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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重庆市万州区昌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的巫山县双龙镇 2017 年易地扶贫搬迁还水湾微
型集中安置点配套设施工程建设(地坪)工程已
竣工结算。凡与该工程项目有经济活动单位或个
人限于 2024 年 2 月 2 日至 2024 年 2 月 17 日前
双方完清其债权债务，逾期视为自动弃权，同时
不再受理和承担相应的经济及法律责任。

联系电话：办公室 5815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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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此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昌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 2日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王忠虎
文 / 图） 1 月 31 日， 记者在巫山脆李特
色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产业园雏形
已现， 几十名工人正在安装生产车间设
备、打造室外景观绿化等。

据巫山振兴农业集团建设管理部部
长曾玉雄介绍，巫山脆李特色产业园项目
目前已完成主体及配套设施建设， 预计 3
月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工作，4 月进入试
运行， 项目建成后年加工脆李 15000 吨，
年产脆李酒 1100 千升， 届时将进一步助
推脆李产业深加工。 目前，工人正抢抓工
期，进行设备安装调试。 建设内容包括冷
藏车间、生产车间、储藏车间、研发实验室
及酿酒工艺设备设施。

近年来， 为发展壮大特色脆李产业，
我县不断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
牌，推动全产业链提档升级。 巫山脆李遍
及全县 23 个乡镇 222 个行政村， 种植户
达 5 万余户， 带动了 20 余万名从业人员
增收致富。

巫山脆李特色产业园是推动巫山脆
李产业发展的民生工程，项目的实施加强
了脆李采摘后商品化处理，利用相关技术
对果品进行深加工，延长其产业链，提高
商品供给率，同时运用互联网、物联网技
术，延长产业链条、促进产业融合，推动脆
李产业结构调整、保障产业健康与可持续
发展。

巫山脆李特色产业园即将投用

即将投用的巫山脆李特色产业园。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王忠虎
周子杰 文 / 图） 1 月 31 日， 记者在巫
山第一失能特困集中供养项目建设现场
看到，工人们正在忙碌，抓紧完善相关设
备设施。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全力补齐乡
村养老服务短板，全面提高农村养老服务
能力水平，近年来，我县积极推进失能特
困集中供养项目建设。

巫山县第一失能特困集中供养项目
位于建平乡柳坪村，由城建集团代建。 距
县城约 13 公里， 车程 15 分钟， 海拔 680
米。 地块南侧紧邻红叶大道，交通便捷，可
通达黄岩景区及长江三峡， 视野开阔，生
态环境优美，可以远观巫山县城、巫山长
江大桥及巫峡、文峰公园等，气候、环境均
适宜失能特困人员及老年人休养居住。

该项目于 2022 年 10 月动工。经过 10

多个月的奋战，6 层单体四合院主体已完
工。“主体和装修都基本结束，现在剩室内
的门窗、地板胶，室外的铺装、绿化没有完
成，预计 3 月底可以竣工。 ”现场施工负责
人成有忠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
善我县养老服务体系，切实加强贫困家庭
失能、半失能人员的照料护理能力，提升
失能特困人员供养水平，释放贫困家庭劳
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奠定高品质兜底养老基础。

巫山第一失能特困集中供养项目建设接近尾声

巫山第一失能特困集中供养项目一隅。

本报讯 （鲁作炳 周子杰 文 / 图）
眼下正是晚熟柑橘成熟时节，走进双龙镇下
湾村、天鹅村柑橘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柑
橘树上挂满“金果果”，果园里弥漫着浓郁的
果香。 据介绍，该品种名为“默科特”，具有味
甜皮薄、汁多籽少、耐储存等优点。

“我们这个是晚熟品种，可以从现在卖
到春节后。 ”天鹅村种植大户彭庆喜拿着一
颗默科特，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他种了 110
亩柑橘，今年是第一年挂果，预计产量 40 吨
左右。

一望无际的果园里， 村民们熟练地采
摘、选果、装箱、上车，一派丰收景象。 双龙镇

种植柑橘 1.1 万亩，2023 年， 下湾村、 巴雾
村、天鹅村种植的龙回红、沃柑、默科特等晚
熟品种挂果面积达 2100 亩， 本产季预计产
量达 1000 余吨。

据双龙镇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赵培琳介绍，双龙镇主要栽种爱媛 28 号、默
科特、沃柑等晚熟柑橘。 为了解决销售问题，
双龙镇党委政府负责人带队到西安市场考
察，成功对接经销商 3 家。 同时与荣科供应
链公司对接达成合作，当前荣科供应链公司
正在该镇有序地开展默科特收购工作。 下一
步，当地党委政府将继续寻找市场，做好柑
橘对接工作，为果农服好务。

双龙镇：2000亩晚熟柑橘上市

村民在田间采摘柑橘。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实习生
邓厚双 文 / 图） 1 月 29 日， 走进双
龙镇白坪村的草莓采摘大棚内，扑面而
来的是一股浓郁的果香，一颗颗红彤彤
的草莓在绿叶的映衬下，泛出诱人的光
泽，绿叶红果十分“养眼”。 游客们手提
果篮， 穿梭于垄沟之间， 忙着采摘、拍
照，绘出一片“莓”香满满的暖冬图景。

