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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文 / 图）
近年来，我县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出行，一大
批新能源汽车纷纷上路，新能源汽车配套产
业不断完善，“绿色交通”支撑城市绿色低碳
发展，为广大群众新生活“充电续航”。

9 月 7 日，在望霞路奥动新能源汽车换

电站内，一台台蓝绿渐变色的长安新能源出
租车正在依次排队换电，进场、抬升、卸电、
换电、落地，不到 3 分钟，便完成了全套换电
服务。

相比于以前的燃油车在行驶过程中噪
音较大，加油、加气运营成本高，现在的新能

源车不仅更安静、更平稳，并且通过换电站
换电，时间短、效率高、没有汽油味，司机和
乘客的整体体验都更好了。

“新能源汽车的驾驶体验感更好了，起
步又快又稳，换电也很快。”出租车司机杨承
金深有体会地说。

对比出租车，线路覆盖广、经济实惠的
公交车更是市民出行的首选。

自去年我县采购第一批新能源客车以
来，108、208 路等纯电动公交车，因其安全、
高效、干净、快充放、电池使用寿命长的特
点，获得司机和乘客认可。

公交司机陶万斌开了 10 多年的车，不
管是汽油小轿车还是柴油公交车，他都得心
应手。今年他又有了新搭档———纯电动公交
车。“对我们司机来说，觉得新能源车比燃油
车起步停车平稳，噪音小，零污染排放，给乘
客的感觉就是方便快捷，清洁卫生。 ”

近年来，县交通道路运输部门积极响应
低碳出行、绿色发展的号召，大力鼓励推广
新能源车辆的使用，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建
设。 目前，全县道路运输领域新能源车辆共
454 辆，占道路运输车辆总数的 43%。 其中，
新能源换电版巡游出租车 111 辆覆盖率达
100%；新能源网约车 273 辆覆盖率达 91%；
新能源公交车 32 辆覆盖率达 31.4%； 新能
源客车 28 辆覆盖率达 12.7%。 同时，积极探
索纯电动货车的推广应用，目前已发展普货
车辆 10 辆。 道路运输企业自建充电桩 71
个， 换电站 1 座， 今年规划再建充电桩 15
个。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推进“绿色交
通”建设，预计到 2026 年，城市公交将全部
使用纯电动车辆，覆盖率达 100%，纯电动客
车占比达 30%， 力争新能源货车占比超过
30%。 ”县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副主任李绪华
表示。

“绿色交通”赋能美好出行

新能源出租车排队等候载客。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
文 / 图） 白露到，打核桃。 9 月 7 日，记者
在官渡镇水库村看到，20 余村民正在采
打核桃。 只见他们有的挥舞着竹竿，在核
桃树上敲打，一个个青翠圆润的核桃掉在

地上。有的便手提塑料桶，在地上捡拾。不
一会儿，就装了满满的一塑料桶。 再提到
公路上，装进编织袋，等待三轮车拉运。

据近年来，我县充分利用退耕还林等
政策，把核桃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

业，以特色林业产业为引领，实现生态受
保护、林业增效益、百姓得实惠。 截至目
前， 全县 23 个乡镇栽植核桃已达 15 万
亩。 已建成优质果园 3 万亩，5 万亩果园
今年普遍结果。

“我们这个园子总面积有 1057 亩，流
转老百姓户数有 201 户，其中脱贫户有 25
户，今年核桃产量预计有 200 吨，产值约
50 万元。 如果进入丰产期后，年产量能达
到 1000 吨，产值能达到 200 万元。 ”巫山
县丰茂绿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谭
炎介绍。

据悉，丰茂绿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
要种植的是“渝城 1 号”核桃品种。自本月
初便开始采收核桃，每天采摘 2 万多斤。

我县为了核桃产业的健康发展，坚持
院校地合作，开展科研攻关，邀请西南大
学相关专家组成专家团队，为巫山核桃产
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西南大学园艺园林
学院教授曾明说：“这次我们到官渡的水
库村，对今年巫山核桃产量和品质做采样
分析，检测油脂含量、蛋白质含量。今年从
整个生产情况看来，较去年产量有较大的

