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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何善
春 文 / 图） 8 月 10 日，记者在“鸿
泰·龙门汇” 美食街项目建设现场看
到，项目主体结构已砌筑完成并封顶，
工人们正站在脚手架上抓紧进行外部
装饰施工，大家都铆足干劲，发起最后
冲刺。 记者从“鸿泰·龙门”汇项目部获
悉，该项目已进入建设尾声，将于今年
国庆节开街迎客。 目前，项目正在火热
招商，诚邀意向企业入驻。

“龙门汇美食街于 2022 年 4 月开
工建设， 目前正在做装饰装修安装工
程， 预计今年九月竣工验收国庆节开
街迎客。 ”工作人员石楚清介绍道。

“鸿泰·龙门汇”美食街位于龙江

新区商业中心地段、 投资 1.8 亿元，建
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 其中商业面积
1.5 万余平方米， 共有 356 个商铺，是
巫山县鸿泰实业有限公司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以特色美食和休闲娱
乐为主体的餐饮娱乐产业集群。

目前已经签约入住的有海鲜茶
社、中餐、火锅、烤鱼纸包鱼、清吧、成
都明小吃烧烤奶茶等 50 多个商家。

项目开街运营后， 将成为三峡库
区有特色、具时尚、最适用的餐娱产业
集群，助力巫山旅游高质量发展。

“鸿泰·龙门汇”美食街国庆节开街迎客

“鸿泰·龙门汇”美食街一隅。

翁发福：从挖煤到种树 花甲老汉走上创业路
本报记者 向君玲
7 月下旬，福田镇松柏村的脆李进入

口感最佳期，种植大户翁发福一大早就穿
梭于田间采果。

“发武汉是吗？ 要 1 万斤？ ”翁发福刚
送走一邮车脆李，又接到客户电话———全
国各地而来订单让他忙碌不停。

翁发福曾在煤矿里摸爬滚打 30 年。
2015 年，他响应号召回到家乡，开始种李
树。经过艰苦创业，如今，翁发福的巫山翠
福农业责任有限公司规模达到 150 亩，脆
李销往北京、上海、福建，甚至白俄罗斯等
地，年收入可达数十万元。

带头种树
让“生态绿”取代“煤炭黑”

福田镇曾是煤炭产业重镇。 年轻时，
翁发福和松柏村大多数青壮年一样，外出

务工，在矿上谋生。
随着煤矿全面关闭， 福田镇党委、政

府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因镇制宜、因村制宜，打造柑橘、脆李、
茶叶三大种植产业。

2015 年，翁发福回到家乡松柏村，看
到村里只剩几户人， 年纪最小的竟是 75
岁的老人。漫山荒地，还是一副“通电不通
水，通话不通路”的旧模样。

“年轻时在煤矿上干是不得已，为了
找几个钱，咬牙也要坚持下来。 现在把两
个儿子供上了大学，就想着回乡来发展点
产业。 ”此时的翁发福虽已年过半百，但想
到家中还有 100 多亩土地，他便萌发了干
事创业的念头。

碰巧的是，翁发福回村不久，村里就
开会提倡发展脆李。 2016 年，身为村民小
组长的翁发福不仅自己带头，动员亲戚率

先开荒，还召集村民开会，谋划产业项目。
不少乡亲见状， 纷纷加入种树的队伍，松
柏村的荒山变成青山，果园内呈现一片勃
勃生机……

各方帮扶
创业之路迎来“风雨彩虹”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种李子，怎
么修枝、病虫害防治，种出来的果子小，售
价不高……”翁发福的种李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

在遭遇挫折后，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
的帮扶为他重建了信心。

翁发福介绍，每年果业中心至少要开
展 5 次技术培训，发放操作手册，还带着
大家到四川茂县等地考察先进技术。

在多次学习和实践下，翁发福逐渐掌
握了精准施肥的方法，现在的果子量多个

大、口感脆甜。
在销售方面， 以前销售信息不通，果

子多是卖给散客，翁发福零零散散挣了一
些钱。 今年，县委、县政府搭建平台，实现
客商信息共享，翁发福的销量也实现了翻
番。

记者采访途中，老翁的电话不断。“这
是武汉的新客户，1 天就要 1 万斤。 ”挂断
电话，他笑着介绍，今年脆李预计销售能
达 10 万斤，收入 40 多万元。

“以前在矿上打工一年也就五六万
元，工作辛苦又危险，儿子们也劝我回家
来。现在种李子的收入已经远超从前。”翁
发福庆幸着自己当初的决定，更坚定了走
好“创业路”的信心。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位于摩天岭
的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是夏日纳凉的好去处。 在
那里， 不仅让你尽情享受夏日日均 23 摄氏度的自然温
度，还能体验到枕着松涛入眼的民宿。

