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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雷行星 文 /
图） 近日， 三峡里·竹枝村南陵宾馆组织员
工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进一步增强员工
消防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熟
悉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和必要的逃生技能，
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确保入住客人及员工
人身财产安全。

南陵宾馆于 2023 年投入运营， 内设客
房、餐厅、会议室等，配套设施完善，周围风光
秀丽。 整个装修时尚简约， 将原生态自然环
境、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巧妙地打造出具有传
统与现代交织特色的高端度假民宿， 为三峡
里·竹枝村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峡里·竹枝村着力打造重庆最大最集
中的民宿集群， 以竹枝诗词文化为主线打造
的 20 多幢高端民宿，让每一首诗词意境体现
在建筑形态、庭院、房间中，让游客恍若穿越
时空，一下回到古代诗人的风雅栖居，把酒临
风，画意诗情。

三峡里·竹枝村文旅综合体项目是我县
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
设高峡平湖山水文化名城和打造世界级旅游
目的地重要组成部分， 以南陵岸生态本底为
依托，以竹枝词为灵魂，以度假旅游消费为主
线，建成“三峡南陵岸·长江风景线”、长江三
峡国际生态旅游微度假区、 巫山首个夜经济
不夜街、世界级知名旅游休闲街区，打造“吃
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三峡里”旅游品牌。

夜幕下的三峡里·竹枝村将美景藏于夜
色，成为吃喝玩乐的不夜地。各色各样的装置
艺术、 色香俱全的特色美食都让其独具魅力
的生活元素得到散发的同时又兼具了“烟火
气”和“国际范”。 吃喝玩乐的九巷子?夜未央
留住游客的记忆味道。 大桥江湖菜基地各具
特色的巫山美食让游客流连忘返， 更有码头
巷子让游客休闲、娱乐、品清茶、喝夜啤。

据巫山县江之南公司总经理曹明介绍，
目前，三峡里·竹枝村部分民宿及餐饮业态已
投入运营。 下一步将着力打造住宿、娱乐、餐
饮业态，持续丰富三峡竹枝宿集、三峡美食等
业态产品，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体验巫山的文
化底蕴，尽享“诗和远方”。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1 月 8 日，
巫山县考核总结大会召开。龙溪镇党委书记
陈恢毅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陈恢毅介绍，龙溪镇对标“885”三项重
点任务考核指标，召开会议 23 次，建立《龙
溪镇村“一周在干啥”》和“支部书记赛振兴、
中层干部赛业绩、班子成员赛贡献”赛马机
制，2022 年度获市、 县级表彰 16 次（件），
2023 年前三季度赛马比拼稳居乡镇前列。
开展乡村振兴、平安稳定、除险清患等专项

行动，强弱项、补短板、破难题，提升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聚焦统领力，全面发挥党建新优势。 打
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 1 个，完成
县委授权党委巡察村（社区）党组织和乡镇
人大“季会制”工作试点，组建红岩党员突击
队 15 支，实时巡查 83 个地灾危岩点，成功
处置天宫岭、龚家湾滑坡和向家老屋崩塌险
情。 夯实“141”基层智治体系建设，开展“六
步走访”，建好“小院家”13 个，办好群众反

映问题 477 起，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 矛盾不上交”， 群众满意度稳居全县前
列。《龙溪镇“六步走访”探民情解民忧》经验
案例获市级一等奖。

聚焦获得感，推动实现发展新跨越。 积
极探索“六个三”乡村建设与“五治三变”乡
村治理有效融合，用好积分制清单制，兑奖
6000 人次 20 万余元，制止“无事酒”135 起，
向狮村获评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和绿色示
范村，康双喜获评“重庆好人”，王绍香家庭

被评为重庆“最美家庭”。成立七色田园股份
公司，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围绕“一心三片
七色田园”产业布局，全力创建国家生态养
殖冷水鱼孵化基地，全力打造“巫山多鳞白
甲”“龙溪 18?百年老树茶”品牌，为巫山县申
报“中国生态老鹰茶食材之都”奠定基础。

陈恢毅表示，下一步，龙溪镇将紧扣县
委“两件大事”“四张名片”，争先创优、主动
作为，奋力交出实绩考核“高分报表”，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巫山贡献龙溪力量。

