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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近日，2023
全国县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湖北召
开，会上发布了《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报告
2023》，揭晓了 2023 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
力百强县市、2023 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
强县市、2023 中国市辖区旅游综合竞争力百
强区。 本次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对象为
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1866 个县域（不含市
辖区）。 其中，巫山县排名 2023 中国县域旅
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 32 名。

巫山历史文化悠久，生态优良，旅游资
源丰富。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以建设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作为具有巫山鲜明辨识度的“四
张名片”之首来打造，全面推进全域旅游高
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我县在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

游带、建设长江文化国家公园、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等一系列
国家重大战略的推动下， 旅游蓬勃发展、劲
头十足。

高标准开发，旅游业态不断丰富。 我县
持续提档升级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巫峡·
神女景区，畅通运行东西、南北两条水陆大
环线，打造“人文下庄”“云上竹贤”“印象平
河”“秘境当阳”“千年大昌”“世界遗产地?三
峡五里坡”等独一无二的生态旅游产品。

高效服务，旅游环境不断升级。 宁江渡、
三峡之光，是巫山城市新名片，吸引八方游
客打卡。

穿行在巫峡大地， 各级公路四通八达，
我县抢抓巫山机场通航、 郑渝高铁贯通机
遇，加快“交通 + 产业”融合发展，新改建旅

游路、产业路 600 公里，境内 8 条旅游大环
线畅联精品景区、度假区，实现 1 小时“城景
通、景景通”。

同时，打造智慧旅游，不断提升文旅“科
技含金量”。 建立完善智慧文旅平台，建成全
城智慧旅游指导中心， 实现景区无线全覆
盖，推进“5G”进景区，推出“一部手机游巫
山”智能产品，致力为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方
位、全身心的高质服务。

行到巫山，不仅景美，吃住购也贴心。 成
立文创产品研发中心，充分挖掘巫山文化旅
游 IP，推出烤鱼、脆李、恋橙、中药材、茶叶、
粉条等“巫山好品”土特产。

打造“巫山会馆”品牌，开发“三峡鸡”
“巫山烤鱼”“巫山洋芋”等一批特色美食，制
作推出“巫山美食地图”，丰富游客“味蕾体

验”。 建设三峡之光美食集、圣泉公园、龙门
汇、红叶广场等新兴美食街区。 升级改造高
唐美食街、时代中心、克拉大都会、滨江路等
传统餐饮街区。

差异化布局建设洲际、凯悦、开元、温德
姆等国际知名品牌酒店和文峰问道、平河印
象等度假酒店，改造一批酒店业态，打造目
的地酒店集群。 建成摩天岭·长江宿集、神女
峰·三峡宿集等特色民宿和一批城市民宿，
打造民宿目的地集群， 着力解决住宿难问
题。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想一睹新巫山的
风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巫山荣膺 2023 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文 / 图） 12
月 4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大溪乡平
槽村徒步游、吃农家饭、参加篝火晚会，欢声
笑语打破山间冬日的萧瑟。

平槽村群峰连绵，风光无限。 来自全国
各地的“驴友”，沿着平槽村的一条原生态经
典旅行攀爬步道前行，一边亲近自然，一边
欣赏大山的雄伟壮丽，感受冬日三峡之美。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这一路上风景非
常漂亮，黄绿相间的秋色很迷人，很有层次
感。 ”来自上海的游客蔡瑞雪说。

在村民开办的农家乐里，贴心的村民早
就为游客生好了炭火，准备了恋橙、红薯等
零食。 等游客到齐后，一桌热气腾腾的农家
饭，让大家赞不绝口。 晚上，游客们围着篝
火，一起唱歌、跳舞，阵阵欢声笑语驱走了初
冬的寒意。

“当地村民非常热情，准备了丰盛的美
味佳肴，既有当地特色，也有大众口味，晚上

又举行了篝火晚会，大家玩得非常得开心。”
浙江游客张天雪说。

近段时间，随着巫山红叶节活动持续开
展，加之近些年来，平槽村周边“三峡之巅”
景区、 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的逐步开
发，慕名前来徒步旅行的游客增多。

