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谭瑜州） 11 月 24 日，我县“鲁
渝协作旅游民宿经营者”创业训练活动在双龙镇乡村旅
游民宿示范点石上生花举行。

此次活动由县就业和人才中心和烟台市就业和人
才中心主办，由巫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巫山县创业孵化
基地）具体承办。 旨在助力乡村振兴和共谋旅游民宿发
展，针对我县旅游民宿发展状况，对巫山有旅游民宿创
业意愿人员和新创业民宿经营者，开展政策宣讲、创业
帮扶及创业服务。

活动邀请了山东行业内的高级创业导师以及优秀
民宿企业家，采取创业沙龙、创业故事会、创业训练等多
种方式，为有旅游民宿创业意愿人员和新创业民宿经营
者搭建良好的交流学习资源共享平台，提升创业及经营
水平，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鲁渝协作旅游民宿经营者”创业训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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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文 / 图） 初冬时节，随着昼夜温
差增大， 位于库区腹心的巫山县
上百万亩红叶开始大面积变红，
迎来了一年中最佳的观赏时期。

进入小雪时节，巫峡·神女景
区又到了一年中最靓丽的时刻。
在峡谷两岸的悬崖峭壁上， 片片
红叶随风摇曳，一团团、一簇簇，
在冬日暖阳下，红得似火。 来自各
地的游客纷纷走进景区， 流连忘
返于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的红叶
世界里。

巫山红叶有 200 余种， 总面
积超过 120 万亩， 其中集中连片
的有 20 万亩。 在长江三峡红叶
中，巫山红叶以面积大、品种多、
周期长、绽放晚、景观美、游览方
式灵活而独树一帜。 每年 11 月到
次年 1 月， 走进红叶最为集中的
巫峡·神女景区和小三峡、小小三
峡景区， 将会呈现出万山红遍的
绚丽景观。

巫山红叶迎来最佳观赏期

游客在巫峡·神女景区红叶坡拍照打卡。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任美莲）
11 月 24 日，记者在郑渝高铁巫山站看到，
游客们三五成群地结伴出站， 红叶节期
间，越来越多的游客组团坐高铁，来到巫
山观赏红叶。

通衢大道天地宽， 郑渝高铁迎客来。
随着满山红叶的到来，一座有诗和远方的
三峡恋城正发出邀请函：行到巫山，风景
正好。

来自重庆主城的游客王存秋便是其
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这次主要就是来看
红叶的， 因为早就听说巫山的红叶很漂
亮，他也喜欢摄影，很早之前就想来拍红
叶，现在高铁通了之后，只需要两个小时
高铁就到了，很方便。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交通是“巫山之
痛”。 2010 年前，从沿海、东北等地区进入
巫山旅游需三天三夜，从重庆中心城区乘
车到巫山需八小时，交通是制约巫山旅游
发展的瓶颈。 交通不便，丰富的旅游资源

无法变成当地的发展优势。
千里江川，任我飞渡。 时速 350 公里

的郑渝高铁缩短了巫山与世界的距离。 4
个半小时抵达北京、上海，3 个小时辐射郑
州、成都，2 小时连通重庆主城都市区和武
汉， 连接沿线近 30 个城市、1 亿多名市民
畅游巫山正成为现实。 便捷的交通也激发
了游客“高铁游”的热情，“坐着高铁游巫
山”正成为新的出行风尚，也为巫山带来
全国各地的客流。

“我是利用了周末的时间，从河南郑
州来巫山游玩，鉴于高铁开通以后，从郑
州到巫山，高铁的车程只需要三个多小时
就可以直达，来到巫山以后，我被这里的
红叶景观深深吸引，有机会还会和朋友一
起来巫山游玩。 ”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杨
娜说道。

红叶从 11 月 1 日开始次第变红，将
会持续到次年 1 月。 截至目前，郑渝高铁
巫山站共接收游客 45322 人。

初冬时节，红叶遍布长江三峡两岸的
陡峭山坡，在阳光照射下，山水之美与红
叶之美相映生辉，装扮出“飞峡云容白，悬
江树影红”的绚丽美景。

巫山红叶目前有黄栌、乌桕、丹枫等
近 200 个品种，总面积超 120 万亩，集中成
片可观赏的达 20 万亩。 因独特的山地立
体气候， 巫山每年从 11 月上旬便开始次
第变红。 每年冬季，当许多景区普遍迎来
旅游低谷时，巫山旅游却迎来旺季。 巫山
红叶已经成为三峡旅游的一张靓丽的名
片。

