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兹有重庆银行巫山支行遗失重庆市财政局
1- 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金(巫山县)的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Z6678000098604， 账 号 ：
950101040000404)，声明作废！

2023 年 8 月 30 日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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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近日，记者
从县招商投资事务中心获悉，我县获全市二
季度招商投资赛马榜综合排行十强榜渝东
北片区第三名。 获得市政府办公厅招商激
励，获招商引资专项资金奖励 80 万元，并在
2022 年区县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考核中予以
加分，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7 月，我县签约项目 16 个，其中市上
认定签约项目 10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 5
个，近三年项目开工率超过 70%。 签约项目
整体呈现投资规模大、产业结构优化的良好
态势。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招商引
资工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分别多次带队
赴北京、上海、山东、新疆等地拜访各行业实

力企业 26 次 130 家。责任部门也主动作为，
瞄准 500 强企业、头部企业、产业链关键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带着诚意邀请新企业、
回访“老朋友”，拜访企业 44 次 150 家。 同
时，利用对口支援和东西协作平台开展协作
招商，2 个招商分局、8 支专业招商商务代表
队围绕我县优势主导产业，积极主动外出招
商，10 支队伍共拜访企业 151 家。

同时营造氛围，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举行系列招商座谈会， 先后召开投资重庆·
渝商归渝系列活动—“浓浓乡情 共建巫
山”2023 年新春座谈会、 两场“夜话巫山
共叙发展”亲情·茶叙活动、中国民族贸易促
进会代表团赴巫山考察座谈会、广东—巫山
经贸洽谈会，对接企业 150 家。 开展系列招

商培训活动， 先后组织深圳市 2022 年东部
城市支持西部地区人才培训“招商引资”专
题培训班、 广东省 2023 年对口支援巫山县
招商引资培训班。

不断健全机制，科学制定《巫山县 2023
年“招商引资攻坚年” 实施方案》《巫山县
2023 年招商引资工作考核办法》。 在招商模
式上，注重多元化，充分把握市县产业联动
共建的机遇，围绕鞋服加工类头部企业和相
关配套企业与市招商投资促进局开展联合
招商和课题研究，成功获得“市县协调招商
示范基地”称号。充分利用“1 对 1”全覆盖的
对口联系服务机制，积极争取进入市区共建
产业链目录，提升全县招商工作能级。

“下一步，县招商投资事务中心将在市

招商投资促进局的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
的领导下， 以六大招商领域为主动方向，高
质量谋划我县未来重点招商项目库和产业
招商赛道，用好 2 个招商分局和 8 支专业招
商小分队，推进产业链和上下游招商，力争
招引一批投资大、产值高、带动力强的好商、
优商。我们还将高质量举办一系列的招商推
介活动， 做好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和集中开
工，形成全县抓招商、促投资的良好氛围。 ”
县招商投资事务中心副主任向文鑫表示。

渝东北片区第 3 名 巫山获市政府办公厅招商激励

本报讯 （记者 杨新宇 文 / 图）
近日，记者在位于长江和大宁河交汇处的
宁江渡看到，经过系统治理，这里环境优
美、景色怡人，独特的江景视角吸引了大
量前来打卡拍照的市民。

“平时就有很多来这里拍照打卡的游
客， 每次到了节假日过来玩的市民更多，
热闹的很。 ”宁江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宁江渡建成后有效制止了消落区
“四乱”行为，减少了水库面源污染，改善
了当地的人居环境，消落区岸线得到有效
保护。

据介绍， 宁江渡采用坡地绿化方式，
以乔、 灌木为主进行护岸林带景观配置。
该项目的建设，大大提升了消落区和库岸
生态环境，通过生态修复，使消落区自然
复绿快、岸线美、水质清，打造了消落区洁
净的生态环境。 如今，不仅有效地减少了
消落区泥沙流失，保证了库岸稳定，还改
善了消落区生态环境，修复了消落区生态
功能。

宁江渡新晋为网红打卡地

观赏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近日，江
东新区污水处理厂建成投产，目前已进入
试运行阶段。 项目的投用将有效助力我县
实现污染减排，对保护水环境、治理水污
染，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走进厂区，预处理池、粗细格栅设备、

FMBR 膜池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工人
们正在进行常规作业，经过半个多月的试
运行，目前各项净水设备有序运转。 截至
目前，污水处理厂新建净化厂共收纳污水
2 万立方米， 出水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水质
达标 EGA 标准。

重庆巫山三峡水环境综合治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崔剑锋介绍，江东污水处理厂
位于江东组团白羊溪窖沟， 用地面积约
17.5 亩， 其中近期工程占地面积约 11.8
亩，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粗格栅提升池、细
格栅旋流沉砂池、兼氧 FMBR 池、接触消

