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全县要牢牢把握高质量
发展首要任务，进一步坚定信心、锚定
目标、持续发力，以决战决胜姿态冲刺
四季度、打好收官战，奋力交出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

会议要求， 做好第四季度经济工
作， 重在抓落实。 全县要结合主题教
育，完善赛马比拼机制，科学总结三季
度工作，找差距、查漏洞、强措施，对症
下药、创新求变、全力冲刺，全力抓好
四季度经济发展工作， 确保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 要加强统筹协调和运行调
度，抓好生态产业，持续释放产能。 要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激发消费潜力，全
力扩大有效投资。 要全面完成重点民
生实事，扎实推进教育、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拓宽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渠道，千
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增加民生
福祉。要抓好助企服务质效工作，完善
制度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企
业帮扶机制， 常态化开展“三服务”，
“一企一策”帮助企业纾难解困，促进
全县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打好风
险防范化解攻坚战， 切实抓好信访稳
定、社会安全、地质灾害防治、三峡危
岩治理等工作，确保一方平安。

会议听取了近期全县平安巫山建
设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平安稳定是发
展的基础。 当前全县社会大局总体平
稳，但也要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
的政治责任感， 抓牢抓实抓细平安建
设各项工作。 各级各部门要把平安巫
山建设作为年末岁尾的一项重要工作
来抓，推动各项工作转化落实。要结合
主题教育，聚焦重点领域、重大风险，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深入开展“大排
查、大起底、大化解”行动，进一步摸清
底数、建好台账，明确责任清单，纳入
检视整改重要内容， 以“群众满不满
意”检验整改成效。要强化领导联系乡
镇和部门乡镇属事属地责任， 细化工
作措施、层层传导责任压力，推动平安
建设工作落实落地。 要切实抓好安全
生产工作，加强交通、消防、燃气、建筑
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除险清患”工
作措施。此外，要抓好信访稳定和网络安全等工作，推动
全县社会大局持续平稳向好。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县级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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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郝燕来
文 / 图） 10 月 25 日，记者走进竹贤烤烟
收购点看到，烟农们忙着把一车车拉来的
烟叶卸车，出售给烟叶收购点，大家脸上

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烟叶工作人员对烟叶
进行分级、过秤、打包、入库，整个收购流
程井然有序。

自 8 月 26 日烤烟开秤收购以来，该

收购点每天全员上岗，全力为烟农提供方
便，做好服务。 目前已收购 6000 担，同时
将加快收购力度， 确保在 10 月底完成收
购目标。

竹贤乡石院村村民龙伦玉有 15 年的
种植经验，今年种植烤烟 30 亩，栽种和采
收较忙时节会找上 10 多个人帮忙， 平时
的田间管理都是夫妻俩负责。

“今天拉了 800 斤烟叶来卖，收入还
可以。 ”说起今年的烤烟产业，龙伦玉喜上
眉梢，“我种的烤烟基本上都是坡田，受雨
水的影响较小， 烟叶质量还是比较可以
的，目前已卖出 5000 斤，还有近 2000 斤正
在进行初分级，收入还是比较可观。 ”

产业就在家门口，照顾家庭和增收两
不误，一举多得。 夫妻俩对今后的产业发
展信心十足。

烤烟种植是我县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是多年来农民致富增收的传统产业。 烟叶
收购是烟叶生产的重要环节，是体现烟叶
价值、实现烟农收益和烟草公司收益的关
键。 一直以来，我县高度重视收购工作，层
层落实责任，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切实做
到公平、公正、阳光收购，在提升烟农满意
度方面不断努力。

今年，全县共种植烤烟 5.1 万亩，涉及
15 个乡镇 81 个村 1763 户烟农，当前烤烟
收购已接近尾声， 其中上等烟比例占
78.51%、中等烟比例占 21.49%，收购进度
达到 75.52%。 目前，各烟叶收购站、点正抓
紧进行烤烟收购收尾工作， 力争在 10 月
31 日前全部收购结束。

我县烤烟收购进度超七成 10 月底将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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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新宇） “核桃树
每株的间距要达到 8 米， 每亩地种植 12
株左右……”10 月 18 日，大昌镇石里村的
一处核桃园中，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陆
智明教授，正对闻讯而来的核桃种植户讲
解核桃冬季管护技术。

为了解决核桃掉果、落果问题，帮助

村民提高产量和收入，陆智明一行深入石
里村核桃种植园，现场进行冬季管护技术
指导。

据了解，巫山核桃种植业所使用的品
种，主要为市林科院研发的“渝城 1 号”，
鲜果具有味道香、油脂重、剥壳后果仁完
整率高等特点，经济价值高。 由于种植密

度大、管护不利等原因，很多地方出现落
果的情况，影响收获。

县林业局产业发展中心与西南大学
专家团队经过三年努力，在核桃品种优选
与改良、核桃栽培与管理、病虫害综合防
控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与突破，全县核
桃园大面积挂果投产，核桃种植业成效初