提高，品质比较好。核桃单果比较大，发育
比较好，果面比较光洁，病害防控做得较
好。 ”曾明建议，下一步巫山核桃产业发展
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从道路、水利，标准化生产管理
等方面发力；二是仍然要强化病虫害的绿
色防控，尤其在 6 至 8 月病害发生较高的
时期，要加强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工作。

县林业局核桃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
员沈青介绍，目前，我县已培育核桃生产
大户 26 个、核桃龙头企业 6 家，组建了 37
个村级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核桃生产的
组织化程度更高、种植规模逐渐扩大。 所
栽种的核桃树，4 年生果树大多实现初
产，5 年生果树普遍投产。 今年预计产量
可达到 1.8 万吨，产值将超 1 亿元。“依托
退耕还林等林业工程，我县以累计发展核
桃 15 万亩，今年已有 5 万亩进入挂果期。
随着核桃产量的大幅提升，我们正积极谋
划核桃产品多元化开发， 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户效益。 ”沈青
说。

今年全县核桃产量将达到 1.8万吨

工作人员在堆码核桃。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实习生
周子杰 文 / 图） 9 月 7 日，记者走进巫
山县骡坪老路口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猕猴
桃园，放眼望去，一排排猕猴桃藤蔓枝枝
相连、郁郁葱葱，一个个饱满圆润的猕猴
桃被袋子包裹着，挂满枝头。 果农们在藤
架下穿梭，采摘着新鲜的猕猴桃，感受着
丰收的喜悦。

骡坪镇路口村海拔约 750 米，气候条
件非常适合猕猴桃的生长。

骡坪镇老路口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朱开荣告诉记者，合作社种植了猕猴桃
73 亩，今年挂果的有 35 亩，预计产量 25
吨左右，产值 35 万元以上。之所以选择猕
猴桃作为果园的主打产品，看中的是它产
量高、收益好，以及管理较为简单，病虫害
少，绿色环保等优点。

目前专业社除种植猕猴桃以外，还种
植胡豆 70 余亩、脆李 50 余亩等，社员达

到 100 余人，合作社每年能给社员分红约
9000 元左右。 不仅如此，果园还采用了复
合型种植模式， 将胡豆和猕猴桃进行套
种。

在猕猴桃的整个种植过程中，合作社
坚持“绿色、生态、环保”的理念，施用有机
肥和农家肥，对果树进行绿色防控，不使
用化学杀虫剂，实施秸秆还园、果园生草
技术。

在销售上，目前以游客进园自主采摘
为主。由于果实的甜度高、品质好，加上微
信“朋友圈”的回头客，基本上是供不应
求。专业社还计划根据市场消费形式的改
变积极拓展销售渠道， 在网上销售猕猴
桃，让销售方式从线下向线上延伸。

路口村：70余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

村民正在采摘猕猴桃。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通讯
员 张艺潇 文 / 图） 近日，农业农
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
2023 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我县申报的“巫山龙骨坡大米”
榜上有名。目前，我县有效期内的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共 6 个，分别是“巫山
脆李”“巫山纽荷尔”“巫山庙党”“巫山
鸡蛋”“巫山洋芋” 和“巫山龙骨坡大
米”。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经县级
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主管部门申请，
地市级、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农产品质
量安全与优质化业务技术工作机构审
核，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组织专家技术评审确认， 在特定区域
（原则上以县域为单元）内生产、具备
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 具有显著地
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 有稳定
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 公众认知度和
美誉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
品，属区域公共品牌范畴。

我县是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县之一， 有“全国百佳深呼吸小
城”之称，产地海拔高度 800—900 米，
土壤为砂壤土， 灌溉水主要来源于长
江流域的千丈岩水库， 为国家Ⅱ类水
质，产区气候为亚热带湿润气候，春季
气候回春早，夏季长，气温高，降水多
而集中，秋季气温下降快，冬季短，气
温温和而少霜雪，无霜期 305 天，历年
平均气温 18.5℃，平均降水量 1057 毫
米， 年平均日照总时数 1571 小时，优
良的产地环境为生产优质的“巫山龙
骨坡大米”提供了得天独厚条件。