毒回用水池、 计量槽及其他附属设施等，
是龙江新区唯一一座万吨级污水处理厂，
可以满足 7.5 万人的生活污水处理。

龙江新区水质净化厂进入试运营阶段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周子杰 文
/ 图） 进入初秋，我县低中山地区的脆李已
逐渐下架。而在平均海拔 800 米以上的双龙
镇龙王村，通过高接换种的晚熟脆李却刚刚
进入成熟采摘期。

“巫山脆李”是三峡库区助农增收、乡村
振兴的“生态宝贝”。近年来，我县作为“全国
优质李生产基地县”“中国脆李之乡” 的，不
断调整品种结构，优化脆李熟期搭配，为传
统脆李产业提档升级开拓新路径，提高了巫
山脆李的经济效益。

“现在我这个果子，已经有很多收购商
给我打电话， 不论大小均按 8 至 10 元一斤
收购。”走进村民肖乾柱的果园，他满脸兴奋
地说。

自 2017 年开始， 龙王村共栽种脆李
1100 余亩。 由于该村海拔高差较大，每年脆
李成熟期刚好与当地梅雨季相遇，导致村民
获得的经济收益大打折扣。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农业部门的支持
下，2022 年，龙王村开始对脆李进行高接换

种，首批嫁接的 100 亩晚熟脆李今年已开始
挂果。

“这个新品种李子的好处就是把梅雨季
节躲开了，不裂口，味道甜，巴适得很。”龙王
村村民肖乾柱高兴地说。

“我们现在改良嫁接了 480 亩，成活率
达到 95%以上， 下一步， 我们打算将海拔
800 米以上的全部嫁接。 ”龙王村党支部书
记贺维清说。

据了解，巫山脆李种植规模达 30 万亩，
挂果面积 14 万亩，2023 年预计产量 13.5 万
吨，综合产值将突破 18 亿元。 截至目前，在
双龙、当阳、巫峡、两坪等 11 个乡镇，已实施
高接换种 5838 亩，主要以中晚熟品种为主。
通过优化品种结构、 早中晚熟合理搭配，大
幅提升了优质果率，进一步加大了市场占有
率，有力促进了巫山脆李产业提质增效。

巫山：因地制宜高换晚熟脆李延长采摘季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果农肖乾柱脸上。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向君玲 实
习生 周子杰 文 / 图） 8 月 26 日， 记者
走进兔儿坪社区发展的大棚蔬菜基地，看到
一株株西红柿整齐排列， 植株高近 2 米，碧
绿的藤蔓上挂着一串串硕大的果实，红的绿
的，十分饱满。 村民正忙着采摘成熟的西红
柿。

“我们今年种了 17 个大棚的西红柿，能
采摘一万多斤。 ”正在采摘西红柿的笃坪乡
兔儿坪社区党支部书记吴宗香说， 目前，基
地除种植西红柿外，还有四季豆、生姜等绿
色蔬菜，按目前市场价计算，今年毛收入能
达到 30 多万元。

兔儿坪社区从去年开始发展集体经济，
目前种植 24 个大棚蔬菜， 不仅带来了经济
效益，也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就业和增收的机
会。

“西红柿采摘从 7 月持续到 10 月，基地
就在家门口，加上平时的除草、打药、修枝等
日常田间管理， 让我们基本天天都有活可
干，每天能有 150 元的收入。”正在采摘的村
民宋春燕高兴地说。

“今年带动周边就近务工群众有 40 多
人，人均增收 4500 元左右。 ”吴宗香告诉记
者，来蔬菜基地务工的大都是在家带孩子或
者上了年纪的老人。

兔儿坪社区大棚蔬菜基地是笃坪乡产
业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笃坪乡立足自身产
业发展资源和优势，因地制宜，不断优化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并向规模
化、产业化、优质化发展，聚焦产业融合发
展，培育经营主体，延伸产业链条，壮大集体
经济，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村民采摘西红柿。

兔儿坪社区：今年集体经济有望突破 30万元

（上接第一版）无论是热血青年，还是银发专家，都在田
间地头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智
力”强心剂。乡村要振兴，正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让“新乡贤”成为乡村的守望者和建设者，让农民就
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里有一段，是乔树林在接受采
访。“您这次回来，为家乡带来了什么礼物呢？”“爱吧，我
觉得。 ”爱，是一种深沉热烈的情感，是一种不计得失的
付出。 而我们要做的，是为这样的爱，持续优化政策环
境，稳定政策预期，打通回乡堵点，引导好、服务好、保护
好人才、资金、技术下乡的积极性。