龙溪镇：“赛马机制”赛出好成绩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1 月 4 日，记者走进曲尺乡伍佰村，只见一
个个金黄饱满的柑橘挂满枝头， 果香四
溢， 在江风的吹拂中阵阵清香扑鼻而来，
让人沉醉。 树下，柑橘种植户张清明正在
采摘柑橘，采摘园内“丰”景如画。

张清明家种植柑橘 10 多亩， 今年产
量约 15 吨。“今年的柑橘比去年的还要
好，我们是通过两种方式销售，一是从微
信上卖， 二是外面的商人到这里来收购，
整体来说销售是不愁的。 ”张清明高兴地
说。

在伍佰村，像张清明家一样忙于柑橘
采摘、运输、售卖的村民还有很多。 李先荣
就是其中一员。 他告诉记者，自己家种植

的 5 亩柑橘主要以“线上 + 线下”的方式
销售到全国各地。

在一条条蜿蜒的乡村公路上，装满柑
橘的车辆来来往往，正将美味的柑橘运往
全国各地，丰收的喜悦弥漫乡间。

曲尺乡是长江边的花果之乡，该乡特
殊的土壤和气候适宜种植水果。 该乡因地
制宜制定产业规划，合理规划每村每户产
业发展品种、规模、重点，在海拔 500 米以
下发展柑橘产业。 截至目前，全乡共种植
柑橘 2 万亩，达到丰产期 1.8 万亩，今年预
计产量 2.2 万吨。

如今，柑橘产业作为曲尺乡的支柱性
产业之一，不仅品牌越来越响亮，也让当
地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曲尺乡：柑橘产业让果农腰包越来越鼓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
文 / 图） 1 月 8 日，记者走进巫峡镇白水

河畔的白水村，只见两岸山坡上金黄的柑
橘缀满枝头，果农王洪登、邹启平正在自

家的果园中采摘柑橘。 橘林中不时传出欢
笑声。

白水村 4 社的邹启平种有 10 多亩柑
橘，现都进入丰产期。 他们一家三口都忙
着采摘、装筐、挑运。 一个个光鲜亮丽的柑
橘，从枝头采摘到手中，再放到筐里，邹启
平脸上洋溢着无尽的喜悦。“我这摘的都
是钱呀，叫我啷个不高兴呢。 ”邹启平说。

在亿丰通往高铁站的公路边上，3 社
的王洪登也不停地忙着采摘。“我卖的都
是‘回头客’。 ”王洪登说。他的果园里树大
果子好， 一棵树都可采摘几百斤的果子。

“我给果树施的肥料， 是自己专门从双龙
一养殖场买来的农家肥。 ”他剥开一个果
子递给记者品尝。 汁多味甜，确实不错。

“今年年岁好，我 10 多亩果树能采摘
10 多吨果子，大概可收入 10 多万元。 ”王
洪登说，为了宣传自己的果子，他制作了
名片，把电话号码留在上面。 每一件果子
中都要放一张名片。 别人吃了他的果子
后，觉得口感好，方便与他联系。 今年，为
了回馈新老客户，如果客户买 10 件，他便
送一件。

现在，纽荷尔已成了白水村村民增收
致富的主要经济产业。 全村 12 个社，有 9
个社种植纽荷尔。 种植面积达 1500 亩。

“现在有 1200 亩在挂果，进入丰产期的有
1000 亩， 产量在 2000 吨以上， 产值在
1000 万元左右。 ”该村党支部副书记欧昌
安介绍。

为了帮助果农销售，白水村村支两委
一班人，让当地做电商的与各地电商联系
沟通，打通销售渠道，线上线下双向发力。
当日，还有自陕西、河南等地来的主播，走
进该村的柑橘园，帮助他们直播带货。 果
子从果树上采摘下来后，即刻分拣、装箱、
打包，快递车辆直接从果园中拉走。 在重
庆范围内，真正实现了“今天在树上，明天
就在餐桌上”的快速运达。

“截至目前，我们村的柑橘已卖了三
分之二， 剩余的在春节前可全部销售完
毕。 ”欧昌安表示。

果农正在包装柑橘。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1
月 10 日，记者从重庆荣科公司获悉，截至 1
月 9 日，已实现柑橘销售 3200 吨，其中线上
销售 18 万单 600 余吨， 线下销售 2600 余
吨。