“巫山龙骨坡大米”为籼米，具有
米面光洁， 米粒均匀油润、 米香味浓
郁，直链淀粉含量适中，胶稠度、蛋白
质和硒含量高等特征， 主要产区分布
于庙宇镇龙骨坡居委会、白庙村、长梁
村等 15 个村（居）和铜鼓镇双庙村、观
阁村、鲍田村等 8 个村，共计 23 个村
（居），生产规模 1000 公顷，主要生产经营单位有巫山天
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巫山振兴农业集团有限公
司和重庆市巫山县鼓兴粮油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以水稻为主的粮食
生产， 在庙宇镇、 铜鼓镇分别建设 1 个千亩示范片，以

“改大、改水、改路、改土”为重点，实施丘陵山区高标准
农田改造提升示范工程，加快建设“宜机宜耕、能排能
灌、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的现代粮油生产基地。 建设 7
万亩高标准农田，实施种粮大户补贴，出台了《巫山县农
产品品牌认证奖励办法》等，进一步稳定粮食生产保障。
目前，全县有效期内的有机食品大米 1 个，有机食品稻
谷 1 个，巫山天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龙骨坡摇篮大米
被评为 2018 年度重庆名牌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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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收割现场（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陈久玲
文 / 图） 9 月 8 日，走进金字村辣椒种植
基地，一垄垄辣椒植株郁郁葱葱、长势旺
盛，一个个绿油油或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
头，甚是喜人。 前来务工的村民三五成群
散落在田间的各个角落， 或背着背篓，或
提着小桶穿梭其中， 忙碌采摘成熟的辣
椒，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我们种植辣椒 300 多亩，今年预计
采摘 50 万斤， 产值将达 130 万元。 接下
来，我们将扩大种植面积，带动当地更多
村民就业，助农增收。”金字村辣椒种植基
地负责人黄龙富说。

据了解， 金字村在辣椒种植之初，就

与湖南省、湖北省、主城区等地的农产品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辣椒采摘后由公司统
一上门收购， 解决了销售和运输问题，铺
设了产销“快速路”。

“今年年初，通过撂荒地的整治，引进
企业种植辣椒这个项目， 带动全村 50 余
人就业，每人年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金
字村村支部书记胡廷贵说。

近年来，福田镇围绕“1+3+2”产业战
略部署，依托当地独特的资源优势，通过
示范带动、土地流转、撂荒地整治等方式，
逐步实现茶叶、辣椒等产业特色化、规模
化发展，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
新路子，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村民在采摘辣椒。

福田镇：300亩辣椒喜迎丰收

（上接第一版）凝心聚力抓招商，一心一意谋项目，奋力
开创我县招商引资工作新局面。

要进一步理清思路， 结合巫山发展定位和资源优
势，策划一批经济效益好、关联度高、辐射力大、带动力
强的补链延链强链项目，精准锁定招商。 围绕巫山生态
农业接二连三和生态工业“2+2+x”定位，抓好食品农产
品加工、中药材、绿色矿山、清洁能源等项目招商；围绕
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抓好文旅产业、康养产业等项
目招商；围绕城乡统筹，抓好城市功能布局、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等项目招商；围绕重大项目设施建设，抓好交通、
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招商。

曹邦兴要求，要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好平台，完善招
商政策，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抓好服务升级和要
素保障，全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见效。 要加强招商
人才队伍建设，把懂经济、懂产业、有能力、有干劲的干
部充实到招商工作岗位，培养一支能招商、懂招商的专
业队伍。 并营造浓厚氛围，形成“人人关心招商、人人参
与招商”的良好局面。 要细化目标任务，强化工作举措，
加强督查考核，确保月月有声音、季季有进度、半年有形
象、全年有成效。

付嘉康强调，针对招商引资工作，全县上下要明确
产业方向，保持定力，坚持产业链集群式发展模式；要明
确发展路径，龙头先行，坚持内育外引；要明确目标任
务，突出重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县招商投资事务中
心要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快速决策机制，定期研究
调度，聚焦专项突破，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县领导翟小满、李振国、王军、聂必红参加会议。

解放思想 主动出击
推动巫山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