平槽村农家乐经营者张琴介绍，现在来
入住的客人比较多，像从上海、北京来的客
人比居多。 她家农家乐每天客人入住十几
人，整个红叶节期间营收入大概在 1 万元。

截至目前，平槽村总有 11 家农家乐，预
计冬季毛收入 20 万元。接下来，平槽村将加
大力度，提升人居环境，让游客吃得开心、住
得舒心。

“我们将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能
力，把周围的环境打造好，提升房间舒适度，
建设独立卫生间等，把平槽村的乡村旅游做
得红红火火。 ”大溪乡平槽村党支部书记黄
松表示。

平槽村：乡村旅游“很火”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初冬时节，暖意浓浓。12 月 5 日，由
市文化旅游委主办的 2023 重庆文
化旅游推介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举行。 巫山作为 7 个区县之一参
加，推介巫山文化旅游，与黑龙江
省的旅行社交流， 寻求合作途径，
把巫山旅游推向黑龙江市场。 县政
协副主席黎锦华参加推介会。

赏红叶、品恋橙、游三峡。 在文
旅推介环节，县文化旅游委推介人
员就我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及线路
进行全方位介绍。 巫山拥有得天独
厚的文旅资源，可观“一江碧水、两
岸青山、三峡红叶、四季云雨”，可
探“千年古镇、万年文明”，是国家
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气候旅
游目的地，被评为“海外游客最想
去的旅游目的地”。 拥有五里坡世
界自然遗产地、 全国首批 5A 级旅
游景区等“金字招牌”，真诚邀请东
北朋友走进巫山，感受壮美的三峡
风光。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文旅项目
推介、文艺演出、文旅优惠活动发
布、 参会嘉宾互动抽奖等形式，展
示了重庆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
源和产品， 获得当地旅游业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
注， 进一步提升了重庆文旅在东北地区的知名度、美
誉度。

重庆是东三省市民最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东
三省的游客对重庆的旅游景点资源和旅游文化有高
度的认同感，且有巨大的旅游客源市场规模。 此次推
介会进一步提升了重庆旅游品牌在东三省的知名度、
美誉度，同时推动重庆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让重庆
的城市旅游文化与部市场进行密切交流，进一步搭建
重庆市与黑龙江省文化旅游产业交流、 发展文旅平
台，促成双方优势资源互补，推动双方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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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平槽村吃农家饭。

本报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
一年好景君需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近日，走进长江岸边

的大溪乡，两岸山坡上成熟的柑橘挂满枝头，呈现一派丰收的
景象。

“我们已经将筐子买回来了， 柑橘成熟了， 已经可以卖
了。 ”江岸上，刚从船上卸下筐子的军营村 3 社村民胡远菊对
记者说，“我们家里田不宽，有七八亩地，今年可以摘 10 多吨
柑橘， 能收入 7 万元左右。 ”“我们将进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了。总体看来，今年的柑橘长势都很不错。”军营村 1 社村民肖
文成说。

站在长江岸边，抬头向坡上望去，那一片橘海中，一个个
黄橙橙的巫山恋橙甚是显眼， 宛若看到的是果农的一张张笑
脸。

据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黄明介绍， 我县恋橙产业
发展已具规模，迄今全县种植面积达 20 万亩，位居全市第 10
位，基本形成了南北相连、东西贯通的南边官渡河流域、北边
大宁河流域和中间长江流域三个柑橘产业带。

近年来，我县在恋橙发展中，以培育经营主体作为产业发
展的首要抓手。 通过利用亲情联结以家庭为单位整合农村闲
置土地资源，发展 10 至 50 亩适度规模家庭果园；通过村集体
经济组织为引领，利用撂荒地发展适度规模集体果园。全县累
计培育 10 亩以上规模种植主体 780 户 8.33 万亩， 规模种植
面积占比 45%。

同时，将培养技术人才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每年组
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用操作技术培训， 特别是组
织农服中心干部、村（居）干部、种植大户开展“1+10+N”技术
骨干培训，5 年来累计培训技术骨干 2320 余人次， 实现了每
一百亩果园配备 1 名技术骨干的目标。同时，通过新媒体开展
技术指导，疫情期间创办“春耕课堂，制作相关培训视频，对种

植户开展在线点对点培训，经验做法刊登重庆日报。
强化科技支撑，为了改变传统的耕种方式、管理方式、销售方式，积极探索

数字化果园建设，先后在曲尺、庙宇、巫峡等乡镇开展了示点建设，巫山数字果
园平台覆盖种植主体 701 家 7.1 万亩，连续三年受邀参展重庆国际智博会。 同
时， 开发巫山农产品电子交易中心， 打通生产 - 供应 - 销售 - 服务全环节壁
垒，实现交易在线化。