巫山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便捷
的交通，如今，游客们下高铁便可到游客
服务中心进行换乘。 高铁站至巫山游客中
心、小三峡游客中心、柳坪游客中心、文峰
景区、神女峰景区、巫山机场等 7 条旅游
直通车线路，定点定时发班。 从巫山出发，
一个小时以内的车程，可到达 10 多个 3A、
4A、5A 级景区。

此外， 随着巫峡·神女景区南北水陆
环线的贯通，神女溪、神女峰等精品景区
得以串联， 小三峡·小小三峡东西水陆环
线，小三峡·小小三峡、大昌古镇、大昌湖
国家湿地公园、神鱼谷、五里坡世界自然
遗产地（当阳大峡谷）等精品景区线路的
建成，已将分散在全县的数十个主要旅游
景区景点串联成珠，高铁开通，将推动巫
山全域旅游加快形成， 使一些新景点、实
力景点“冒”出来，进入游客视野。

巫山天堑，终为通途。 时速 350 公里
的高铁，将巫山人民“望路兴叹”的过往碾
进了历史，同时，高铁时代释放出的一系
列叠加效应，助推了巫山旅游产业步入黄
金时代。

各地游客掀起“坐高铁到巫山赏红叶”热潮

本报记者 董存春 周子杰 文 / 图
巫山有佳果，脆李行天下。
时下，冬意渐浓。 早已过巫山脆李丰收

的季节，而巫山脆李酒却在县工业园区楚阳
特色产业园清香袅袅。 寻香而觅，一座现代
化脆李特色产业园在崇山之间蔚然耸立。

近日，记者在巫山脆李特色产业园项目
建设现场看到，产业园已初具雏形，几十名
工人正有序忙碌，生产车间设备安装、室外
道路整修、绿化等，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忙碌
景象。

“产业园项目是为了落实重庆市第十巡

查组巡查巫山时，提出巫山县产业发展动力
不足、 脆李产业深加工能力不足短板的问
题，作出的一个整改措施。 ”巫山振兴农业集
团建设管理部部长曾玉雄介绍。

巫山脆李是全县“1+3+2”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主导产业，截至 2021 年，种植面积
达 30 万亩，丰产面积约 10 万亩，年产量约
25 万吨，全部丰产后预计年产量约 60 万吨。
一方面，产量连年增加，国内市场上其它同
类产品的竞争，短时间内要拓展如此大的鲜
果销售市场很不容易，将对脆李的价格产生
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恶劣气候的影响，保
质期短等，都使脆李要面对的巨大的外部风
险。 通过进行脆李精深加工，消化剩余产能，
延长产品销售周期，占据空白市场，以提升
脆李的价值，降低产业风险。

为顺应巫山脆李产业快速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不断提升“巫山脆李”品牌影响力和
美誉度，真正把“小水果”做成“大产业”，实
现“果业强、果农富、果乡美”，我县不遗余力
加大产品研发创新力度， 推出了果香馥郁、
入口绵软、回味悠长的高峡李遇西派清香型
白酒品牌。

巫山不具备深加工能力,2022 年政府收
购的次果,全部运往山东烟台进行加工，推出
脆李蒸馏酒，酒体纯净饱满、果香馥郁，口感
清爽淡雅、甘柔顺滑，饮时不辣喉不上头，饮

后醒酒快头不疼，广受社会各界好评，也填
补了具有巫山鲜明辨识度的好产品、好礼品
的市场空白。

为此，为解决深加工难题，巫山脆李特
色产业园诞生，由巫山振兴农业集团于 2022
年启动,总建筑面积 11380 平方米，建设内容
为 1 栋单层冷库、1 栋单层生产车间、2 栋单
层门卫室及附属配套设施,总投资 1.93 亿元,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及申请银行贷款。 项目
建成后，年加工脆李 15000 吨，年产脆李酒
990 千升。

曾玉雄介绍，该项目于今年 2 月完成项
目招投标并进入建设阶段，目前已完成总体
工程的 90%，现在正在进行外墙粉刷、消防
设施安装、绿化、人行步道等配套建筑工程，
计划于 2023 年 12 月完成所有设备安装调
试工作，2024 年 3 月进入生产运行阶段。