显， 干部和群众对核桃产业发展信心增
强，前景看好。

西南大学专家指导我县核桃冬管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董存春 雷
行星 实习生 周子杰 文 / 图） “春种一
粒粟，秋收万颗籽。 ”近日，庙宇镇在保障秋
收顺利进行的同时，也有序进行着水稻秸秆
打捆回收工作。

收割、收拢、打捆、成团，一气呵成。
10 月 23 日，在庙宇镇永安村的稻田里，

一台大型秸秆打捆机来回穿梭，一捆捆方形
稻草整齐划一摆放在稻田边，满头大汗的村
民扛着稻草捆运送上卡车。

秋日的暖阳中，割完稻谷的田野被稻草
染得金黄，一台台拖拉机拖着秸秆打捆机在
田里来回奔波“捡稻草”，空气中弥漫着稻草
的香味。 伴随着一阵阵机器轰鸣声，一簇簇
秸秆被吸进机器里，经过旋转、压实、打捆，
一个个捆扎结实的“稻草方块”从机械尾部

“吐出”散落在田里，勾勒出喜获丰收的别样
画卷。 村民们顶着太阳，手提肩抗，将散落在
田里的一捆捆稻草运到田坎上，装进了大卡

车的后备箱里。
“我们以前买稻草要到湖北枝江，现在

在庙宇镇就可以买了， 在枝江要花 18 元左
右一捆，在庙宇就只要 10 元。 ”在此务工的
红椿土家族乡偏岩村村民李祖国说。

在机械化打捆后，这些“方块”将进行综
合利用，可以变为饲养牲畜的“营养口粮”，
不仅解决了农户处理秸秆“老大难”问题，还
能直接“变现”。

当地村民余国林告诉记者，以前稻草都
是浪费在田里的， 由于今年买了打捆机，稻
草被打捆后可以卖给周边喂养黄牛、骡子的
村民。 白庙村、庙宇村、杨柳村、红椿村的养
殖大户把他们已打捆的稻草全部收走了，目
前已卖了 4 万元左右。 ”

据了解，庙宇镇正积极推进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与生态环保、 农业增效相结合，通
过秸秆回收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实现
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多方共赢。

庙宇镇：打捆机助力稻草“变废为宝”

村民对打捆的稻草装车。

本报讯 （记者 何善春） 10 月 24 日，市侨联党
组成员、办公室主任牟童一行深入竹贤乡下庄村走访调
研。 县委常委、副县长苗剑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重走下庄天路， 参观下庄人事迹陈列
室、愚公讲堂、下庄村史馆，观看《天路上的下庄人》纪录
片，学习和感受了“不甘落后、不等不靠、不畏艰险、不怕
牺牲”的下庄精神，并聆听了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
的党课宣讲。

牟童表示，调研后感触颇深，下庄精神值得学习，下
庄精神对世界各地都有借鉴意义。 今后，市侨联将联系
海外华侨代表，通过邀请海外媒体走进下庄，带领下庄
精神“走出去”，把海外资源和技术“引进来”，为下庄下
一步产业发展助力。

苗剑对牟童一行来巫调研表示欢迎，向市侨联对下
庄村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下庄村的脱贫
攻坚成效十分显著，下一步，我县将会进一步传承好下
庄精神，在下庄积极探索“致富路子”，激发乡村活力，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10 月 26 日，记者从县
商务委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稳定家具家电等
大宗商品消费， 推动绿色智能家电消费升级，10 月 27
日至 10 月 29 日，我县将在市政广场举行“爱尚巫山?欢
购金秋”家居促销活动。

活动当天，将派发 1600 张电子消费券，让有家具家
电购买需求的市民充分享受“省钱”快乐。此次派发的电
子消费券共分为 3 种类型， 即“消费满 1000 元省 100
元”消费券 1000 张，“消费满 3000 元省 300 元”消费券
500 张，“消费满 5000 元省 500 元”消费券 100 张。 将于
10 月 27 日上午 10:00 准时派发，领取时间将持续到 10
月 29 日。消费券当日有效，到期未使用的消费券将自动
退回至领券页面供其他用户领取。

如何领取消费券？市民朋友只需扫码或通过微信搜
索关注“巫山商务”微信公众号，点击“消费券”输入姓
名、电话后即可领取相应面值的消费券，每位消费者可
分别领取以上 3 种类型的消费券各 1 张。 领取后，点击

“个人中心”“我的消费券”一栏可查看领取到的消费券。
消费券如何使用？到指定商店消费，达到核销金额，

在“我的消费券”一栏找到未使用的消费券，点击“立即
使用”即可核销抵扣，单笔支付消费时，只可核销 1 张消
费券。

县商务委主任周阳春表示，下半年，商务委将联动
县内各大商家、 平台持续策划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活
动，切切实实为广大市民送优惠、谋福利。

