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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11 月 4
日， 记者从县文化旅游委获悉，“三峡之
路”2023 首届长江三峡青少年徒步大会
将于 12 月 3 日在巫山举行，目前正在火
热报名中，参赛选手可搜索“微游巫山”
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 11 月
27 日。

本届徒步大会共设置三个组别，分
别为 13-15 周岁的初中组、10-12 周岁
的小学组、6-9 周岁的亲子组。初中组设
有 15 公里个人和团队项目、小学组设有
10 公里个人和团队项目、 亲子组为 10
公里亲子项目。其中，团队赛每个队参赛
运动员为 4 名，男女运动员各 2 人，且团
队赛和其他组别赛报名只能选择其一，
不能重复参加。 6-9 周岁亲子组须有 1

名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成员共同报名。
本次活动起点设在巫峡·神女景区

柳坪游客中心，终点设在黄岩游客中心。
徒步神女天路，一路俯瞰壮美三峡，感悟
巫山神女造福人类的奉献精神。 远眺巫
峡十二峰美景， 满眼巫山云雨的大美风
光，让人油然而生无限江山的豪情壮志。

县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三
峡之路”2023 首届长江三峡青少年徒步
大会是红叶节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更
是我县着力打造长江三峡青少年精品活
动中的一项，今后将持续举办此类活动，
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三峡， 用脚步丈量
三峡， 用脚步去感受三峡壮丽的人文地
理画卷与璀璨的历史文化。

“三峡之路”2023 首届长江三峡青少年徒步大会 12 月 3 日举行
参赛选手可搜索“微游巫山”微信公众号报名

徒步路线。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实习记者
陶金清 文 / 图） 10 月 30 日，重庆地区

最大山地光伏项目三峡能源巫山县三溪
两坪光伏二期 200MW 光伏项目首批

80MW 发电单元成功并网发电。
11 月 4 日，记者在三溪乡农（林）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忙
着对二号集电线路、光伏发电单元进行送
电操作……现场一片繁忙。

三峡能源巫山巫山项目负责人张新
星告诉记者，项目完成首批次 80mw 网并
网，计划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 25 年平均
发电量约 1.7 亿度电， 建成后每年可节约
标准燃煤 6.3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 15 万吨。

巫山县三溪两坪二期 200MW 农（林）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分布在三溪乡、两坪
乡、骡坪镇境内，规划装机容量 200MW，
配套建设一座 220 千伏升压站及 220 千伏
送出线路。 该项目也是重庆区域装机规模
最大的山地光伏项目。 项目于今年 4 月 1
日开工建设，计划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发
电， 实现项目同年开工同年并网发电目
标。

由于该项目所处地理位置地块分散，
涉及 10 余个村 6000 多亩地， 且场区内地
势陡峭，以岩石基础为主，施工难度极大，
加之巫山高山天气多雨多雾， 也给施工、
运输、安全管理等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

项目公司精心组织， 合理安排施工，
统筹协调物资，克服各种不利影响，确保
高质量、 高效安全地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顺利实现了项目的首批并网发电目标。

此外，为节约光伏场区用地，项目增
加投资，在设计上创新性使用了行业前沿
专利成果，光伏场区用地减少 25%，不仅提
高土地利用率，还降低施工难度和成本。

全市最大山地光伏项目在我县首批并网发电

蓝色的光伏板正在产生电能。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余雨芳）
11 月 1 日，记者从县康养旅游管委会了解
到，巫山·摩天岭森林生态康养运动中心、

巫山摩天岭云居疗养中心，自开工以来建
设进展顺利， 计划明年 9 月建成投入使
用。 届时，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功能

将进一步完善。
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人

们忙个不停,到处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据
施工负责人介绍， 施工方紧盯任务目标、
紧扣计划进度，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调配设备，合理安
排人员， 高标准高质量保障施工正常推
进。

“我们公司自承建摩天岭森林生态康
养运动中心以来， 积极组织优秀管理团
队，选用优质资源队伍，目前已投入旋挖
机、挖掘机等机械 10 余台，各工种作业工
人 100 余名。 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同时全力
以赴保障工期。 ”中冶建工集团摩天岭康
养中心项目施工经理曹峻齐说。

巫山·摩天岭森林生态康养运动中心
包含运动中心、服务大厅、运动康复中心，
总建筑面积 9000 多平方米。 其中，运动中
心建筑高 9.5 米，长 139 米，宽 44 米，主体
为异性空间结构，包括健身区、网球场、阅
读室、室外综合球场、配套设施等。 整个运

动中心计划在今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与运动中心同步建设的云居疗养中

心， 目前正在进行场地整理等基础施工。
该中心为无治疗功能的休养性质的疗养
院,总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 建筑分为地
下两层、地上四层。 其中地下两层主要为
设备用房、 车库及民俗文创文化展示厅
等， 地上一至四层为疗养院接待大堂、餐
厅、疗养用房及辅助用房。

县康养旅游管委会副主任王豫川介
绍，这两个项目建成以后，将进一步提升
度假区的服务功能和接待能力，满足广大
游客和群众在休闲、运动、旅游度假等方
面的需求，同时也将极大地提升度假区业
态的品质和特色。 ”

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两中心”预计明年 9月建成投用

摩天岭森林生态康养运动中心效果图。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陈久玲） 近日，烟台市
农科院为我县一家本土企业进行 2024 年“烟薯 25”品
种使用权授权，标志着“烟薯”成功“扎根”巫山，同时也
是重庆市第一个能够合法经营该品种的区县。

