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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文 /
图） 9 月 13 日，记者在长江巫山段水
域看到，随着水位的不断上涨，江面逐
渐变宽，一座移动灯桩快被江水淹没，
来自长江巫山航道处的工作人员正在
对其进行搬迁。

随着三峡库区蓄水持续推进，短
短几天时间， 水位上涨明显。 截至 13
日中午，长江巫山段水位达到 162 米。
连日来，长江航道部门加强监管，及时
移设辖区 38 多公里航道上的 44 座航
标，全力保障蓄水期的长江航道安全。

除了对移动灯桩进行及时调整
外，航道部门工作人员还对 19 座航标

船进行重新布设， 对损坏的钢缆和锚
石进行重新更换，防止航标错位。

长江巫山航道处航道科长徐兴明
表示，为做好 2023 年三峡水库 175 米
蓄水期间航道养护工作， 长江巫山航
道处强化线上航道维护， 认真落实蓄
水区航道养护工作预案， 根据水位变
化及时对航标进行优化调整， 搬以 44
根移动灯桩至 175 米水线， 尽可能放
宽航道尺度。 同时，加强对辖区 29 处
地灾危岩点的防范， 在高风险等级区
域设置危险水域标六座， 在电子航道
图上增加电子围栏及语音提示， 确保
今年 175 米蓄水区间航道安全畅通。

三峡库区进入蓄水期 长江巫山段 44 座航标集体搬迁

工作人员对移动灯桩进行迁移。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9 月 12 日，县农业农村
委员会组织开展 2023 年烟薯种植贮藏技术培训会议，
来自大昌、两坪、曲尺、庙宇等乡镇的农业服务中心和全
县烟薯种植经营主体负责人，以及县科技局、乡村振兴
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会。

培训会特邀烟台市农业科学院专家一行，重点围绕
烟薯 25 号、烟薯 29 号高效种植和贮藏技术进行指导培
训。 技术人员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向与会人员详细介
绍烟薯种植和贮藏的技术要点，重点讲解烟薯的选种、
良种繁育、播种技术、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知
识。

烟薯种植者们纷纷表示，本次培训会让他们学到了
不少实际操作技巧和经验，受益匪浅。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近日，记者在城区内的
几家新能源汽车销售中心看到，不少顾客正在选购新能
源汽车。广大汽车销售企业也不断推出各项新能源汽车
优惠措施，层出不穷地推出购车新“折扣”，点燃了市民
的消费热情。记者从县车辆管理所了解到，截至 8 月，我
县新能源汽车共上牌 2043 台，月增长 100 台左右，和去
年相比是成上涨趋势。

随着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 安全性能不断提升，公
共充电桩的不断增多，吸引了很多消费者选择购买新能
源汽车，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城区新能源汽车销售中心负责人刘丹告诉记者，今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较去年增长了 15%，主要也是国家出
台政策支持，促进广大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 现在购
买新能源汽车的客户不仅减免交购置税，还会根据不同
的车型有相当优惠的幅度给消费者。

前来选购汽车的市民纷纷表示，新能源汽车比较环
保，而且比较经济实惠。

烟薯种植贮藏技术培训会举行

新能源汽车销量逐渐上升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9 月 13 日，
由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办，县就业和人
才中心承办的 2023 年“直播带货 助力乡
村振兴” 创业沙龙活动在县职教中心举行，
30 余家企业代表参加本次活动。

活动通过行业内专家指导、创业者经验
分享、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旨在更好
培育我县企业的互联网思维，提高企业的知

名度，拓宽企业产品的销售渠道，实现企业
产品从线下到线上的有机融合，提高企业直
播带货的技能， 增加企业产品的销售收入，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乡村振兴和产业
发展。

为帮助我县电商企业、电商产业解决运
营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促进电商创业就
业健康、高质量发展，县就业服务专员还与

企业“面对面”开展问诊交流会，积极向参会
企业讲解了创业政策补贴、 就业技能培训、
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现场创业者们分别介
绍了各自企业的运营情况， 大家畅所欲言，
分享了创业经验，也提出了面临的问题。 通
过现场把脉问诊，找出线上、线下业务办理
流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了解企业发展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现场帮助企业解决燃

眉之急。
下一步，县就业服务专员会继续走进企

业，面对面沟通交流，真正了解他们的需求，
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切实引导企业用好、
用活、用足政策，实现精准服务，提振企业信
心，为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就业力量。

我县开展“直播带货 助力乡村振兴”创业沙龙活动

（上接第一版）讲好长江故事，也要讲好新重庆的故事。
长江横贯重庆全境，流程 691 公里，重庆这座城市因长
江而生，也因长江而兴。 山环水绕、江峡相拥，孕育了重
庆人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个性和文化。三千
年江州城，积淀了独特的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
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如今，重庆正站在新
时代新征程的起点，雄心勃勃地向着一个个目标大步迈
进。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在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中，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诞生了许多
新故事。我们要将这些故事讲述好、传播好，让更多人听
到重庆声音、了解重庆故事、爱上重庆这座城市。