（上接第一版） 解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管控保护问题，规范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中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运营等事项，
确保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范有序、落实
到位。 三是系统性、创新性地开展长江文明
遗产保护工作。 实施差异化保护策略，继续
加强长江流域文化资源普查成果的保护利
用与资源整合工作，对现有的长江文明及其
所属分支的各种资源进行科学评估。根据文
化资源与长江核心文化价值的关联度、文化
遗产发掘保护状态， 确定差异化的保护重
点。 使用现代技术和方法进行保护，将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5G 技术等现代技术广
泛应用于长江文明保护，建立长江文明数据
库，对藏羌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
文化，以及彝文化、滇文化、黔文化、赣文化、
徽文化等进行数字化提取、 技术化编程，突
破时间、空间、类型分布的固态化短板。

整体推进长江文明传承发展。只有全面
深入了解长江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
动长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更有力地推进新时代长江文明建设。 积
极推动长江文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及沿线
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长江文明未来传承
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 紧迫且长期的任务。
一是坚持活态化传承、创新性发展。 以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为载体，串联长江沿线物华天
宝的历史名城、奇雄险秀的峡江景观、闻名
寰宇的文物宝藏、颇负盛名的文化艺术以及
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以物化、活化的视角
去识别、还原文化要素，使文化资源在长江
流域 " 活 " 起来。 二是打造一批内涵丰富、
覆盖广泛的长江文明品牌。建立一批独具鲜
明特色和内容优势的长江文明创意产业园
区，进一步壮大长江文明产业集群；打造一
批特色文化产业城镇，提升乡村人居文化环
境质量， 推动文化助力长江沿线乡村振兴。
三是推动多种文化空间协同发展。统筹协同
推进现有的文化遗产空间、城市现代文旅场
景空间、乡村场景空间打造，以河流场景营
造为着力点提升长江沿线城市品质，使三种

空间各具特色又兼具关联度。或在场景中举
办相关经济和文化活动，成为市民休闲活动
的一部分。四是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生态、
金融、体育、科技等资源融合发展。支持长江
沿线省区市跨区域组合建立文化产业联盟，
促进 " 文化 +" 产业链纵向延伸、横向拓展，
资源共享、品牌共铸，共同打造跨区域文化
产业和文化品牌。

积极探索长江文明弘扬路径。弘扬长江
文明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 增强长江文明的品牌影响力，提
升长江文明认同感，推动长江文明、中华文
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一是广泛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不断以长江流域发展的新实
践、新成就、新格局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提高全社会
的文明程度，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为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新征程提供不竭
的文化力量。 二是繁荣文艺创作。 引导和鼓
励以长江文明为主题的文艺创作，实施长江
文明新品、优品、精品创作工程，抒写新时代

长江流域发展的重大成就和奋斗者的精神
品格，鼓励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
长江故事。三是举办有影响力、高层次、综合
性的节庆活动。 在举办 2023 长江文明论坛
的基础上，长江流域重要节点城市可举办长
江文明节、长江文明旅游节、长江美食节、世
界大河歌会、长江文明论坛等活动；推出长
江文明育民、惠民、利民措施，制定特色文化
惠民政策，让群众共享文化 " 盛宴 "，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四是促进长
江文明对外交流。 以经济贸易、科技创新为
载体，联结长江黄金水道与 " 一带一路 "，结
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贸易，向世界展示
长江流域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魅力；塑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沟通平台，推动不同
文化间的交流合作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
鉴，让长江文明带成为展示中华文明传承发
展的新平台。

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明

（上接第一版） 同时， 县领导要当表率做示
范，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要带头抓好调查研
究，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发展的难点堵点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要带头抓好检视整改，
做到抓深抓实抓在手上；要带头抓好联系乡
镇和分管领域的工作。

会议强调，全县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运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 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总结好、运用好、巩固好主题教育学习成
果，真干苦干实干、用心用情用力，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重庆贡献巫山力量。

温万光指出，本次集中学习体现了主题
教育理论学习体系化、模块化、结构化的要
求。 下一步，要把理论学习贯穿主题教育始
终。 要以学习开头、调研开路、实干开局。 在

主题教育期间， 除了读书班规定动作之外，
要加强自学，采取通读与精读相结合，做到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要开展好专题党课。

要把调查研究和检视整改作为主题教
育的重要抓手，抓深入抓扎实。 要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结合工作实际和工作要求，深入
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 直面问题体现的是担当，解决问题

检验的是能力，要把检视整改贯穿主题教育
始终。

同时，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
验主题教育的成果； 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杜绝低级红高级黑；要层层压实
责任，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集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重要指示精神

市侨联来巫走访调研

我县将举行“爱尚巫山·欢购金秋”家居促销活动
1600 张电子消费券 27 日上午 10:00 准时开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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