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文 / 图） 12 月 14 日，
记者在桂花北路、高铁下穿道、迎宾大道、梨早路等路线
看到，目前这些道路均已通车，路面平坦干净，各种车辆
穿梭来往。 这些道路与巫山东出口、楚阳大道、龙江隧
道、早阳大道(原桂花大道)等主干路的贯通，让当地的
居民生活出行更加便利，让早阳组团、龙江新区与外界
联系更加紧密。

据了解，桂花大道项目位于早阳新城内，行政区划
属巫峡镇。 项目为东西向城市主干道，起点与桂花北路
相接，沿线分别与高铁下穿道、迎宾大道及两条规划道
路相交，上跨沪蓉高速岳家岭隧道，终点处与早阳大道
相接。

住在白水村的村民马振燕，家里种植了柑橘、红薯
等许多农产品，原来因为道路不通，只好背着农产品到
山下乘船进城，全程需要大约 40 分钟。 运输困难，无法
将农产品快速转运出去的问题困扰了她多年。但现在随
着桂花大道项目建成通车，马振燕和乡亲们卖农产品再
也不用肩挑背背了，都是用车子拉出去或联系商家直接
上门拉货，既节约体力和时间，又增加了收入。

曾经市民乘车前往早阳新区，只能通过早阳隧道前
往，这对赶时间的人来说并不方便，如今桂花北路、高铁
下穿道、迎宾大道、梨早路等多条路线建成通车，为市民
的出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不管是从城里到早阳乡
村，还是从早阳乡村进入城区都方便多了。

“修好后，方便啊！”出租车司机马泮潮说。他告诉记
者，以前开出租车过来接送乘客，只有一条路线可以选
择，离得近还好，如果离得远，也只能老老实实的走那一
条路，很浪费时间，自从这些路建成通车后，不管是出租
车过来接客，还是一些私家车过来送客，都非常方便，可
以结合乘客的目的地，有多条路选择，如既可以从桂花
大桥通过高速路走，也可以从新城经过早阳隧道、龙门
桥走，从而为乘客节省时间。

道路是一个城市的“血脉”，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更
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交通出行环境与百姓的幸福感息息
相关，近年来，我县不断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体系，狠抓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让市民出行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桂花
大道项目的建成通车， 提高了市民的交通通行效率，让
县内市民和外地游客享受到更好更便利的道路通行条
件。同时，为城市面貌增添了靓丽风采，给市民带来了更
多幸福感。

桂花大道成市民出行新通道

方便快捷的桂花大道。

（上接第一版）村民李先勇、张天蓉夫妇投入
1 万多元，购置了电器和棉絮，将住房改成了
农家乐。

村民金世华，正计划改造房屋，提升环
境，准备明年红叶节开门迎客。

“到这里游玩的多了，我们种的蔬菜、粮
食都能变成钱……”73 岁的吴祖档听说村里
要大力发展旅游， 心中也憋足了高兴劲儿，

“我们村里的景色能让大家都看到， 多好

啊！ ”

梦可期 支书传来的喜讯
“前不久， 就有旅游企业前来考察投

资。 ”村支书杨庆华传来喜讯：随着众多游客
和摄影家的宣传，青石村逐渐成为游客心中
的打卡地。

不过， 该村的旅游基础设施还很落后。
道路是村级道，停车场仅 800 平方米，翠屏

峰至聚鹤峰旅游步道才 4 公里，村里的农家
乐偏少，接待能力不足……

“接下来，我们要借势借力，打好组合
拳。 ”杨庆华说，要借巫峡?神女景区创建全
国 AAAAA 级景区契机，发展好青石村的乡
村旅游；借力市文化旅游委帮扶和相关部门
支持，完善旅游基础设施配套。 同时，还要通
过村集体、村民入股的形式，联合外界知名
旅游企业，组建旅游产业联合体，实施开发

运营、产业经营和旅游服务等，完成产业的
深度融合与提质升级。“届时，我们青石村不
仅是一个观赏巫峡云雨和三峡红叶的绝美
之地，更将是一个兼顾本地村民休闲生活与
外地游客旅游体验需求， 凸显神女文化，保
留峡江气息的旅游胜地。 ”

