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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12
月 13 日，记者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看到，来办
理业务的市民在取号机进行取号后，系统后

台将自动分配窗口，只需静待叫号，就能前
往对应窗口办理事项。 在县住房城乡建委、
县市场监管局等办理民生事项窗口，不断有

市民前来咨询办理业务， 工作人员耐心解
答，虽然忙碌但现场井然有序。

因到县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营业执照的
机会，让来自市民周长英真切感受到了县政
务服务中心的“温度”与“速度”。“我昨天在
愉快办上面申请的营业执照今天就收到了
短信，来到这里 10 分钟就办完了，现在真的
很方便。 ”周长英说。

周长英开了一家传媒公司。 12 月 12 日
下午，周长英打电话到县政务服务大厅咨询
办理营业执照相关事宜。 工作人员详细了解
他的办理事项，并告知办理营业执照所需材
料以及网上申报流程，根据流程网上申报之
后，12 月 13 日早上，她便收到了办理完成可
以领取的短信，一个工作日就拿到了营业执
照和公章。

以前， 办理营业执照需要跑好几个部
门， 从提供相关材料到整个流程办下来，至
少得三四个工作日，如今，“一网通办”可让
办事企业在平台上即时查阅事项办理进度，
不需重复提交材料到不同部门，也实现了相
关部门对申请事项信息的“实时流转、及时
反馈”。

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材料更省……依
托“一网通办”，吸引企业纷至沓来。2023 年，
前三季度， 全县新发展民营市场主体 5600
户，新增率为 13.8%，同比增长 65.4%；民营

市场主体总量 5.03 万户， 占全县市场主体
95.7%。

企业和群众，是营商环境的“阅卷人”。
方便群众，服务企业，提高质效，不是一句简
单的口号，也不是用先进的手段捆绑住自己
的手脚，而是优化流程、提升服务，把方便留
给群众。

近年来，巫山大力推进提效能、优服务，
让政务环境更加高效。全县 37 个部门，26 个
乡镇（街道）全部实现行政审批事项向网上
办事大厅延伸。 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承诺
时限在法定基础上平均缩减 68.67%，平均跑
动次数压缩到 0.15 次， 即办件比例提升到
32.7%，全程网办事项占比提升到 68.67%。深
化“一窗综办”改革，全县 11 个单位 160 项
服务事项纳入“一窗综办”综合窗口。“川渝
通办”办件量达 17 万余件，“全渝通办”办理
500 余件。

如今， 在 6800 平方米的政务服务大厅
里，企业和群众实现进了一扇门办所有事的
目标。“拿证即经营”“拿地即开工”“交房即
交证”实现了常态化，政务服务网办率达到
90%以上，最短实现 30 分钟办结。 837 条办
事指南在“渝快办”服务平台上随点随查，今
天打造的营商环境，正在吸引着更多生机勃
发的企业，让发展动能更加强劲。

全县 11 个单位 160 项服务事项纳入“一窗综办”综合窗口
今年前三季度新发展民营市场主体 5600户，新增率为 13.8%，同比增长 65.4%

市民正在注册企业账户。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12 月 15
日， 县政协副主席黄承权带领东部营销组
前往安徽省黄山市，与黄山国际旅行社、黄
山乐程国际旅行社等当地组团社座谈，双
方就旅游资源、政策等事宜进行交流。

乘高铁、“趣”巫山、品美食、游三峡。座
谈会上，在播放巫山旅游宣传片后，我县就

文化旅游资源及线路进行推介。 巫山地处
三峡库区腹心，全面形成由机场、高铁、长
江黄金水道、 多条高速公路和旅游交通大
环线组成的渝东门户综合交通枢纽， 巫文
化、巴楚文化、神女文化、峡江文化与“下庄
精神”交相辉映。 境内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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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
峡·小小三峡景区是首批国家 5A 级景区，
神女景区可观 10 万余亩的红叶，还有世界
遗产地·巫山五里坡等旅游线路， 巫山脆
李、巫山恋橙、巫山烤鱼等特色美食，是首
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真诚邀请安徽朋
友走进巫山，感受壮美的三峡风光。

黄山旅行社代表对巫山丰富的旅游资
源赞不绝口， 对以巫山为旅游目的地开通
安徽至巫山的旅游专列表达浓厚兴趣。 接
下来， 东部营销工作组将持续加强与安徽
市场的联系，加快研究出台旅游专列、新客
源地市场的营销政策，为 2024 年拓展安徽
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巫山旅游推进走进安徽黄山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莲 周子杰
实习生 卢琳 文 / 图） 12 月 16-17
日，重庆市“游学巴渝·伴行千里”国际青少
年研学旅游实践活动走进巫山。

