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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文 / 图）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看春耕。连日来，
县农业农村委分成 8 个组，组织全县 320 余
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广大农户送去
技术和服务，保障春耕备耕。

眼下正值小麦、油菜等小春作物生长的
关键期，做好防病害防治至关重要。 2 月 26
日，在官渡镇成片的油菜地里，农技人员告
诉记者，前几天的一场大雪对铜鼓、庙宇、福
田等乡镇已开花的油菜有一定影响。 眼下，
要尽快清沟排湿，做到山沟相通。 摘除已经
发生冻害的叶片，及时补充追施肥料，做好
病虫害防治。

据介绍，县农业农村委就如何加强在土
作物管理，已下发文件、视频教程到各乡镇
农业服务中心并要求农技人员严格指导村
民春耕生产。 同时，由班子成员带队到乡镇
指导小春作物田管，大春作物闭耕。

“农业部门派农技人员到村里指导春耕
生产，让我们更有信心种好地，对今年收成
充满期待。”在谈及春耕生产时，两坪乡石龙

村村民向昌树自信满满地说。
“我们积极开展春季农田管理‘流动课

堂’，为村民们提供零距离、全方位的农技服
务，做到了全县春耕生产指导全覆盖。”县农
业农村委农技站站长胡斯刚介绍，全县小春
作物达 28.4 万亩，不敢有丝毫马虎和懈怠。
目前， 海拔 1000 米以下的乡镇完成了春马
铃薯播种， 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山乡镇正
在陆续播种。由于近期雨雪天气导致春马铃
薯播种略有推迟，3 月下旬可全面结束。 春
播红薯、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种植要 5 月
底结束。

据了解，每年春耕时节，都会安排农技
人员下乡送技术， 指导农户科学备春耕、因
地制宜选择良种、配方施肥等，确保全年粮
食生产开好头，起好步，守住百姓的“米袋
子”和“菜篮子”。

巫山：320 名农技人员走进田间“把脉” 实现春耕生产指导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文 / 图） 鲁渝协作助就
业，贴心服务暖人心。 2 月 26 日，我县 18 名外出务工人
员踏上由县人力社保部门安排的鲁渝劳务协作务工专
车，前往山东烟台务工。

“今天带着两个妹妹去山东烟台务工，因为我们家
是脱贫户，年前听说政府这边有统一包车活动，从‘家门
口’到‘厂门口’，并且有很多岗位任自己挑选，于是就报
了名，以前出门都是自己坐车，自己找工作，现在这个政
策让我感觉特别温馨。 ”两坪乡村民向涛告诉记者。

近年来， 县人力社保部门借助鲁渝劳务协作平台，
主动与山东烟台、龙口等地企业联系对接，积极协调企
业提供就业岗位， 通过网上招聘的形式招聘农民工，再
由当地采用包机、包车的方式，成规模、成建制组织脱贫
人口安全有序赴鲁就业，实现巫山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和
山东企业顺利复工复产双赢。

“今年过年回家听见政府有政策，才发觉有更好的
厂和工作等着我们， 有这些政策的帮助， 我更有信心
了。 ”应届毕业生李世雄说。

下一步，为进一步深化鲁渝劳务协作，县人力社保
部门将会同烟台人社局筛选一批用工需求大、薪酬待遇
好的企业岗位介绍给脱贫人口，实现企业岗位提供和脱
贫人口求职需求的精准匹配。 同时，继续加大政策宣传
力度，积极落实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技能培训和
转移补贴等就业扶持政策，促进我县劳动力转移就业和
就近就业双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今年，我
们将拼全力、尽全责、获全胜，勇夺巫峡·神
女景区 5A 景区金字招牌。 ”日前，县旅发
集团负责人在高质量旅游发展大会上表
示。

今年，旅发集团要全面凝聚上下“一条
心”的创建共识，坚定必胜信心，鼓足必胜
干劲， 把 5A 创建作为集团头等大事和重
中之重的工作来抓， 全面形成人人关心创
建、人人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建立一体化
推进、系统化落实工作机制，推行清单化、

项目化闭环管理， 确保创建工作事事有人
抓、件件见实效。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
心、“开局就是决战、 起步就是冲刺” 的勇
气，“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劲头，拼全力、
尽全责、获全胜。