伫立峡江之巅， 青石村在阳光照射下，
红得格外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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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巫山县曲尺乡，这
是我们自己种植的巫山恋橙———纽荷尔。”
一张木桌、一部手机、加上两小篮“巫山恋
橙”， 就会遇上一场美丽的相约……12 月
13 日，在曲尺乡“一树白”民宿小院，新安
社区的几名“电商达人”正在直播带货。

地处三峡长江两岸的曲尺乡，地势、土
质、气候等条件都有利于种植柑橘。 目前，
全乡种植柑橘 1.8 万亩，产值 1 亿元左右。
为助农销售，乡党委政府采取多种举措，帮
助村民寻找渠道、对接市场，将优质柑橘陆
续销往北京、浙江、上海等地，深受广大消
费者喜爱。

近年来，随着电商平台兴起，曲尺乡很
多村民自发通过朋友圈、直播平台销售。但
是由于分散化、个体化销售模式，让曲尺的
柑橘不能形成品牌效应， 没有实现价值最
大化。

曲尺乡党委书记卢家庆告诉记者，当

前， 曲尺乡的电商产业市场主体聚集度较
低，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本土电商龙头企业，
各村电商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 要做大做
强电商平台，必须大力发展在线经济，推动
电子商务向三次产业深度融合， 着力培育
和引进平台型企业、电商龙头企业，集聚电
商平台的潜力和合力。

为此， 该乡引导电商能人张波成立新
起点电子商务平台， 吸引了 5 名自主直播
带货青年抱团发展， 打造一流的电子商务
专业团队，借力电商平台，在采购、加工、销
售、融资等各环节实现在线化、网络化和协
同化，推动传统销售向数字化、智能化、品
牌化、平台化和生态化转型。

“今年，可实现销售额 150 多万元。 ”张
波称，目前，曲尺的柑橘已经进入销售期，
他对电商抱团销售的前景十分看好。

曲尺乡：青年抱团助力柑橘销售

工作人员通过直播平台销售柑橘。

（上接第一版）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宏
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发展与
安全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
作出的重大部署，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 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
科学的方法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多出有
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
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 必须深刻认识
到，“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稳是大局和基础，
进是方向和动力。 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
复杂变化， 面对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
服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只有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
稳、先立后破，做到大方向要稳，方针政策要稳，战
略部署要稳，在守住根基、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
进取，该立的要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要在立的
基础上坚决破，才能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推
动中国经济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
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 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
合。 ”明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十分明确，认真贯
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用好财政政策空间，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落
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
制造业发展，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兜牢基层“三保”
底线。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
结构双重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
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要增强宏观政
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
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在政策
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政策储备
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在政策效果评价上注
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我国
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
增强信心和底气，改善社会预期，加强经济宣传和
舆论引导，理直气壮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百舸争流千帆竞，长风万里启新程。 越是任务艰巨、挑战
严峻，越要洞察时与势、把握稳和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
向，稳扎稳打、善作善成，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
项工作，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目标任务，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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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君玲 文 / 图
12 月 15 日， 记者前往福田镇松柏村

采访，只见蜿蜒盘旋的山路两旁，郁郁葱葱
的是柑橘产业园；光秃秃的，则是精心剪枝
后的脆李产业园。

冬日好时节，田间管护忙。 果园里，60
岁的村民杨贵春正在管护柑橘果园。“这个
果园有 800 亩“龙回虹”品种的柑橘，果子
品相好、口感好，但还要过十余天才开始采
摘。 ”杨贵春如此说到。