据了解，这里已运营的民宿有云栖、星空露营、云顶
森林度假酒店、桃花驿站等。 为能让不同消费者的人们
都能在这里住上自己心仪的民宿，而今，这里还新增了
一家名曰陌上云来的民宿。

沿着一条石阶，迎着山风，嗅着野花的气息走进摩
天岭壹號后面的一个山头，推开一道木栅栏，掩映在绿
树丛中的“陌上云来”四个字便尽收眼底。 步入室内，首
先看到的是一间宽阔的茶室，如果你想邀几位挚亲好友
休闲品茗，这儿一定是你最佳的选择。 这里不仅环境幽
雅，且抬眼看到的便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此时，你会下意
识地认为，你就是在林中小憩。大阳台上，躺在秋千吊篮
椅中，捧一本书，沐浴着悠悠凉风，徜徉于知识的海洋，
不羡鸳鸯不羡仙，人间谁能与你比？

山脚，夏风散浮热，不觉夏日长。 而在海拔 1300 余
米的摩天岭风情小镇，却凉风习习。走到这里，你就完全
融入了大自然中。一半是诗意，一半是烟火。青山、绿树，
满眼皆绿，仰看云卷云舒；鸟叫、蝉鸣，清风拂面，令你如
痴如醉。 再找上一家心仪的民宿住宿下来，有美景又有
意境，这个夏天好不让你舒爽。

据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相关人士介绍，现在度
假区内有民宿已达 20 余家。 日接待住宿能力可达 2000
余人次，日用餐接待能力可达 5000 余人次。

巫 山 云 雨 康 养 旅 游 度 假 区
日住宿接待能力达 2000 余人次

星空露营基地。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文 / 图） 8 月 12 日，首
届巫山喜耳音药节活动在巫山县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
假区·关口露营谷启幕。活动以“国潮 + 国粹 + 国医”为
主题，向海内外游客提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创
造一个充满文化意义和情绪疗愈的场景空间。

当天上午 9 时， 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关口露
营谷内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游客，来自各地的游客们脸上
洋溢着笑容。 在“琴诗化韵”的优美序曲中，活动拉开序
幕，让观众敞开心扉，拥抱音乐、发现生命之美、聆听医
学与艺术的对话。 整场活动通过民谣、古筝、铜锣等多
种艺术形式的展现，让观众们在优美动人的旋律中释放
压力，在温柔细腻的对话中抚慰心灵。

来自埃及乔菲儿告诉记者：“今天来参加音药节，然
后参加了几个活动，非常好玩，非常有趣，而且环境非常
漂亮，今天还有点期待参加其他的活动，很开心。 ”

巫山“喜耳音药节”由国内知名民谣音乐厂牌“民谣
在路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跨界厂牌“新乐府”联合出品，
围绕“国潮、国粹、国医”展开。 众多著名民乐演奏家、民
谣歌者和跨界音乐人， 将在大美山水间开启不插电演
出。与此同时，音乐节现场还将引入中医国学、身心疗愈
等方面内容，举办疗愈工作坊、中式生活雅集等活动，为
观众提供了解传统文化的平台，打造文化之旅和解压之
旅。

巫山：国潮 +国粹 +国医
巫山“喜耳音药节”成功“圈粉”海外游客

活动现场。

（上接第一版）后者强调的是适应和引领现代化
的能力。

重庆人的“敢”与生俱来。这种坚韧顽强、豪
爽耿直的性格，在攻坚克难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回望过去，广大党员干部奔走于城市街区、田间
地头、项目一线，争分夺秒，唯实争先，奋力拼
搏。这一切，已经融入巴渝大地、载入重庆记忆，