期间，来自美国、尼日尼亚、俄罗斯、阿
根廷等国家的国际友人，走进巫山博物馆、
三峡之光、巫峡·神女景区，开启为期两天
的研学之旅。

在巫山博物馆， 解说员用流利的英文
解说着三峡的历史与变迁， 巫山的人文地
理。生动有趣的讲解，让大家在一件件历史

文物与非物质文化中，探寻三峡千年文脉。
整齐陈列在巫山博物馆内的石制品、

残陶器、动物骨渣、装饰品（玉器、绿松石）、
墓葬等，引得研学团队成员驻足观看、倾听
讲解，时而点头微笑，时而思考或询问，不
少人竖起大拇指，连连点赞。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巫山的夜晚因灯
与景、物、文化等的结合，呈现与白天完全
不同的迷人色彩。

夜幕下的巫山城， 城市与长江变成了
一座移动的大舞台， 国际友人们乘坐的游

船在潺潺江水中缓缓前行， 一面是层层叠
叠的不夜山城， 一面是神秘幽深的高山峡
谷。

船头凭栏，晚风拂面，一张张照片记录
下游客们在巫山的幸福瞬间。“巫山的山山
水水都好漂亮。”来自尼日尼亚的胡塞因惊
呼，他被巫山的美丽夜景深深吸引。

“我们是第一次到巫山来玩， 看了红
叶，吃了‘巫山恋橙’，酸甜味在脑海里留下
了深刻印象。我觉得不仅巫山红叶好看，巫
山烤鱼、巫山腊肉等美食也好吃，下次还将

带女儿一起来玩。 ”梁婧兴奋地告诉记者。
在巫峡·神女景区，研学团惊叹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当
天，虽然没有阳光相伴，但丝毫不影响赏美
景的热情，当研学团一行慢行至飞云台时，
被“一览众山小”的观感深深震撼。

“行到巫山，必有趣！”国际友人们齐声
对着镜头发出心底的真情呐喊。

“这个周末很幸运能够领略到巫山的
美景。 巫山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有太
多值得打卡的景点了， 这不仅对国内游客
也对国际游客的前来提供了便利， 我下次
还会再来。 ”来自美国的福兰课高兴地说。

近年来， 巫山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
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坚持“以文促旅、以旅
彰文”发展理念，全面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培
育，在研学旅行体系开发建设、运营研学旅
行特色产品、研学旅行师资队伍培训体验、
研学旅行组织体系构架上持续发力， 推动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不断催生出新业
态和新模式，为文化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
深层次、 更高水平上共融共促开辟了新路
径。

县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
实践活动，巫山结合县域文旅特色，经过精
心策划， 为研学团一行量身定制研学路线
和项目， 为他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
体验。同时，通过此次实践活动将中国传统
文化和巫山地域文化呈现给国际友人，让
他们用心亲近自然、感受中国文化，也为增
进国际友谊、 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贡献巫山
智慧。

“游学巴渝·伴行千里”

国际青少年研学旅游实践活动走进巫山

研学团成员对着镜头感叹巫山很酷。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莲 余雨芳 文 /
图） 12 月 15 日， 记者走进曲尺乡伍佰村，
放眼望去，万亩柑橘硕果盈枝，果农们穿梭在
果树间， 手脚麻利地把成熟的纽荷尔采摘下
来，挑运、分拣、称重，现场一派火热景象。

“我种植了 20 多亩地，产量 30 吨左右，
现在成熟得挺好了。 我主要是通过朋友圈线
上销售，已经售卖了 500 多件，目前也正在开
通抖店、橱窗等线上平台，通过达人带货将纽
荷尔带到全国各地。 ” 果农孙德海乐呵呵地
说。 由于地理环境优越、 土质肥沃和精细管
护，他种出的纽荷尔个头大、品质好，每年都
有顾客提前预订。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之以恒做优生态农
业，将巫山恋橙确立为全县“1+3+2”现代特
色高效农业、“一主两辅” 产业之一， 在海拔
500 米以下大力发展柑橘产业。 多年以来的
规模化种植，科技化管护，商品化处理，巫山
恋橙已成为全县广大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
产业”和“三峡柑橘”中的代表品牌之一。

在果农杨永明的果园里， 果树上挂满了
一个个金灿灿的“黄金果”，沉甸甸的果实压
弯了枝条， 看上一眼便觉橙汁香甜， 透进心
里。而此时，杨永明也正在园内忙着为订单客
户采摘鲜果。

“这是我自家的果园，今年种植了 20 多
亩，果子长得很好味道也甜，好多顾客来果园
现采现摘， 还有朋友来果园看了之后直接现
场下订单，目前已经销售了 4000 多斤。”杨永
明高兴地说。

产品靓，还要销路通，曲尺乡通过线上线
下双轮驱动，多措并举扩宽销售渠道让“甜蜜
果”变成“致富果”，确保柑农增产增收。

“曲尺乡今年共种植柑橘 1.8 万亩，预计产量 2.2 万
吨。 我们强化宣传，维护品牌形象，借助抖音、微信等平
台进行线上销售。 线下我们强化执法，筑牢市场安全屏
障。 目前，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已经销售了 1500 吨到全
国各地。 ”曲尺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吕春燕告诉记者。