近年来， 松柏村发展 2150 亩柑橘、
2550 亩巫山脆李以及 300 亩枇杷，每到果
子成熟时节，前来收购的果商、车辆来来回
回，村里热闹极了。

农村美、产业兴、村民富，尤其是柑橘
和脆李这两棵“摇钱树”，让松柏村 300 多
户村民的口袋越来越鼓。

好干部好产业好前景
曾经的松柏村无水源、无畅通公路、无

烟火气。因村内基础设施薄弱，村民戏称为
“一通半”———通电、不通水、断头路。

因为贫穷，全村 382 户 1128 人，其中
有 700 多人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都是老
人、妇女和儿童，村里田地撂荒严重，几乎
遍地荒山。 ”聊起当初产业发展之路，村支
部书记肖裕兰打趣，往事不堪回首。

2016 年 7 月， 刚刚走马上任的肖裕
兰，带领村支“两委”一班人走上了改变山
村落后面貌的突围之路。

一定要让荒山变果园！ 肖裕兰先后多
次带着村支“两委”到外地考察学习，把农
业专家请进村里考察。“我们取土壤样本送
到专业机构化验，结果显示适合种植柑橘、
脆李。 ”肖裕兰有了信心。

根据全县的产业发展规划， 经过反复
比较、论证，村里选择种植市场行情好、产
量高的 W·默科特和龙回虹柑橘品种，以
及脆李。

火车跑得快，全靠动力带。通过不断努
力， 这些年， 肖裕兰带领村民在全村只有
1700 亩耕地上， 硬是种植了 5000 多亩的
果树。

为了土地利用的最大化，2022 年，肖
裕兰探索果园建设立体化， 因地制宜套种
豌胡豆、辣椒、红薯，为村民额外增收 20 多
万元。

产业兴旺了，百姓如何富裕，集体如何
变强？

为了保障村里人人都能参与产业发
展，产业发展能惠及每家每户，肖裕兰在松
柏村探索出三种模式： 一是土地入股分红
模式。 针对无资金的农户以土地入股合作
社，累计入股农户 185 户，整合土地 2350
亩。二是资金入股分红模式。针对有资金的
农户将整合过后的 700 亩土地折合为资金
25 万元，30 户农户按建设成本以资金入
股。三是大户承包经营模式。针对无意愿加
入产业发展合作社的农户，培育种植大户。

正是肖裕兰创新多种经营模式， 让全
村 382 户农户或分红、或收租、或务工的方
式参与产业发展，真正实现了产业全覆盖。

“村里旧貌换新颜，一切付出都值得。”

肖裕兰十分欣慰，这些年，村里“变”的是发
展方式、村容村貌、村民获得感，“不变”的
是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方向。
而支撑松柏村“变”与“不变”的，则是村民
们的团结、拼搏和敢于创新。

如今， 一幅产业兴旺的壮美画卷正在
松柏村徐徐展开。

有韧劲有本领有爱心
当初村里发展柑橘、脆李等产业，并不

顺利。
村民们习惯了种“三大坨”，突然改种

果树，大家坚决不干。
肖裕兰带领村委一班人， 逐户登门做

工作， 反复打电话沟通， 召开群众会 129
次，村民终于有试一试的想法。

为打消群众的顾虑，肖裕兰带头，和丈
夫义务清园、建园，发誓搞出个样来，让老
百姓看到希望。

在清园途中丈夫半个脚掌被割草机切
开住院数月。 这期间，作为村里的领头人，
白天继续带领村民清园建园， 作为家里的
妻子， 晚上又拖着疲惫不堪的瘦弱身躯开
车六十余公里去医院照顾丈夫， 解决了第
二天的医疗药品后， 一大早又赶回村里继
续战斗。

因为过度劳累， 肖裕兰晚上走访贫困
户时不慎滑入山沟，致左膝半月板撕裂。但
因任务紧迫，没时间去治疗，她只好拄着拐
杖坚持数月，“双拐支书”也因此得名。

经过 126 天连续奋战， 肖裕兰夫妻俩
清理出了第一个 700 亩的柑橘园。

期间， 肖裕兰还带头把家庭积蓄全部
拿出，以个人名义贷款，和村里干部一同成
立了“松兰果树专业合作社”。

也正是肖裕兰奋勇当先开始清园建
园，松柏村的产业发展才有了起色。

在肖裕兰吃苦耐劳、迎难而上、敢于担
当的精神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人对发展产
业充满了信心。 目前， 全村已发展产业
5000 余亩，发展林下经济种植 3000 亩。