注重品牌培育，组建专家团队开展试验研究，破解了晚熟柑橘落果、枯水难
题；选育出“阳光一号”丰产高糖优质柚子品种，推广高换接种 4600 余亩，解决
了全县丰产柚子品种老、效益低难题。 赴江西赣南、湖南临沂、重庆奉节等全国
脐橙知名品牌学习品牌培育方法，柔性引进专家指导培育巫山恋橙品牌。 持续
参加国家级、市级等柑橘展销会，不断提升巫山恋橙知名度。 优化设计品牌包
装，举办“巫山恋橙”品牌新形象发布会，发布巫山恋橙品牌 logo、主题歌曲，不
断提高巫山恋橙品牌辨识度。

为了畅通销售渠道，培育县内电商 800 余家、微商 2000 余家、线下渠道商
27 家，招商引进县外销售企业 5 家，配套建设快递揽收点 40 余个。 持续举办巫
山恋橙开园仪式及产业峰会 5 次，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成功举办巫山恋橙推
介活动 20 余场，积极参加“三峡柑橘”产销对接活动，巫山恋橙影响力不断提
升。 2022 年巫山柑橘产地销售均价 2.8 元 / 斤左右，位居全国脐橙产地均价最
高位。

加大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良的力度，柑橘的果品质量不断提升，全面实现
了增产增收。如，通过推广运用秸秆粉碎树盘覆盖、行间生草、果树营养诊断、精
准施肥、病虫害防控、精准标准化生产等技术，全县 10 万余亩果园实现了化肥、
农药双减，4000 亩果园品质大幅提升。 如，为了适应市场消费需求，开展品种结
构优化调整，全县柑橘形成梯次配置，上市期从 11 月底延长至次年 5 月。

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缺乏、生产管服技术落后、产品销售困难等一系列问
题，在全县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 目前，已有社会化服务龙头企业 1 家，社会化
服务超市 21 家，社会化作业队伍 36 支、1467 人。 为提高产品销售服务能力，全
县建成柑橘产地仓 1 个、商品化处理生产线 4 条，日处理柑橘能力 600 余吨；建
成冷库 38 个，总容量 2 万立方米；在建巫山恋橙发酵酒厂 1 家，积极探索果品
深加工。

“截至目前，全县种植巫山恋橙面积已达 20 万亩，今年的挂果面积有 13.5
万亩，预计产量在 12 万吨，产值预估在 6 亿元左右，实现 7 连增。巫山恋橙已成
为我县低山河谷地带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 ”黄明说。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莲 陈久
玲 文 / 图） 12 月 5 日， 记者在金
坪乡看到村民穿行在甜柿树间，忙着
采收后的冬日管护。

“没想到，小小甜柿果如今成了
致富的‘金果果’。 我种植甜柿已经 4
年多时间，经济效益逐年提高，今年
采收了 10 万多斤， 收入超过 30 万
元。 ”村民史万友兴奋地说道。

金坪乡属于中高海拔乡镇，以
前，该乡产业基础薄弱，全乡的主导
产业只有 1000 余亩烤烟和部分中药
材， 以及农户自家养殖的少量生猪。
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2019 年，金
坪乡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多次邀请
山东农业专家实地调研，广泛征求村
社干部和群众意见。 同时，详细分析
当地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 以培育

“小而精”的种植业思路，从山东烟台
引进了海阳甜柿， 实现差异化发展。
如今， 全乡 1400 余亩甜柿喜获丰收，
产量超 30 万斤。

与普通柿子相比，海阳甜柿不仅
品质和口感好，而且采摘期长，可以
从 10 月持续到 11 月底。 金坪村三组
果农罗祧堃告诉记者， 他流转土地
250 亩种植甜柿，今年是第 4 年，已经
初挂果，产值达 20 万元。

满山的“致富果”既给果农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解决了当地剩
余劳动力就近务工需求。“甜柿产业
推进初期， 村民开始对甜柿缺乏认
识，行动上有所抵触，甚至有部分村
民出现反对声音。 ”罗祧堃坦言，“后
面通过邀请烟台专家到田间进行技
能培训， 以及及时研判解决问题，并

