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山县七里小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125002374518941897）,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与本校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办理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巫山县七里小学
2023 年 12 月 13 日

注销公告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文 / 图） “没有这个摊点
之前，我们都是开起车子挑起到处卖，城管来了我们就
跑，城管走了又再回来。 如今在这里卖水果，既方便又安
心。 ”12 月 12 日，在古城码头附近柑橘售卖点的果农何
军，提到临时瓜果销售点，喜不自禁。

据了解，以前在巫山恋橙、巫山脆李上市季节，果农
们为图方便，都会在马路边摆摊设点、占道经营，严重影
响城市环境和人员通行。 今年，县城管局提前谋划，按照
“疏堵结合、便民利民、科学设置、规范管理”的原则，开
辟“绿色销售通道”，积极为果农“安好家”。

“前几天，我们以县政务服务中心对面为起点，到古
城码头入口为终点，在滨江路一边的人行道上，免费为
果农设置了 100 个统一的临时水果售卖摊点，这样既保
障了城市环境整洁有序，又方便了果农售卖、方便了市
民购买。 ”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聂兴
红说。

如今，通过集中整治后，古城码头附近的滨江路成
为了一条规范、有序、美观的水果销售街，不仅为果农提
供一个稳定、安全的销售点，同时也为市民购买巫山恋
橙、巫山脆李提供方便。 而执法人员的贴心服务，也让果
农们感受到了温暖。

“现在这里很规范，外地人来这买柑橘都知道在这
个具体位置，卫生方面也很好，政府给我们提供摆台，还
做了广告牌，非常方便。 ”果农陈君说。

在现场，记者还发现，柑橘集中销售后，快递点也随
之入驻了销售区域，为果农和市民寄送柑橘提供了极大
的方便。

据了解，该柑橘售卖区域形成后，将一直保留下去，
再到明年脆李成熟上市，果农们又可以在此处售卖。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临时销售点的
设施建设，强化日常管理，进一步推动城市管理工作从
‘被动管理’向‘主动服务’转变，让城市既有‘文明风’也
有‘烟火气’。 ”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叶
东明表示。

城市管理从“被动管理”向“主动服务”转变

城区 100 个临时水果售卖摊既便果商又便民

统一规范的柑橘售卖点。

村民实现顾家、务农、打工三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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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
文 / 图） 日前，在大溪乡军营村一社李金
念的柑橘园里，黄橙橙的柑橘挂满枝头，呈
现一派丰收的景象。 他的妻子和儿子正在
采摘成熟的柑橘。不一会儿，柑橘便满满地
装上了轨道运输车。李金念发响马达，轨道
运输车载着柑橘“突突突” 地往公路边运

去。
柑橘是大溪乡规划的“四万” 产业之

一。 截至目前， 该乡种植柑橘已达 1.2 万
亩，进入丰产的面积有 8500 亩左右，今年
预估产量约 12500 吨。 小小柑橘成了当地
村民的致富果。“今年雨水好，柑橘个头大
又均匀，我家种的有 30 亩地，大概能摘 10

多万斤，可卖 50 万元左右。”军营村村民彭
明玉高兴地说。“我们家里田不宽，有七八
亩地，卖得到 10 多吨，大约可以卖 7 万元
左右。 ”军营村 3 社的的胡远菊称。

近年来，大溪乡坚持“文化兴乡、农业
富乡、生态强乡”发展理念，全力巩固壮大
万亩蔬菜、万亩柑橘、万亩脆李、万亩小水

果“四万”产业，以打造“文化风情小镇、花
果魅力之乡、休闲宜居之地”，建设幸福美
丽“新大溪”为目标，致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工作， 经济
活力持续增强。 脆李种植面积 1.12 万亩，
丰产面积有 0.7 万亩左右。 精品小水果种
植面积 1 万亩。 在官田、平槽等村，种植蔬
菜面积近万亩。

特别是全乡柑橘、樱桃、草莓等小水果
及脆李全面增收，柑橘、蔬菜产业管护日益
规范。该乡在抓牢群众农技培训方面，邀请
专家深入田间指导，先后组织集体培训 30
余次，培训 1000 余人。 同时加强机械化种
植推广应用，完成农机补贴申请户数 31 户
补贴 41.73 万元。 积极宣传耕地保护法律
法规，落实种粮直补金 7.38 万元。

大力保障脆李产业持续增收， 及时召
开脆李防灾减灾和销售工作大会， 完成脆
李保险 4550 亩，实施脆李覆膜 4500 亩。并
积极强化市场对接，主动联系 20 余家小客
商，巩固原有市场，组织大溪乡脆李联合社
开拓郑州、浙江等地市场，充分发挥集体经
济联合社作用，实施线上、线下销售，实现
农户、 集体经济双赢。 今年脆李产量达
8000 余吨， 均价 8 元每公斤， 产值约
5785.6 万元。

“大溪乡在 2023 年乡村振兴工作中，
主要围绕传统的‘四万’产业在抓，‘四万’
产业即柑橘产业、脆李产业、蔬菜产业和小
水果产业。 ” 大溪乡乡长刘欣介绍，“下一
步， 大溪乡将紧紧围绕文化兴乡、 生态立
乡、产业富乡、依法治乡四个方面持续做好
乡村振兴工作，持续抓好‘四万’产业，全力
建设美丽幸福新大溪。

大溪乡：“四万”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采摘柑橘。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周子杰） 12 月 11 日，
在进骡坪镇菲潼手套厂就业帮扶车间，伴随着机械“哒
哒哒”的声音，一台台缝纫机在工人的熟练操作下全速
运转，一只只成型的手套便被源源不断制作出来。