比如，回乡定居，住房如何解决？子女、配偶、父母的
教育、医疗如何配套？ 人才返乡，职称评定如何跟进？

对此，国家也有了新动作———探索宅基地“三权分
置”的有效实现形式，妥善推动解决返乡下乡人员居住
问题；对返乡能人子女、配偶、父母等近亲属在入托入
学、就业就医、养老入院等方面提供“绿色通道”；推动职
称评定、工资待遇等向乡村教师、乡村医生、驻村镇设计
师倾斜。

如何接住游子的“爱”，是全新的时代课题。 让乡村
的硬件、政策、环境、保障，跟得上人们回乡的步伐。让在
村能人想干事、能干事、真干事、干成事，让在外能人想
回来、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我的家乡我建设”才能
成为所有人无悔的选择、坚定的行动。

乡村要跟得上人们返乡的步伐

（上接第一版）民风淳朴好相处。”霍世福笑着说，当高温
热浪袭来，都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度过周末，让自己不
再那么烦躁。 他们准备再多住一段时间，等天气转凉了
回去。

分“避暑蛋糕”的，不仅是遍地开花“价格便宜管吃
住”的乡村农家乐，装修精致和服务全面的精品民宿也
有了几家。 在避暑经济的带动下，不少村民瞄准了这块
不断升温的“乡村旅游蛋糕”。“定和民宿”，就新建成的
一处清雅幽静的民宿。

今年，有 30 多人合租住在“定和民宿”。女士们抢着
轮班做饭，展示手艺尽显各家味道特色。饭后，大家一起
到山间散步，看白云青山，呼吸清凉的空气……“说天道
地、天南海北，很幸运能享受这样的日子。”采访中，不少
游客如此说到。

“我们的定价比普通农家乐要贵一点，但不论是装
修还是设计都更为精致。”定和民宿负责人介绍，现在正
是旺季，有不少附近的游客过来，入住率达到了 98%。

原生态的青山，如今迎来了摩肩接踵的游客。 随着
游客越来越多，邓家土家族乡还打造了生态旅游服务车
队，10 多辆私家车免费接送客人。

以前高、偏远的劣势变成了优势。未来，抱龙镇到邓
家土家族乡的路将形成旅游环线路，优势将变成强势。

因“冷”沸腾
青山里的“财富密码”

重峦叠翠，将炎热挡在山外，一股股凉气从密林中
散发出来，感受山涧清风，满目青葱。

8 月 29 日大清早， 楠木村村农家乐老板谭军吾的
妻子，就开始为住宿的游客们准备一天的伙食。 清凉的
高山气温和地道的农家风味，让他家的农家乐每天都客
似云来，今年已为他带来 30 余万元的收入。

像谭军吾这般以农家乐为主要营收的家庭，在邓家
土家族乡共有 60 多家。

邓家土家族乡依托得天独厚的青山绿水“凉”资源，
以“生态 + 业态”打造纳凉避暑“强磁场”，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如今，借助“清凉经济”这一名片，带动更多
群众因“冷”获益。

为了充实村集体经济，邓家土家族乡党委政府和楠
木村村支两委利用避暑的自然优势、盘活村集体闲置资
产，争取中央财政扶持资金打造的村集体经济。据介绍，
将 6 套闲置房改造成“1750 民宿”，以每套每晚收费 198
元，月租每套不低于 4000 元出租，年收入超 10 万元，成
为楠木村党组织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生动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旅游观光资源，邓家土家族
乡还将药材、烤烟作为观光农业进行打造，并成为研学
基地；生态工业的风能观光与落日相映成趣，更受摄影
者的热捧；南门、金盆寨、溶洞和一线天等康养旅游景
点；邓家踩堂戏、摆手舞、背二哥号子、哭嫁歌、山歌等体
验项目……真正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让“凉”资源变
身优质的“热”产业。

与此同时，牛王豆、米大洋芋、党参、腊肉、干洋芋
果、高山冷水生态鱼等邓家好礼系列产品，让游客们回
家时，后备箱满满当当。

陈艺表示，邓家土家族乡是一片世外之地，是重庆
市十四个散居少数民族乡之一，有着“踩堂戏之源、背二
哥之家、舍巴节故里、摆手舞之乡”的美誉。 2011 年，被
授予“重庆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017 年，池塘村荣获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荣誉称号。 下一步，将以乡村
旅游和土家文化为核心，倾力打造乡村生态康养产业。

“靠山吃山。再过几年，老百姓都能坐在屋里挣钱。”
陈艺说，虽然全乡以高海拔优势探索“农旅融合”发展道
路，逐步掀起一股“邓家旅游热”，但想要吸引游客、留住
游客，接待能力有待提升。 接下来，继续提档提升农家
乐、民宿以及基础设施，让生态“绿”馈赠的清凉，因“冷”
而沸腾。

因“冷”而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