巫山脆李特色产业园是推动巫山脆李
产业发展的民生工程，项目的实施加强了脆
李采摘后商品化处理，利用相关技术对果品
进行深加工，延长其产业链，提高商品供给
率，同时运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延长产业
链条、促进产业融合，推动脆李产业结构调
整、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产业发展加速度 乡村振兴添后劲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曾露 文 / 图）
11 月 24 日， 在华兰生物巫山血浆捐献中心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有的测量放线，有的绑
扎钢筋，有的砌砖，有的装模板……数十名
工人各司其职，忙而有序。 据施工负责人介
绍，为加快建设，建设方科学合理组织工人
施工，保质量、抢进度，目前施工进度已完成
过半。

“主楼已经全部封顶，现在正在进行装
饰装修，附楼将在本月底主体全部完工。 项
目预计在明年 4 月底进行交付使用。 ”华兰
生物巫山血浆捐献中心建设项目经理秦波
说。

华兰生物巫山血浆捐献中心是华兰生
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属市、县
两级政府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该中心位于巫

山县边贸中心新妇幼保健医院旁，项目计划
投资 1.5 亿元，设计年采浆能力达 150 吨。中
心建设用地面积 1.3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 根据需要，对公共空间、员工
空间、浆员空间、办公空间进行了明确区分，
并将整个血浆采集中心的医疗功能进行了
整合。

据了解，该中心主营血液制品，生产人

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破伤风人免
疫球蛋白、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乙型肝炎
人免疫球蛋白、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
VIII、人凝血酶原复合物等产品。

华兰生物巫山血浆捐献中心预计明年 4月投用

初具雏形的巫山脆李特色产业园。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文 / 图） 日前，在红椿村
牛膝种植户刘均奉的田里，工人们正在采挖牛膝。 一人
挥舞着鞭子赶牛犁田，一块块泥土被掀起，几名村民动
作熟练地挖出土里的牛膝，摆放在土地上，后面的村民
将牛膝按照大小摆放整齐，大家配合默契，一气呵成。

“牛膝今天开始在收了，大概有 3000 来斤，算起来
收入还可以。 ”红椿村药材种植户刘均奉说。

今年牛膝价格走俏， 每公斤鲜牛膝价格在 3 元到
3.6 元之间，为了及时抢收牛膝卖个好价钱，当地村民家
中都聘请了村民帮忙采收，并按照每天 150 元的价格支
付工钱。 同时，租用村民家的牛犁田，提高采收效率。

“每到收药材的时候，药材种植户都会来租我家的
牛帮着犁田，我就得点租金，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红
椿村村民蹇先国告诉记者。

入冬以来，我县高山中药材陆续迎来丰收，红椿土
家族乡作为我县中药材的主产地之一， 已发展党参、牛
膝、贝母等中药材超 1 万亩。红椿村是牛膝主要产地，该
村有村民 500 多户，其中 300 多户村民种植牛膝，种植
面积 2000 多亩，可实现产值 1000 多万元。

红椿村：
2000 亩牛膝迎来采收季

牛膝采收现场。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莲） 11 月 25 日，川渝东北
高素质农民脆李修剪技能大赛在万州举行，来自四川达
州，重庆万州、开州、云阳、巫山等地的队伍参加比赛。在
此次大赛中巫山县荣获多个奖项。

活动现场，来自各地区的参赛选手热情高涨，“咔咔
咔”动作敏捷、技术娴熟，“剪起枝落”擂响了本次技能比
赛的战鼓。 选手们手持修剪工具，根据每株脆李树的不
同情况进行修剪，整树形、除枯枝、去病枝，各项操作紧
张而有序，充分展示了参赛选手精湛的修剪技艺。 来自
西南大学、市农科院、市农技总站等科研单位专家组成
的裁判组对选手们的修剪情况逐一评判打分，并围绕修
剪是否合理，是否利于光照，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等
方面进行点评、交流与讨论。

此次修剪比赛，巫山斩获团体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
个，个人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二个。

当前全县脆李已正式开展冬季整形修剪工作，整形
修剪是脆李种植的重要技术环节，直接关系到来年脆李
的品质和产量。 此次技能大赛不仅为巫山果农切磋技
艺、互相交流搭建了平台，更凝聚了乡土专家，挖掘了基
层果业技术能手，进一步提升了广大果农学科技、用科
技的积极性，掀起了学技术、比技能的热潮，营造出“比、
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为促进巫山脆李产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贡献了应有力量。

脆李修剪技能大赛巫山斩获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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