“我们从 2018 年开始办厂，到目前有 60 多个人务
工，他们既能实现家门口就业，又能照顾小孩和老人。 ”
菲潼手套厂就业帮扶车间负责人杨宗春介绍，手套主要
出售到美国、日本等国家，货源比较稳定。

走进菲潼手套厂，生产车间宽敞明亮，几十台缝纫
机整齐摆放，工人在生产线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郝德
凤是手套厂的老员工，厂建成以来就在这里上班，已经
有 6 个年头，从她家到手套厂步行不到 10 分钟路程，非
常方便。

“我是 2018 年来这里做工，家里有老人、有孙儿，还
有大学生，走路上班近 10 分钟，生活费有了着落，一个
月能有一两千块钱的收入，家人也得到了照顾。”郝德凤
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在就业帮扶车间务工，离家近，工作稳定，工资跟外
面不相上下，像郝德凤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最适
合在就业帮扶车间里就业，不仅务工近还能照顾家人。

据骡坪镇工作人员谢文明介绍，目前，该镇有 9 个
就业帮扶车间，分别是做手套、玩具、衣服，带动了 180
余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如今，随着就业帮扶车间不断
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群众走进就业帮扶车间，群众的
收入稳步增长，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攀升。

骡坪镇就业帮扶车间只是巫山促进群众就地就近
就业、稳定增收致富的一个缩影。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巫山以就业帮扶车间建设为抓
手，在全县发展就业帮扶车间 37 家，共带动 1000 余人
就业，让群众实现顾家、务农、打工三不误。

巫山：37 家就业帮扶车间带动 1000 余人就业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12 月 9 日，
抱龙镇青石村民宿投资考察会召开。市文化
旅游委二级巡视员、 驻乡工作队队长侯玉
峰， 市文化旅游委组干处处长王 出席会
议。

此次投资会，由市文化旅游帮扶集团驻
竹贤工作队指导，县文化旅游委、抱龙镇政
府、重庆早村共享社主办，特邀资源方、文旅
项目运营方、景区、文旅娱乐、文旅餐饮、度
假民宿等 15 位嘉宾，旨在实现“精品民宿 +

农旅项目”共创共享共发展。
当天，嘉宾们前往抱龙镇青石村调研翠

屏峰、聚鹤峰、青石码头等地，通过实地查
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当地情况，并
与青石村相关负责人一起就民宿发展前景、
规划、产业链的打造等进行深入交流。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重庆早村共享
社发起人李手表详细介绍此次会议目的，青
石村相关负责人就该村资源进行了介绍，参
会嘉宾就民宿项目进行推演及讨论。

据了解，青石村邻近神女峰景区，与著
名的神女峰景区核心景点神女峰遥遥相望，
是观赏峡谷山水、休闲度假的绝佳之地。 每
年的 11 月份前后，这里大片大片红叶似火、
如诗，堪称欣赏、打卡巫山红叶的天堂。

嘉宾们对青石村优越的区域位置、突出
的旅游资源给予了充分肯定。 大家建议，在
这里修建一个高端民宿， 能实现推窗见景，
真切感受“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美好意
境。 以高端民宿为引爆点，带动村周边农家

乐发展，再以网络直播带货、互联网宣传等
等，带动全村一三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
工作。

嘉宾们指出，打造开发民宿要发挥自然
资源优势，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以民宿为
支点，推动农旅产业融合，努力把民宿经济
培育成为生态经济的新增长点。

同时，嘉宾们纷纷表示，希望携手合作，
共同推动民宿事业取得更大成就，实现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任美莲
文 / 图） 近年来， 金坪乡借助梨子坪森林
公园的吸引力及金桂路的交通优势， 利用
当地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坚持以秋月梨、
甜柿、核桃、烤烟为基础，大力发展山地生
态特色效益农业。 如今的金坪乡初步呈现
出产业发展势头好、 群众增收渠道广的局
面。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工作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
要抓手， 金坪乡是如何立足实际取得显著
成效的呢？

近年来，金坪乡始终以压力不减、力度
不减、积极性不减的精神状态，把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任务。 持续关注低
收入人群。 通过干部走访排查、部门推送信
息分析，把有困难又无法自身解决的问题，
通过政策兜底保障扶持一批；紧盯“两不愁
三保障”标准和要求。 严格落实动态清零机
制，对涉及的饮水、医疗、住房等问题和困
难，实行即报即改，现实解决；同时，通过落
实交通补贴、推动务工信息、开发公益性岗
位，促进就业增收，大力发展农业产业、乡

村旅游等，促进产业增收。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金坪乡是如何巩

固“1+3+N”产业体系，打造山地特色效益
农业？

金坪乡党委书记熊春林表示， 在严守
耕地保护“红线”的前提下，金坪乡合理采
取套种、间种、混种、轮种等方法巧用耕地
资源。 始终坚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稳
定粮食产量，持续巩固传统烤烟、玉米、土
豆等产业。 突出抓好秋月梨、甜柿等特色水
果种植和销售，今年产值约 300 万元，得到
了广大消费者一致好评， 进一步激发了群
众管好、种好特色水果的积极性，为明年能
结好果、卖好价打下了基础。

下一步，金坪乡将进一步压实责任，持
续抓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三保障”
和饮水安全动态清零， 加大产业融合发展
力度，进一步激发干部群众活力，促进脱贫
攻坚成果更巩固、乡村振兴效果更明显。

金坪乡：聚焦主责主业 全力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秋月梨丰收（资料图）。

抱龙镇青石村民宿投资考察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