今年是王大军种草莓的第四个年
头，之前没少走“弯路”。 他介绍，今年在
设施设备上进行了更新，种植方式有了
创新，技术也日渐成熟，迎来了大丰收。

“我目前种了 20 余亩草莓，一共种了两
个品种，一个是红颜，一个是白雪公主，
采摘时间是从 1 月开始可以持续到 5
月中旬。 ”王大军说。

据了解，传统的草莓种植方式受到
季节和气候的限制，产量和品质难以满
足需求。 王大军在不断地探索中，采用
先进的温室大棚设施，对大棚的地理纬
度、角度和坡度进行精心计算，使大棚
可以合理控制温度、湿度和光照，为草
莓创造了良好的生长条件。

随着乡村休闲游作为近年来迅速
兴起的新型休闲业态，水果采摘因参与
性、趣味性、娱乐性强而深受消费者的
青睐，不少游客选择前往田间地头体验
采摘乐趣、 感受田园风光享受惬意生
活。

采摘路线：巫山县城出发—大昌方
向—大昌出口下高速—前行 800 米右
转—白坪草莓园。

白坪村：草莓采摘正当时

游客正在采摘草莓。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本报讯 （记者 何善春） 1 月 31 日，县畜牧产
业发展中心组织开展 2024 年肉牛产业发展及疫病防控
工作培训会，有关乡镇农服中心负责人、具体负责肉牛
产业发展工作人员、肉牛发展重点村干部及养殖场（户）
共计 90 余人参加培训。

会上，解读了肉牛产业发展政策，对标准场建设和
财政补助项目申报工作进行了培训，还解读了引种及防
疫政策、银行贷款贴息政策和农业担保政策。最后，参会
人员们就肉牛产业发展等内容进行了集中讨论交流。

会议指出， 参会人员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工作，为
肉牛产业发展打好基础，以更加科学、更有技术的方法
进行规模养殖，助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要正确分
析肉牛产业的机遇挑战，积极稳妥推进肉牛养殖，要不
断学习，将现代化先进的养殖、管理、诊疗等技术运用到
养殖中；要坚持“政府导向、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发展肉
牛产业，提早部署、明确目标、规范发展，提高肉牛产业
发展质效，推进全县肉牛产业发展。

此次培训时间为 1 月 28 日至 2 月 2 日， 分三期举
办，来自有关乡镇农服中心负责人、具体负责肉牛产业
发展工作人员、肉牛发展重点村干部及养殖场（户）三期
共计 300 余人参加培训。

另据了解，2023 年我县畜牧产业发展良好，出栏生
猪 59.81 万头、出栏肉牛 0.67 万头、畜牧产业产值达到
14.71 亿元，较上年增长 5.3％。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日前，记者
巫山旅发集团获悉， 为更大程度的满足巫山
广大居民文化娱乐需求， 我县推出办理景区

“一卡通”惠民政策，这项惠民政策让广大巫
山籍居民不限次数游览全县所有收费景区。

即日起， 巫山户籍的居民凭本人有效身
份证可在巫山游客中心（宁江路 111 号）办理
景区一卡通，价格 98 元 / 人 / 年。

办理景区一卡通后， 全年本人不限次数
地免费畅游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含门票、
游船费用）、巫峡·神女景区（含观光车、索道、
神女天梯）、三峡之光·情景夜游景区（一楼）、
文峰景区（含观光车），凭本人身份证刷脸入
园，巫山所有景区让你游个够。

景区一卡通实行常年滚动式办理， 巫山
籍居民凭本人身份证随到随办，实行实名制，
仅限本人使用，有效期为 12 个月，即办理之
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办理次日生效），有效期
满后可重新续办。

据悉， 巫山景区一卡通， 是贯彻落实县
委、 县政府 " 加快建设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
地 " 战略目标，本着旅游为民、旅游惠民的工
作原则推出的重要惠民工程， 旨在贯彻以人
为本、心系群众理念，充分融合 " 三峡里·" 趣
" 巫山 "2024 年营销内涵， 整合巫山旅游资
源，打造精品旅游产品，用更小成本实现本地
居民游览美景、感受河山的目标，进一步推广
" 神女恋城·红叶巫山 " 品牌形象。

特别提醒居民朋友们， 景区一卡通“五
一”、国庆节不参与游览。游览巫峡·神女景区
须从柳坪游客中心进园；游览三峡之光·情境
夜游须当日到巫山游客中心换取船票（一
楼）。

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咨询电话：
023-57756666； 巫峡·神女景区咨询电话：
023-85524123； 文 峰 景 区 咨 询 电 话 ：
023-81729966；三峡之光·情境夜游景区咨询
电话：023-57756666；重庆市巫山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主办监督电话：023-5758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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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畜牧产业发展中心召开肉牛产业发展培训会议

（上接第一版）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需要全县干部同
心同向、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更离不开各位老领导、老
同志的倾情关怀、倾心指导、倾力支持。 希望老干部、老
同志紧跟新形势、把握新要求、聚焦新任务，继续发挥政
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巫山发
展和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为加快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
民现代化新巫山发光发热。 要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讲
好巫山故事，传递正能量，做好聚人心、增共识、汇合力
的工作，继续当好“领头雁”“智囊团”“宣传员”。

曹邦兴强调，老干部、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县委、县政府坚定不移、一以贯之支持重视老干部工
作，一定常怀尊老之心，恪守敬老之责，多办利老之事，
用心用情、精心精细、满腔热忱地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更
好满足老干部、老同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我县向老干部通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