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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董存春 文 / 图
共谱柑橘“协奏曲”， 同奏山海“大合

唱”。为助力重庆(巫山)柑橘发展，以果为媒，
牵手合作，一场围绕“重庆(巫山)柑橘”的城
市约会徐徐展开。

本月中旬，“橙香连鲁渝 消费助振兴”
2023 年重庆（巫山）柑橘进山东烟台推介活
动在烟台市圆满举行， 两地表达了对山东·
重庆（巫山）协作发展美好愿景，期望鲁渝携
手通过消费协作发展， 共同推进乡村振兴。
活动中，巫山优质柑橘企业进行产品推介与
展销，鲁渝双方企业签署合作协议，计划采
购“巫山恋橙”2000 余吨，推动“巫山恋橙”产
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山海有情 消费帮扶硕果累累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决策，其中消费
帮扶是东西部协作重点工作之一。 多年来，
山东与巫山因东西部协作结下深厚的“山
海”情，鲁渝消费帮扶取得了累累硕果。

据统计，今年以来，东西部协作消费帮
扶销售实现 14578 余万元，其中山东省直接
销售 5084 余万元、协助销售 9493 余万元。

“巫山恋橙”是巫山“1+3+2”现代农业
主导产业，目前全县已规模化种植巫山恋橙
20 万亩， 挂果面积 13.5 万亩， 预计产量 12
万吨、产值 10.6 亿元。“巫山恋橙”已经成为

巫山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品牌之一。
以山东为主的北方市场是“巫山恋橙”

销售的“主战场”。 县政协副主席黎锦华在推
介活动中表示， 经过多年努力，“巫山恋橙”
在山东市场认可度、 市民欢迎度日益提升，
已成为鲁渝消费协作的一张响亮名片。 希望
巫山各销售企业和山东广大采购商抢抓机
遇，广泛关注巫山农特产品，积极参与各场
推介活动，着力深度对接合作，构建稳定的
产销对接关系，让更多优质的重庆柑橘走进
山东、遍及北方市场。

橙意满满 现场签订采购协议
“巫山恋橙”推介除烟台“主战场”之外，

还在济南进行展示展销，在加强与山东企业
联系、增进市场合作的同时，让山东各地市
民都能够与“巫山恋橙”亲密接触，品尝到重
庆柑橘的新鲜滋味。

为更好推介“巫山恋橙”品牌，活动现
场，巫山通过柑橘宣传片、现场推介、现场品
鉴、产销对接等形式，大力宣传、推介“巫山
恋橙”，全面展示重庆（巫山）柑橘产业的亮
点和特色以及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提升巫
山特色农产品烟台影响力。 广大烟台客商现
场品尝新鲜柑橘，零距离感受“巫山恋橙”的
独特魅力。

在品鉴区， 客商纷纷驻足品尝柑橘，一
果品销售企业负责人表示：“巫山恋橙声名
在外，今天品尝了果然名不虚传，果肉香甜
脆嫩、汁水丰盈入口无渣，色泽饱满，吃在嘴
里，甜在心里。 ”

在签约仪式环节，巫山与烟台部分企业
洽谈签约，计划采购“巫山恋橙”2000 余吨。
自 2018 年以来，烟台已累计引进重庆(巫山)
柑橘 5000 吨左右， 有力推进了巫山地方特

色产业产销融合发展，有效链接烟台与巫山
农产品消费对接，拉开巫山和烟台交流合作
新篇章。

乡村振兴 鲁渝协作共向未来
“巫山恋橙”是巫山产业振兴的代表产

业之一，通过持续培育打造，已发展成为致
富一方百姓的甜蜜产业。 此次推介活动，不
仅提升了“巫山恋橙”在山东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机制，为烟
台人民提供更加物美价廉、品类丰富、质量
安全的巫山农产品， 让巫山的老百姓增收，
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推动消费帮扶走深走实。