要全面坚持对标对表“一盘棋”的系统
理念，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及相关评分细则，
一项一项找差距，一遍一遍过筛子，全力确
保创建工作不走弯路。围绕“景区游览路线
不清晰、标识系统设置不完善、咨询投诉处
置不及时、 游客中心部分功能分区需优化

等”专家组的指导意见和整改清单，逐项研
究、逐项解决、逐项达标，全力确保问题整
改一步到位。 紧扣精细化管理、 标准化服
务、市场化运营等短板，突出重点难点，找
准思路方法，明确时限要求，对“看得见”的
问题立即处理、“想得到”的短板同步提升、
“有可能”的弱项全力填补。

要全面保持尽锐出战“一股劲”的攻坚
状态，进一步强化主人公意识，坚持站在高
处、想在深处、干在实处，在第一时间，以第
一速度，用第一精力，紧盯创建时序，紧扣

创建标准，紧抓关键环节，把 5A 景区创建
作为落实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的重
要载体， 提升景区标准化建设、 规范化管
理、人性化服务、品牌化运营能力，推动巫
山旅游迭代升级。同时，以体制机制为保障
高效率统筹， 以游客满意为中心高标准推
动，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全面完善基础设
施、优化景区环境，高质量推进景观节点提
升、配套功能完善，持续培育新业态，创新
消费场景，让景区既有热度又有温度。

县旅发集团：全力创建巫峡·神女景区 5A

农技人员在田间地头了解小麦生长情况。

我县 18 名务工人员乘专车到山东就业

欢送务工人员赴山东就业。

2 月 24 日，记者一行走进平河乡，只
见峡谷内瀑布尽收眼底。 岩壁、瀑布交相
辉映，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如图）。

行走在峡谷深处， 沿途从谷底仰望
苍崖翠壁，瀑布从高耸的悬崖一泻而下，
击打在谷底的石头上， 带着树叶香气的
露水抚去了尘世的浮躁， 飞瀑从悬崖高
处跌落下来，响声如雷，水花四溅，极其
壮观。 此时的溪流、瀑布、溶洞、高山草
甸，田园风光融为一体。

记者 任美莲 摄

平平河河瀑瀑布布美美如如画画

本报讯 （记者 何善春） “去年，我种了 50 亩烤
烟，产量达到了 15000 斤左右，收入有 32 万元。今年，我
还打算加大烤烟种植量，多挣点钱。 ”2 月 23 日，官阳镇
鸦鹊村的烟农黄洪全跟记者算了一笔账并说起今年的
计划。

黄洪全说，每次到烤烟采收时节，看着如绿毯版铺
满大地的烤烟，脸上都会不自觉流溢出幸福的笑容。 因
为在家种植烤烟，不仅能挣钱，还可以陪伴家人。

除了种植烤烟外，中药材、核桃、高山蔬菜等，让村
民们的收入也十分可观。

今年，官阳镇党委政府用“4+2”发展思路，即烤烟、
中药材、核桃、高山蔬菜特色农业产业和高山生态乡村
旅游业、生态工业引领绿色发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官阳镇党委书记汪顺升表示，2024 年，全镇烤烟种
植规模将突破 5000 亩，中药材规模达 11000 亩，核桃管
护 12800 亩， 全镇高山蔬菜达总面积 4550 亩。 与此同
时，稳步发展高山生态农业观光园“云中花谷”，开展夏
日清爽“汉服季”、乡村大舞台等为载体的文旅活动。

新的一年， 官阳镇领导干部还将持续深入基层调
研，发挥基层党组织前哨、探头作用，通过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逐步把工作做实，把“问题清单”转变
为“成效清单”。 将继续筑牢防规模性返贫底线,持续开
展防返贫动态检测与帮扶工作， 严格按照三种预警方
式，“四进五不进”原则，定期开展排查，做到早发现、早
干预、早帮扶。同时，探索研究以新民村八王寨为代表的
一批历史文化景观，丰富文化内涵，增添文化底蕴，创新
文旅融合，促进集体经济发展，让群众鼓起“钱袋子”。

官阳镇：“4+2”思路引领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