成为面向未来最大的底气。
但要成就一番事业，光是有冲劲，还不够。

“敢”是勇气、是魄力，“善”是思维、是方法。更新
思维、迭代方法，才能保持奋进者姿态、激发创
造性张力，不断创造新业绩、取得新成就。

一名好干部，应当拥抱变化。 数字化时代，
稍有驻足，就可能不进而退。 求知若渴，才是党

员干部唯一的选择。 既然数字重庆建设是适应
引领现代化的必答题，那么“数字化”就是党员
干部的必修课。 因此，大家形成共识，加强专业
化培训， 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数字思维、 数字认
知、数字技能。只有干部真懂、真会，才能促进各
领域工作体系重构、业务流程再造、体制机制重
塑。

一名好干部， 应当开放包容。 身处内陆腹
地，想要勇立开放前沿，往往需要付出更为艰巨
的努力。无论是双城经济圈建设，还是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都在不断提醒广大党员干部，重庆
是全国的重庆。重庆有责任，也有能力以一域服
务全局， 成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战略枢纽。 这也决定了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位党

员干部，都要进行由内而外的观念更新、思想突
破，打开大门谋发展。

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海纳百川、开放包容，
这是西部唯一直辖市应有的胸怀。 置身于新重
庆的千千万万党员干部，要以清醒的头脑、宽广
的胸襟，驰而不息地努力，共同成就一座奋进的
新城市。

为新重庆好干部画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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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雨芳 实习记者
生 文 / 图） 笃坪乡位于我县东部，是
一个高海拔边远乡镇，近年来，在县委县

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笃坪乡党委政府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取得亮
眼成绩，壮大集体经济。

近日，记者来到笃坪乡兔儿坪社区发
展的大棚蔬菜基地，放眼望去，一个个蔬
菜大棚整齐排列，立于一片房屋之中。 大

棚内，居民们忙着管护、选品等，确保蔬菜
及时上市，卖个好价钱。

“兔儿坪蔬菜园今年种了 24 个棚，其
中 17 个是种的番茄， 其他棚还种植了生
姜、黄瓜、四季豆。现在西红柿已经陆续上
市了，品质非常好，今年预计收入要达到
30 万元。 ”笃坪乡兔儿坪社区党支部书记
吴宗香说。

与此同时，笃坪乡长槽村的蔬菜大棚
也迎来了丰收，长槽村党支部书记杨青青
正在查看辣椒生长情况，“长槽村今年发
展蔬菜大棚 19 个，面积达 10 亩，预计产
量 8 万斤，产值 22 万元。 9 月份把种植的
中椒 6 号辣椒收割完之后，计划再种植笃
坪紫红大蒜。 ”

据了解，笃坪乡发展村集体经济模式
多样，对合村、鹤溪村、龙淌村利用中央扶
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资金进行投资， 腰站
村、笃坪村与辖区内企业签订协议助力村
集体经济发展。预计今年全乡村集体经济
收入 200 万元，带动当地群众 1000 人次，
人均增加收入 7000 元。

接下来， 笃坪乡将全力以赴通过线
上、线下等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确保农
产品丰收不愁销， 同时边发展边总结，针
对各村的实际情况规划村集体未来发展
路径，助力农民增产增收、农业提质增效。

笃坪乡：发展大棚蔬菜 壮大集体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实习生
彭诗怡） 8 月 8 日， 走进红椿土家族乡
高炉村西红柿大棚内， 眼前一派生机盎
然， 果形饱满的西红柿犹如串串灯笼，密
实地挂在藤蔓上， 绿叶掩映下更显水润，
令人垂涎欲滴，村民们正在为即将上市的

西红柿做最后的打理， 到处一派忙碌景
象。

高炉村村党支部书记林松涛说，高炉
村集体经济共种植番茄 4 亩，还有二十天
左右就可以上市了， 预计产量 5 万余斤，
产值 8 万余元

据了解，高炉村集体经济近几年发展
成果尤为显著，通过招商引资建成了育种
大棚 8 个， 为全乡推进订单农业 800 亩，
等 8 月的西红柿售罄后，将根据蔬果成熟
的季节不同而种植香葱、蒜苗、草莓等蔬
菜和水果，进一步增加集体收入。

一颗颗西红柿，不仅是高炉村亮丽的
农业名片，激活了一方经济，更是助农增
收的“致富果”，富裕了一方百姓。

高炉村：大棚西红柿静待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