线上，曲尺乡通过互联网实现“田园到果盘”一站式
销售，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架货品。赶“直播带货”的潮流，
通过抖音、微信朋友圈、视频号等线上平台，扩大“巫山
恋橙”知名度，助力“巫山恋橙”搭上“顺风车”。 另外，与
邮政快递方积极协商，及时将鲜果送达消费者手中。

线上销售如火如荼，线下销售也不甘落后。线下，除
了批发商、客商之外，不少市民纷纷来到水果交易中心
选购纽荷尔，或自己吃，或送亲朋好友。

今年我县种植柑橘 20 万亩， 挂果面积 13.5 万亩，
预计产量 12 万吨，综合产值达 10.6 亿元。 为确保“巫山
恋橙”卖得远、卖得稳、卖得好，我县积极推进“线下 +
线上”一体化销售模式，让一车车“金果”驶出深山，承载
着柑农们的期许，发往全国各地，走进千家万户。

链接》》》
如何买到正宗的巫山恋橙？消费者可以通过各大城

市的批发市场采购， 比如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设
置了统一的销售档口。 对于线上消费者而言，大家可通
过各主流销售网站购买， 认准巫山恋橙品牌授权书，即
可买到原产地的正宗恋橙。

在 11 月中旬至 1 月底， 纽荷尔脐橙和椪柑两个品
种集中上市， 纽荷尔脐橙作为巫山恋橙的拳头产品之
一，具有果大形正、果色橙红、肉质脆嫩化渣、汁多味甜
的特征， 是春节前送礼待客的不二选择；2 月初至 3 月
下旬，W·默科特和卡拉红橙集中上市，W·默科特作为
巫山恋橙的另外一个拳头产品，具有皮薄光滑，果色红
艳，皮薄核少、易于剥皮、风味浓厚的特征，踏青春游时
带上几个，好吃又方便；到了 3 月下旬至 5 月，我县还有
沃柑和伦晚脐橙等晚熟柑橘陆续上市。 总之，巫山恋橙
鲜果销售季从秋季持续到春季，甜蜜陪伴柑橘喜好者半
年之久。
采摘线路

线路一：小三峡—大昌古镇摘恋橙赏红叶体验。
巫山县城→巫山游客中心→小三峡→小小三峡→

大昌古镇→大昌湖沿湖柑橘果园→巫大高速→巫山县
城。

推荐理由：该线路集自然山水、漫山红叶、千年古
镇、乡村田园之大成，同时途经巫山恋橙主要产区大昌
沿湖柑橘带，游客可以荡舟碧波，赏红叶、品恋橙，轻松
又舒心。

线路二：下庄天路赏红叶摘恋橙体验。
巫山县城→下庄村→下庄天路→下庄村果园→巫

山县城。
推荐理由：竹贤乡下庄先后被评为国家 4A 旅游景

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百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之一。“下庄天路”全长 8 公里，从沟谷到山顶，绵延起
伏，层林尽染，是观赏巫山红叶新的打卡地。同时下庄村
有连片规模柑橘果园 1000 亩， 可在柑橘园中体验深度
体验柑橘采摘乐趣。

线路三：神女天路 + 紫阳台摘恋橙赏红叶体验。
巫山县城→柳坪换乘中心→黄岩景区→紫阳台红

叶景区→官渡镇水平村柑橘采摘园→巫山县城。
推荐理由：该线路以峡江风光为主，自然风光与神

女文化相互辉映。 游客不仅可远观江山红叶，近品甜蜜
恋橙，还可穿行在红叶簇拥的神女天路，近距离赏景。本报讯 （记者 肖乔 曾露 实习生 陈璐

文 / 图） 近几天，寒潮来袭，气温骤降，但市民灌制香
肠的火热场面与寒的冷天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县城
各个灌制香肠的门店里，一串串香肠高高挂起，浓浓的
年味扑面而来。 前来灌香肠的市民络绎不绝，有些门店
门口还要排队等候。

“冬天到了，已经是到灌香肠的季节。 我们一家人
都很喜欢吃麻辣香肠，所以今天特意来这家灌，灌了二
十几斤香肠。 ”市民范女士说：

香肠加工店老板黎扬菊介绍，从 12 月 2 日就开始
忙起来了，一天要忙到晚上六点多钟，效益还是不错，
一天要灌 1000 多斤香肠，今年生意比往年好得多。

据了解，市民们灌制的香肠，麻辣味的居多，其次
是五香味、原味和广味，除了自己食用外，有的还送一
些给亲朋好友。 在多数市民看来，冬天不灌制香肠，就
少了一些年的味道。 因为香肠的意义不光是自己饱口
福，还蕴含着对亲友的牵挂、对新年的期盼，每当一串
串香肠挂起时，就意味着快过年了。

香肠加工店员工忙着灌制香肠。

年味渐浓 市民排队灌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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