“烟薯 25”是烟台市农科院选育的甘薯新品种。 因
其口感独特，水分多、糖分大，特别适合作为烤薯食材，
市场前景看好。

依托东西部协作烟台帮扶，2021 年，“烟薯 25”在两
坪乡朝元村试种成功，兵颇受市场欢迎。

巫山种植户所需的原种苗都是由烟台市农科院提
供。 由于路途遥远，运输不便，其成活率受到很大影响。
为方便种植户种植“烟薯”，今年 2 月底，烟台市农科院
及其授权育种单位提供 1000 斤种薯和 1000 株母本苗，
给重庆苗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试验培育并进行技
术指导，一举获得成功。

重庆苗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圣贤介
绍， 山东引进的烟薯 25 和 29 这两个品种经过测产，亩
产约 4000 斤，明年计划育苗 2000 亩。

如今，庙宇、官渡、双龙、龙溪等 10 个乡镇 24 个村
都开始种植烟薯。 烟薯的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50 亩扩大
到现在的 700 余亩。

不起眼的小红薯，不仅成了村民致富的“金疙瘩”，
更是逐渐成为巫山农产品中的一张名片，带领着一方百
姓致富。

烟台市农科院为我县企业进行
“烟薯 25”品种使用权授权

东西部协作让“烟薯”扎根巫山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郝燕来 文 / 图） 11
月 3 日，记者在大昌镇白洋村看到，成片的柑橘树长势
良好，树上挂着绿油油的果实，十分喜人。县果业中心的
果树技术推广专家一边察看柑橘长势，一边手把手地对
养殖与种植户张宗礼培训柑橘树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
术。

“我种植的柑橘树都是施的有机肥，采用固、液体粪
肥还田技术，把牛羊粪污收集起来，经过发酵变成有机
肥，直接用到柑橘地里。 ”张宗礼介绍，有机肥来自于他
自己养的牛羊，柑橘树使用牛羊粪增肥可以减少种植成
本，提高柑橘抗病能力、产量和质量。

张宗礼于 2012 年成立了巫山县丰盛果树种植专业
合作社， 入社村民 93 户 300 余人， 目前发展柑橘 600
亩，黑山羊存栏 280 只、牛 10 头，实行“专业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经营模式，以柑橘果园标准化种植、山
羊规模化养殖、粪污无害化处理方式发展“现代生态循
环农业”。

“养牛羊，用牛羊粪养果树，果树下牧草用来喂牛
羊，形成循环生态养殖闭环，全程实现了粪污零排放。 ”
县果业中心果树技术推广特聘专家向可术介绍，通过这
种种养结合发展循环生态农业，既解决了牛羊粪污染环
境的难题，也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
一、可持续。

近年来，我县以种养结合生产为基础，实现了“牲畜
+ 粪污固液分离 + 种植”循环种植养殖，将牛羊、生猪
等牲畜产生的粪污进行处理，提供给脆李、柑橘、蔬菜等
作为有机肥，帮助种植业实现丰产增收。 种植出来的产
品进行售卖，树下的草再提供给养殖户作为饲料，达到
了养殖企业污染零排放，实现了养殖不污染、农田更生
态的绿色发展目标。

目前，全县规模以上的 230 家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
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达 9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巩固打
造“养殖 + 粪污处理”“粪污还田 + 饲料种植” 循环体
系，促进全县种植养殖产业生态循环发展。

养殖不污染 农田更生态

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实现
经济、生态、效益三赢巫山：

张宗礼在县果业中心果树技术推广专家的指导下
为柑橘树施肥。

（上接第一版）
专家组认为，龙骨坡遗址是国内难得的

早更新世早期遗址，遗址内涵丰富、价值突
出， 该项目考古发掘领队履行职责到位，发
掘组织管理有序。考古发掘专业人员配置合
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所需器材设备、科研
保障与服务设施齐备。发掘过程中多学科专
业人员现场协作。

龙骨坡遗址年度发掘目标一方面是旨
在发现更多的人类和古猿化石材料，寻找更
多具有明确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材料，并
进一步解决人类演化、洞穴成因、环境变化

等科学问题，另一方面是梳理和理清历年来
发掘的地层序列。 目前，项目团队已全面收
集已有的考古和地质地貌资料， 对遗址范
围、内涵、价值有了更深入和准确的了解。遗
址的发掘规划经过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武
汉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 云南大学等团队的共同商讨论证，工
作方案详细完备，技术路线切实可行。 发掘
区域选择合理，发掘面积掌控得当。 发掘过
程中严格遵循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发掘工
作规程》的要求精细化发掘，运用全站仪测
绘、三维数字扫描建模等科技手段，同步开

展多学科合作，利用古地磁、ESR+ 铀系、沉
积物、古 DNA 等技术，在发掘理念、方法、
技术方面有所创新，为遗址后期保护与利用
提供了全面翔实的科学资料。遗址地层划分
把握准确，文字记录、图像记录和各类表格
准确规范，值得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项目参
考。

龙骨坡遗址 2023 年度的发掘收获丰
富， 通过发掘获取了数量可观的石制品材
料，并留下了清晰的遗物地层、三维坐标、产
状等信息， 为后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亦为人类起源与演化、环境演变等问题

提供了重要印证，对今后的保护和利用具有
重要意义。

专家组建议， 在今后的发掘工作中，应
注重多种测年方法相互印证遗址地层年代
序列；石制品研究方面着力探寻石灰岩石制
品的打制技术及演变的规律。 目前，遗址还
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持续的考古发
掘工作必不可少，建议发掘团队组织编写详
细的考古发掘工作计划，明确学术目的以及
阶段性的工作目标，系统整理历次发掘的材
料，争取早日出版综合性的研究报告，申报
“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

龙骨坡遗址中期评估会召开

望望打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