，忙
着谈脆李收购事宜。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村里召
开产业发展动员会，来了 56 人，55 人都反
对种植脆李。 有人“怼”着村支书肖裕兰
说：“你一个女娃娃， 能把产业搞起来，我
就在手心里煎鸡蛋吃！ ”

当时，肖裕兰只是倔强地抹了一把眼
泪。 在接下来的 7 年时间里，她扎根田间，
耕耘出脆李满山，回答了群众的质疑。

松柏村基础设施薄弱，曾被村民戏称
为“一通半”———通电不通水， 通话不通
路。

“我回村去干几年，把路修通了、水搞

通了就走。 ”看着连片荒山，肖裕兰告诉丈
夫。

没想到，这担子一挑，就再也放不下
了。

2016 年 7 月，肖裕兰当选松柏村党支
部书记。 为了发展产业，她带着村干部四
处考察。 车行到曲尺乡，一位果农挑着一
担脆李“哼哧哼哧”地顺着公路往外走。

“伯伯，你这一担这么费力，能卖几个
钱嘛？ ”肖裕兰随口搭讪。

老人一脸骄傲：“你莫小看我这一担
李子，要值一千多块呢！ ”

肖裕兰的脑中灵光一现———经过深
入考察和反复论证，松柏村最终确定了种
植柑橘和脆李的产业发展路子！

但第一次群众动员会上， 来的 56 人

中，只有 1 人同意种李。 有人“怼”着肖裕
兰说：“我们村头劳动力都没得几个，你一
个二十多岁的女娃娃， 能把产业搞起来，
我在手板心里煎鸡蛋吃！ ”

散会后， 肖裕兰开始逐户登门做工
作，家中无人的，就打电话劝说。

129 次群众大会后， 村民终于达成共
识，有了试一试的想法。

“我们不懂种李子，又没得技术，怎么
发展产业？ ”

为打消群众的顾虑， 肖裕兰自家带
头，和丈夫先义务清园建园，搞出个样来，
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她又请到果树专家到村里教技术，和
有意愿的村民一起扛着锄头， 到荒山开
荒。

一次工作中， 肖裕兰因为劳累过度，
不慎滑入山沟，造成左膝半月板撕裂。 时
间紧任务重，她没时间治疗，就拄着拐杖
继续扎根田间。

在肖裕兰的感染下，越来越多村民加
入到脆李种植队伍。 如今，村内脆李种植
面积达 2550 亩， 脆李俨然成为村民们致
富的“金果果”。

目前， 松柏村 382 户农户通过或分
红、或收租、或务工等方式，参与到脆李产
业中，产业发展惠及每家每户。

“2022 年，松柏村仅果园收入已经突
破 150 万元，村内户均增收 6300 元。 ”肖
裕兰笑着告诉记者，今年，全村脆李的销
售额预计突破 100 万元。

肖裕兰：昔日抹泪种李 如今笑着收获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文 / 图）
又到一年采梨季。这几天，巫峡镇绿水村
300 亩翠冠梨大量上市。被誉为“六月雪”
的翠冠梨清甜多汁、肉质细腻，是人们消
暑润肺的佳品。

在绿水村的上百亩梨园里， 个大饱
满的翠冠梨挂满枝头， 散发着诱人的果
香。 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搬运、分选、装
箱，呈现出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我栽了 30 亩的梨树，现在挂果的
有 20 多亩，每年有十四五万元的收入。 ”
正忙着采摘翠冠梨的村民丰传兵告诉记
者。

据了解， 丰传兵曾经是该村的贫困
户，从 2016 年开始栽种梨树，经过几年
的发展，苦尽甘来，他不仅成了村里的致
富带头人， 翠冠梨更是成为当地一村一
品特色产业。 在丰传兵的带动下，目前，
巫峡镇绿水村栽种梨树 500 亩， 挂果面
积 300 余亩，总产量近 400 吨，年产值达
400 万元。

绿水村：300亩翠冠梨上市

村民正在分拣装箱。

（上接第一版）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历
史主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样才能让中
华大地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今后 5 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
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进一步激发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强大动力， 聚焦问题、
知难而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
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必须深刻认识到，只
有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动
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
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 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
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推动城乡人居环
境明显改善、 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才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就要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展广度，
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
低碳转型，要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
底色。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
续性，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切实加强
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
银山的路径，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
态空间。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坚
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
通、防范风险的原则，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能源体系，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国
家油气安全保障能力。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
全底线，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有效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切实维护生态安全、核
与辐射安全等，保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
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健全美丽中
国建设保障体系，要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
各方面力量，强化法治保障，完善绿色低碳
发展经济政策，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
好结合，加强科技支撑，打好法治、市场、科
技、政策“组合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基
础支撑和有力保障。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
成真。 新征程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不懈、奋
发有为，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我们
就一定能绘出美丽中国的更新画卷，让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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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肖乔） 今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当前全县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重点抓好两件大事、打造四张名片。大
昌镇是我县北边“重镇”，区位优势突出，“赛
马比拼、唯实争先”大型系列访谈日前走进
大昌镇，专访大场镇党委书记李贤金，了解
大昌镇如何让千年古镇焕发新活力、展现新
气象，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新大昌。

大昌镇既是千年古镇、旅游名镇，又是
移民大镇、特色小镇，在赛马比拼、唯实争先
中，大昌镇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大昌镇党委书记李贤金告诉记者，该镇
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两件大事”“四张名
片”，结合该镇实际，确定了全力创建“三个
示范镇”这一目标，推动全镇乡村振兴走在
前列作出示范。

具体讲，就是创建“生态产业振兴示范
镇”。持续打造“三峡柑橘、大昌橘海”特色产
业示范园，截至 2022 年，已规模发展 6.5 万
亩，其中 2.5 万亩柑橘进入了丰产期，年产
量达到 2.25 万吨，待全部进入丰产期后，年
产量预计可达 6 万吨， 可实现产值 3.5 亿
元。

创建“文旅融合发展示范镇”。 挖掘“千
年古镇”历史文化和国家级湿地公园生态资
源，已建成文化墙、文化广场 2000 平方米，
完成集镇绿化 1.2 万方米、油化 3.2 万方米，
实施光明村、 兴胜村等 5 个村的消落区治
理， 为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贡献大昌力
量。

创建“基层智治创新示范镇”。 构建“一
中心四板块一网格”治理体系，建设一体化
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 实现数据一云集成、
信息一屏展示、业务一网统管的数字化应用
场景，充分发挥全镇 47 个网格、178 个微网

格和 414 名网格员作用，实现网格治理末梢
快反快处快管的智能体系。

下一步，大昌镇将按照打造新时代“红
岩先锋”变革型党组织要求，突出党建统领，
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在经济生态、平安法治、
公共服务方面努力实现流程再造、 体系重
构、能力重塑，在夯实基础、创新求变推动发
展上实现新突破新担当。

大昌镇：用好用活自身优势 全力创建“三个示范镇”

抱龙河流综合治理工程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