3 组村民翁发福，家里有脆李果园 150
亩，是村里有名的种植能手。 闲暇之余，他
还帮其他村的果园剪枝。

“我的果园逐步丰产了，今年收入 45
万元。 ”翁发福说，当初他并不看好大规模
发展脆李产业，多亏村干部坚持发展产业，
让他尝到了甜头。

“在家里种果树划得来，比外出打工强
多了。 ”村民杨贵春代管“蓝瑰香”果园 800
亩，一年收入 3 万元，村里股份制果园，每
年还有股份分红， 现在日子也是越过越甜
蜜。

“只有大家过好了，她心里才会好过。”
肖裕兰的丈夫说， 今年， 在脆李成熟销售
季， 村内有两户留守老人因为没劳力摘果
子而发愁，肖裕兰得知情况后，立刻带头深
入田间帮忙抢摘脆李并送往市场销售，让
损失降到了最低。

同时，每到年末岁尾，肖裕兰都会自掏
腰包， 带着村委年轻人到留守老人家中慰
问，不仅在生活上帮助老人，还让年轻人们
耳濡目染， 让尊老爱幼的美德在松柏村代
代相传。

建平台建公路建景点
苦干实干中， 村民们紧紧团结在村党

支部周围， 支部堡垒在产业发展中也变得
更加坚实。

在培育产业过程中， 肖裕兰深刻体会
到让产业产生效益比开初建设果园更难。
于是，她提出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带头组
成管护团队、销售团队共 150 余人。

“担心村民管护不到位，我专门请农技
人员在田间地头上技术课， 手把手教大家
管护柑橘。 ”肖裕兰介绍，她还带头成立头
雁联合农场，覆盖两个镇，服务了 13 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实现采购、管护、销售“三个
统一”，采购节约化、管理规范化、销售规模
化。

“什么时候给果树施肥、喷药、修枝等，
管护队伍严格按要求去做。 ”肖裕兰说，由

于柑橘管护到位，产量一年比一年高，今年
全村预计采收柑橘 120 万斤， 预计产值达
300 万元。

柑橘、脆李成熟时节，是肖裕兰特别忙
碌的时候。“我要联系客户、拓宽销路。有时
候听闻有收购客商， 都会想办法找到他们
的电话，等到果子成熟时，提前联系对接，
畅通销售渠道。 ”

松柏村坚持销售“市场化”，在本地定
销，建立稳固的购销关系，并借助渠道和技
术手段销售如今，“女支书干农业” 抖音串
起了“线上 + 线下”成熟销售模式，保障丰
产就丰收，2022 年仅果园收入已经突破
150 万元，村内户均增收 6300 元。

“一到柑橘、脆李成熟时节，很多客商
都自行前来收购。 ” 肖裕兰说， 村里海拔
300 米至 800 米，阳光充足，产的果子酸甜
适度、卖相好、口碑好，很受市场欢迎。

松柏村交通不便，部分道路狭窄，阻碍
了柑橘、脆李等产业发展。 近年来，产业发
展好了，肖裕兰开始着手改善水、路等基础
设施。如今，拉通了 20 千米饮水管道，新修
公路 15 公里，还修建了生产便道，整治了
山坪塘等，使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

近日，共青团中央、农业农村部联合印
发《关于表彰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
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共表彰 10
名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标兵及 380 名全
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其中，福田镇松柏村
支部书记肖裕兰获评青年先锋。 这， 是荣
耀、是鼓励、更是鞭策。

“全面乡村振兴路上，松柏人绝不能掉
队。 现在，我肩上的责任更重。 ”肖裕兰表
示，下一步，将带领村民依托柑橘、脆李等
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打造赏花、采摘、观光、
休闲于一体的旅游经济， 为村民带来更多
增收路子。

产业振兴之“松柏样本”
———记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肖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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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村里叶正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