随着烟台市与巫山县帮扶关系的深入
发展，两地商务部门密切交流合作，定期组
织互访，联合签署《烟台?巫山消费帮扶合作
协议》，推动巫峡粉丝在巫山建厂投产，组织
程果农业、葛悠农业等一批烟台农产品流通
企业赴巫山采购，在养马岛建设了巫山城市
推广?消费协作馆，引导振华量贩、程果果品
专卖店等企业设立 80 多个巫山特色农产品
专区，巫山恋橙和巫山脆李的销售专柜进入
机关餐厅、学校等 20 多家单位。

下一步，巫山将以东西协作消费帮扶为
引线、以产销对接为抓手，进一步强化商务
协作， 持续加大特色农产品宣传推介力度，
助力“巫山恋橙”“巫山脆李”“巫山烤鱼”等
品牌做大做强，助力乡村振兴。

橙香连鲁渝 消费助振兴
———2023年重庆（巫山）柑橘进山东烟台推介活动在烟台举行

烟台客商品尝巫山恋橙。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陈久玲
实习生 卢琳 文 / 图） 12 月 20 日，记
者来到官渡镇康乐园采摘基地，只见数十
个大棚内的圣女果、草莓，长势喜人，清香
扑鼻，市民穿梭其中，体验采摘乐趣。

走进大棚，随手采摘的草莓直接放进
嘴里，甜润满足感瞬间来袭。 这里的草莓
被称为“冬日里的一抹红”， 不仅色泽鲜

艳，而且果肉多汁。
一串一串的圣女果像葡萄似的，同样

有机栽植，口感很好。 行距之间，铺了一层
厚厚的稻谷壳。 据介绍，大棚内温度高、湿
气重，稻谷壳可以吸收湿气，降低温度，抑
制病虫害。

“我们的草莓、圣女果都属有机水果
系列，可以放心吃。 ”康乐园采摘基地负责

人杨康飞告诉记者，种植过程中不仅使用
牛羊粪等农家肥， 棚内建有滴灌系统浇
水，还能随时控制温度……所有小水果都
做到了科学种植。

2021 年，杨康飞与三个朋友返乡并投
资 130 余万元在村里打造了康乐园采摘
基地。 目前流转 30 亩土地，种植草莓、圣
女果等小水果。

圣女果有“青口蜜、紫花生、金阳蜜
株”等品种，草莓有“红颜、章姬、红玉、红
粉、香叶”等品种，其中草莓售价为 50 元 /
斤，圣女果 20 元 / 斤。

蹇友芳是一位资深采摘爱好者。“我
和几个朋友听说这里有草莓和圣女果，就
按耐不住前往采摘，感觉很不错，我还会
介绍其他亲戚朋友放假的时候过来游玩、
采摘。 ”

“现在每天都有人来基地采摘，我们
的草莓、圣女果不愁销。 ”杨康飞说，草莓
和圣女果都属于高产小水果，能采摘很多
茬，11 月底开始销售， 能卖到明年四月中
旬。

产业兴则农村兴， 产业旺则农村旺。
近年来，官渡镇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依托区位优势和地理条件，大力
发展草莓、圣女果、羊肚菌等特色种植业，
借助乡村旅游，通过农旅融合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和农户增收。

“虽然康乐园采摘基地只纯粹提供小
水果采摘，但是周围有不少农家乐，能为
游客提供就餐、住宿、休闲娱乐等服务。 ”
官渡镇宣传委员李小鹏介绍，明年，杨康
飞打算种植西瓜、丝瓜等，投资打造公园，
建野炊基地，提供采摘、游玩、吃住“一条
龙”服务。

眼下，元旦假期来了，市民朋友可以
带上老人、带上孩子，呼朋唤友，来这里逛
逛看看，现摘现吃，其乐无穷。

采摘线路：巫山县城—长江大桥—建
平乡—官渡场镇—新阳村—康乐园采摘
基地。

采摘电话：18184055801

官渡镇：“小红果”助力乡村振兴

市民采摘草莓。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文／图）
11 月 22 日，走进大昌镇洋河村，碧绿的洋
溪河水天一色，绿如翡翠。 白墙青瓦的民
房和岸上成排的果树倒映水中，一只只候
鸟或在水中嬉戏， 或在天空盘旋飞翔，给
人一种生态美、产业兴的新农村景象。