以试种成功的农户为典型案例进行
引导，有效解决了人心散、资源散、市
场散的难题，各村从不愿意种植到被
动参与， 从消极应付到主动管理，从
担忧市场变为看好前景。 ”

金坪乡通过示范带动、 土地流
转、撂荒地整治等方式，逐步实现甜
柿规模化、优质化发展。 甜柿种植的
背后，稳定的合作模式给农户带来了
安心，保质的种植模式给农户带来了
信心，可观的效益收入给农户带来了
开心。

近年来，金坪乡以“让人民群众
过上好日子”为奋斗目标，带领群众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助推产业发展，在
巩固提升烤烟、中药材等传统种植产
业的基础上，引进新产业、新品种，改
变产业结构单一的格局，千方百计拓
宽致富路。

因此，金坪乡在发展乡村振兴的
同时抓住烟台市在巫山开展东西部
协作的机遇，积极争取烟台对口帮扶
项目，发展甜柿产业。 并通过成立专
业合作社，聘请烟台农业专家现场指
导，在村里建起高标准现代化的鲁渝
扶贫协作现代农业产业园，让甜柿摇
身一变成为“黄金果”， 走出了一条

“新路”，为村民增加收入，也助力了
乡村振兴。

走在金坪乡乡间小路上，只见老
树盘曲，村居整洁，村民忙碌，一个充
满活力的乡村层层叠叠地展现在眼
前。

很难想象，以前的金坪乡灰暗低
矮的农房，破损不便的村道……道路
不通，靠天吃饭，四周封闭的山林，能

唤起本地人的共同记忆，几乎说不出
什么故事。

2021 年， 随着金桂路的通车，与
原通行主干道相比， 路程缩短了 40
公里，从县城前往金坪乡与以前想比
时间上节约了 1 个小时，不仅让当地
群众出行更加便捷，还促进了当地农
产品销售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更
有力助推金坪乡乡村振兴快速发展。

从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到
如今，地里有产业、村里搞旅游、村民
卖特产。 金坪乡通过组建社会化服务
队伍，通过示范引领、盘活资产、整合
资金、创新营销策略、提升服务水平
等方式，让果树真正变成村民的摇钱
树，实现经济效益提升。 踏上“蝶变”
之路的金坪乡，正书写着美丽乡村建
设的新故事，老百姓的日子像甜柿一
样甜。

在金坪乡党委书记熊春林看来，
要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建立“造血”机
制，才能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主动探索乡
村振兴的“金坪运营管理模式”，是金
坪乡的活力“密码”。

走在“蝶变”之路上的金坪乡，向
人们展示着美丽乡村的蓬勃朝气，展
现着扎根土地的活泼力量。

下一步，金坪乡将着力在提升产
品的附加值上下功夫，不断延伸产业
链条， 并立足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
着力打造高山纳凉揽境胜地，以山地
特色农业效益示范乡，农旅融合精品
乡，乡村振兴示范乡为目标，全力提
高农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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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坪乡：甜柿变“黄金果” 拓宽村民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文 / 图
文 / 图） 初冬时节，正是羊肚菌播种
的最佳时期。 日前，记者走进官渡镇
庙坪村羊肚菌种植基地，只见一座座
大棚整齐划一， 工人们正在划沟、播
撒菌种、覆土，冬闲人不闲，羊肚菌种
植的场面热火朝天。

“去年，我试种了 20 个大棚共 8
亩地羊肚菌。 长势可观，每亩能产约
700 斤。 ”羊肚菌种植基地负责人刘朝
荣说。

据了解， 羊肚菌种植周期短、效
益高、见效快，一般冬季种植，春季采
收， 采收时节刚好与农忙时节错开，
既能提升土壤肥力，又能让“冬闲田”
向“增收田”转变，同时还能吸收部分

村民到基地打工， 带动村民就近就
业，增加收入。 目前，羊肚菌种植产业
已带动周边 10 余名村民就近务工，
每年每户可增收 5000 元左右。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下
一步，庙坪村和驻村工作队将立足资
源禀赋优势，采取多渠道提升种植和
管理技术，积极引导周边老百姓主动
参与，扩大羊肚菌种植面积，提产量，
增效益，打造“一村一品”，让羊肚菌
真正成为撑起乡村振兴的一把“致富
伞”。

村民正在大棚内播撒菌种。

庙坪村：羊肚菌种植忙

村民采摘甜柿。（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