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的千年文脉历久而弥
新。 只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厚植文化底蕴，唯实争先，
前赴后继，就一定能书写更加精彩的新重庆故事，为长
江故事再添一抹亮色。 （俞平）

讲好长江故事 坚定文化自信

（上接第一版）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
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
区。 此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一期中共有的
典型陶器类型，以及陶器上的纹饰都可从长
江中游的三峡东邻地区找到它们的来源。

同时，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文
科资深教授葛剑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
授、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郭伟民，南京大
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或从
黄河长江同时竞辉， 或从长江中游文明进
程，或从长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不
同角度，均提到了大溪文化的重要地位。

巫山博物馆馆长张潜介绍， 巫山 13 处
大溪文化遗存 60 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
出土了独具特色的彩陶、玉、石、骨、蚌器、屈
肢葬等文物，完整揭示了一个三峡地区距今
五六千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峡谷地
区重要新石器时代聚落，代表着人类童年期

史前文化的最高峰。 巫山大溪遗址荣获“20
世纪中国 100 大考古发现”殊荣，更是对巫
山大溪文化的价值认定。

“大溪遗址是大溪文化分布最西的一个
遗址，可并不因为偏远，而失掉了其在大溪
文化中的地位。 相反，大溪遗址所呈现出来
的许多文化现象是其他大溪文化遗址不能
比拟和替代的。 ”张潜表示。

“巫山人”———中国早期人类化石遗址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以《水陆通衢

巴蜀同辉———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双子
座”》为题，分享了他的观点。霍巍说，巴山蜀
水，从重庆巫山龙骨坡拉开大幕。 除了世界
闻名的“巫山人”之外，在四川境内还发现了
资阳人等古人类生活痕迹，勾勒出了古人类
在长江流域生活、劳作的动人画卷。

霍巍介绍，巫山人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

宇镇龙坪村龙骨坡，发掘于 1986 年，是中国
早期人类化石遗址。 龙骨坡遗址占地约
1300 平方米，经过先后三次的现场发掘，在
遗址发现了古人类门齿和带犬齿的颌骨化
石， 以及数十件与人类化石同一层次的巨
猴、剑齿虎、双角犀等化石。 经考证，这些化
石属早更新世，距今 204 万年，其人类化石
被称为”巫山人 "，与东非早更新世 " 能人 "
处于同一进化水平。

霍巍表示， 龙骨坡遗址出土的遗物，代
表了一种直立人的新亚种， 后被定名为”直
立人巫山亚种”，一般称之为 " 巫山人 "，距
今约 200 万年。 " 巫山人 " 化石成为中国境
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龙骨坡也因此
名声大震。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贺云翱介绍，长江流域是东亚蒙古人种重要
的起源地， 发现过东亚地区年代最古老的

200 万年前左右的重庆“巫山人”化石、安徽
繁昌“人字洞石器”，170 万年前的云南“元
谋人”化石等，从直立人到智人化石，长江流
域都有发现，序列清晰。

长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重庆
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李禹阶、南京大学
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还提到
了巫文化。 他们认为，三峡地区孕育出了多
种多样的三峡文化类型与灿烂多彩的三峡
文化现象，主要包括：巫文化、三峡移民文
化、三峡诗词文化等。

……
由此可见，巫山在长江文明中占据重要

地位，巫山文化在长江文明中熠熠生辉。 当
然，巫山还有更多的故事值得被发现、被记
录、被讲述。 （记者 向君玲）

巫山文化在长江文明中熠熠生辉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通讯员
贺小桔） 近日， 金坪乡组织召开了“五经
普”清查工作推进会。

推进会上，通报了各村“五经普”清查工
作进展情况， 乡经发办围绕普查入户技巧、
清查对象范围时间、清查小程序操作、清查
表格填写等方面内容再次进行了细致讲解，
会后与参会普查员进行了现场交流，并就普

查员提出的疑难问题现场答疑解惑，进一步
提升普查人员业务知识储备和清查实践能
力，为经济普查工作持续顺利开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
经普工作的重要性。将“五经普”作为当前经
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深入挖掘潜力优势，不断优化方式方

法，高质量完成经济普查各项任务，为金坪
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统计支撑。要
加强宣传引导， 全力营造浓厚的普查氛围。
充分利用农村喇叭、宣传车、群众会等载体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认
识普查、了解普查、参与普查，最大限度赢得
普查对象的支持和配合，为普查工作顺利开
展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要夯实业务基础，

切实抓好“两员”队伍建设。 加强入户技巧、
数据录入等针对性业务培训，切实提高“两
员”战斗力，打造高素质“两员”队伍，扎实开
展地毯式摸排，采取走访入户等方式，紧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面摸清经济主体
底数，建立统一完整的普查登记底册，确保
不重不漏、真实完整、准确可靠，全面推进五
经普单位清查工作高质量开展。

金坪乡：召开“五经普”清查工作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