沿着河边硬化了的村道，过史家河大
桥，再迈向梅岩子河的一个山坡上，一大
片果园便出现在眼前。“这个就是我们种
的沃柑。 ”正在果园中修枝的果园主人傅
成高介绍。

2020 年， 洋河村在实施产业发展中，
根据本村实际，决定发展沃柑产业。 傅成
高等积极响应，并通过流转土地，开垦撂
荒地， 建起了家庭农场， 栽植沃柑 70 余
亩。 因洋河自来都有种植柑橘的历史，傅
成高等也有一定的管护技术，再加上县果
业中心、当地政府时常举办有关柑橘树的
管护技术培训，更是让果农们掌握了管护

的本领。 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剪枝、什
么时候清园等，大家都了如指掌。

“我这果树今年刚刚四个年头，去年
开始挂果，今年至少可卖四五万元。 ”傅成
高高兴地说。

在洋河村，像傅成高一样种植沃柑建
家庭农场的还有吴文较、吴运恩等，四社
的潘云海还成立了横岭竖包合作社。 这些
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种植的面积基本上都
在 50 亩左右，有的多达 170 余亩。 整个洋
河村现种植沃柑面积 1000 余亩， 成规模
的有七八百亩。

“今年我们村的沃柑已进入丰产，有
望采摘果子 10 万斤左右。 ”洋河村党支部
书记黎扬楚说。

沃柑已成了洋河村的主要经济产业，
小小沃柑也成了村民的增收致富果。 黎扬
楚说，沃柑将于元月中旬上市，可一直卖
到四月。

洋河村：沃柑成村民“致富果” 元月中旬可上市

村民对沃柑树进行管护。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何善春 文 / 图） 12
月 22 日，记者在神女农贸市场看到，前来购买羊肉的市
民络绎不绝。 记者从羊肉摊位了解到，羊肉根据不同的
品种价格也不同，本地山羊每斤 45 元左右，绵羊 35 元
左右，较去年同期价格略低。

“大家对冬至还是很重视的，我们平常卖两三只羊，
今天我们卖了七八只羊。价格上，与去年想比，现在便宜
了一些。”羊肉摊摊主郭正玲告诉记者。前来购买羊肉的
市民也纷纷表示，冬至到，正是吃羊肉的最佳季节，既能
抵御风寒，又能滋补身体。

据了解，天冷多吃羊肉有益健康，但吃羊肉容易上
火，故不宜吃太多，最好吃蒸、煮过的羊肉，少吃煎炸熏
烤过的羊肉，以免温热之性更甚。 羊肉也不宜和醋同时
食用，因为酸味的醋具有收敛作用，不利于体内阳气的
生发，与羊肉同吃会让它的温补作用大打折扣。

冬至已到 羊肉走销

市民选购羊肉。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文 / 图）
12 月 19 日，记者走进中南村柑橘园，只见
一株株柑橘树排列整齐， 叶片随风摇曳，金
黄色的柑橘挂满枝头，十分诱人，柑橘园的
主人谭梁吾和果农们正穿梭果树间，不停地
操作着手中的剪刀， 将一个个柑橘剪下、装
筐……丰收的喜悦弥漫着整个果园。

“我种了 400 多亩柑橘，现在有 8 分熟，
我的品种有纽荷尔， 柑，还有红肉，红肉要
在明年 2、3 月份， 现在 柑有 8 分熟了，预
计在这个月底可以采摘，欢迎大家到中南村
来我的柑橘园来品尝。”谭梁吾笑着邀请道。

眼下， 培石乡的 5800 亩柑橘即将成熟
上市。

据悉，培石乡的柑橘产业紧紧围绕全县
“1+3+N”整体发展规划，全乡累计种植柑
橘 5800 亩， 其中居委会 2250 亩、 中南村
1100 亩、葫芦村 1100 亩、黄龙村 550 亩、读
书村 800 亩，品种为 柑、纽荷尔为主。并成
立巫山县如亨柑橘种植、 六个队柑橘种植、
达诺水果种植等专业合作社 6 个。

2023 年，全乡预计柑橘产量达 1200 余
吨，产值达 480 余万元。通过果园连片、专业
合作社带动农户， 增加农户收入 4500 元 /
年，实现规模化果品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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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柑橘。

柑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