走进荣科公司柑橘供应链厂区，一排排
新鲜的柑橘堆放整齐， 工人们正在进行清
洗、分拣、包装等工作，一派繁忙的景象。

今年以来，该公司积极探索新的经营合
作模式，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聚焦聚
力柑橘国内销售和国际出口，深入市场调研
行情，学习借鉴运营经验。 同时，加强与多家
农业企业及渠道商强强合作，充分整合和发
挥资金、渠道、加工、销售等资源优势，进一
步壮大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供应链销
售平台，提升供应链保供能力和水平。

目前， 该公司已布局建立产地联营仓 7
个， 日加工保供能力从 300 吨提升到 1000
吨以上。 组织开展了“三峡库区柑橘产地行，
实地考察产销对接”活动，与 20 多家商家达
成合作意向。 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自营
出口到俄罗斯和东南亚市场，现已批量出口

“巫山恋橙”150 余吨。
“2023—2024 年柑橘销售季，企业将实

现线上线下加工销售柑橘 1.2 万吨的目标。”
重庆荣科公司负责人称。

重庆荣科：搭建供应链平台 已助销柑橘 3200吨

工人们分拣包装柑橘。

白水村：柑橘产值将达千万元

邹启平夫妇在采摘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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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里·竹枝村一隅。

（上接第一版）全面营造唯实争先、比学赶超
的浓厚氛围。

开创新局面，要干出效果。2023 年，面对
艰巨繁重的发展改革任务，我县坚持高质量
发展不动摇，强化党建统领，突出稳进增效、
除险清患、改革求变、惠民有感的工作导向，
在多重挑战中逆势而上，在诸多困难下承压
前行，在复杂矛盾中主动求变，全力抓好“两
件大事”、打造“四张名片”，推动我县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山区库区强县富民新
巫山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这一份年终答卷
中，我们看到———经济运行持续向好、文化
旅游再创辉煌、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生态工
业全面起势、 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当下，
全县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奋进者姿态、激发
创造性张力，营造唯实争先、比学赶超的浓
厚氛围。

开创新局面，要狠抓落实。 大道至简，实
干为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部署了明年的重大
任务，指向明确、路径清晰，我县要全面贯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和县
委十五届四次、五次、六次全会工作安排，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好“两件大事”、打
造“四张名片”，突出产业兴县、惠民强企，切
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
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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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加快建设
山区库区强县富民新巫山，为现代化新重庆
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任务艰巨、 责任重
大。全县上下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进一步彰显特色、放大优势，攻坚克难、奋
勇争先，以更好的状态、更大的勇气，努力跑出明年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速度，积累支撑长远发展、整体跃升的加
速度， 以现代化新巫山建设新成效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为重庆直辖 30 周年打下坚实基础！

（向君玲）

（上接第一版）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进一
步强化措施，增添产业发展后劲，让柑橘真
正成为村民的“金果果”“摇钱树”。相关部门
要坚持市场导向，围绕全县“1+3+2+N”产
业布局和一、二、三产融合，建立完善规范
化、体系化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农
业产业“接二连三”，切实提升产业附加值。
要强化基础配套建设，立足体系化、商品化，
进一步加大冷链仓储物流建设，规范商品标
示标牌， 打造区域性加工和物流运输基地，

培育具有巫山辨识度的特色品牌。 要打好
“组合拳”，主动出击，抓好当前柑橘销售工
作。 积极主动对接国内各大市场，帮助果农
铺渠道、推销量；支持引导电商销售，充分发
挥电商平台作用，扩大“巫山恋橙”影响力；
紧盯重庆主城、武汉等重点城市，加强宣传
营销和推销力度，确保全县柑橘产业增产增

收。
期间，曹邦兴调研指导了福田镇乡村振

兴、安全生产等工作。他要求，要深入学习贯
彻县委十五届六次全会、县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等，切实把精力放到抓发展、惠民生、保
安全等方面来，确保收好官、开好局。要提高
政治站位， 强化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工作，

做好土地利用文章。 要立足本地实际，找准
赛道， 抓好具有福田标志性的特色产业，进
一步增强产业质效和农民增收实效，切实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返贫。 要加强乡
村建设和基层治理，加强平安建设和安全生
产管理，推动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实现共同
富裕，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作
出示范。

县领导彭晓蓉、屈大功、林福云一同调
研。

把好产品变成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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