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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任美莲
文 / 图） 3 月 2 日，记者在福田镇浑水
村白茶园里看到，刚刚补栽的茶树苗鲜
嫩油绿，长势正旺。 工人分散在茶山上，
开展兑水、打药等工作，现场一片忙碌
的劳作景象。

“我们在白茶基地进行白茶春管工
作，打药过后再施肥，每月工资两三千
元。 ”浑水村 2 组何起满笑着说。

浑水村现种植白茶 800 亩，2021 年
开展土地清园，2022 年开始栽种， 栽种
5 年后见效益。 随着浑水村茶产业的不
断发展,茶叶种植规模逐渐扩大,茶园所
需劳动力也在逐渐增多, 该村大多村民

早已从农民变成了茶园工人。
茶叶是福田最具辨识度的产业。 近

年来，福田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茶产业， 积极做大做强

“茶文章”，把产业培育、产业发展作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重要举措。 目前，全镇种植茶
叶 15000 亩， 其中绿茶 8000 亩、 白茶
5000 亩、老鹰茶 2000 亩，主要分布在双
凤、茶山、段家等 11 个村，现有 4 个村
集体茶叶加工厂、6 个村集体茶园。为充
分做好下一步春茶采摘的前期准备，福
田镇正在积极抢抓农时管护茶苗，力争
早日完成茶园春管工作。

福田镇：茶叶种植面积达 1.5万亩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文 / 图）
3 月 1 日，记者在两坪乡向鸭村看到，当
地果农正在对脆李树进行嫁接。 从切
割、 包扎……不一会儿的功夫，10 多棵
脆李树就已经换上了新芽。

“向鸭村脆李基地，原先品种不好，
没有收入，感谢党和政府今年给我们换
新品种。 新品种脆李叫‘中熟黄肉’，很
好吃的，这将使我们向鸭村以后的经济
有保障。 ”村民刘祚定说。

据介绍，果树嫁接是无性繁殖果树
的一种常用方法，嫁接后的植物具有长
势旺、抗病性强、产果率高的优点。 中熟
黄肉果实中等，近圆形，果顶略凹。 果皮
底色绿色至绿黄色，皮中等厚，果点明

显，果粉厚。 果肉浅黄色，肉质致密，纤
维少，汁多味香，脆嫩，酸甜适口。

“向鸭村嫁接中熟黄肉品种脆李
759 亩， 对嫁接脆李确保成活率达到
95%，并打药和抹芽。 下一步，在技术管
理方面，我们村将优化种植模式，实施
好从土壤管理、肥水管理、整形修剪到
病虫害绿色防控， 强化技术落实到位，
实现优质高效，以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
向鸭村支部书记、主任伍早青说。

据了解， 两坪乡共有脆李树 2.5 万
亩， 投产树约 1.2 万亩， 今年嫁接约
5000 亩，主要集中在向鸭、华家、周家等
9 个村。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通讯员
杜建君 文 / 图） 立春后，气温升高，
各种果树含苞吐蕊。 近日，建平乡抢抓
花前有利时机、提前谋划，组织村民有
序及时开展脆李春季管护工作， 确保
今年脆李实现“种下一片、管好一片、
见效一片”的目标。

在建平乡建坪村 1 社脆李园内一
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
职，修剪树枝、清理杂草，忙得不亦乐
乎。

“修剪树枝是果树管理的一项重
要内容，经过修剪的果树更加“精神”，
树形更加优美，可以改善通风透光，保

证果树枝叶的伸展， 结出的果子质量
更好，产量也会更高。 ” 果农陶达衡
说。

下一步， 建平乡将结合乡村振兴
战略，把“好资源”转化为“好钱景”，并
加大管护力度及配套设施建设， 打造
“春赏花、夏摘果、秋丰收、冬戏雪”，深
入推进农旅融合，带动群众“甜蜜”增
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新动能。

据了解，建平乡种植脆李 3000 余
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清园、修枝 2300
余亩， 预计 3 月底全面完成管护工
作。

两坪乡：嫁接“中熟黄肉”脆李 5000亩

建平乡：抢抓时节管护脆李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3 月 2 日，在曲尺乡，10 吨柑橘被装上货
运车辆后运往西藏米林市，成为“巫山恋
橙” 首次销售西藏的首发车辆。 此次销
售，是曲尺乡与米林市商务委、供销合作
社达成的“巫山恋橙”直销通道。

柑园村党支部书记蔡萍介绍， 为保
证柑橘质量，他们还专门购买了棉絮，对
运输车辆进行了防护， 防治柑橘受到冰
冻或挤压损伤。

“运输车辆将通过 318 国道，历经 5
天长途运输后到达目的地。 ”蔡萍告诉记
者，接下来，她们还将跟踪销售情况，积
极对接市场需求， 为打开该地的脆李和

柑橘销售市场， 有针对性地制定销售营
销计划， 让巫山脆李和巫山恋橙走进西
藏。

据了解，自柑橘成熟以来，曲尺乡党
委政府提前谋划宣传销售工作。 除派出
销售团队分赴各地市场联系之外， 还通
过成立直播团队、 党员干部志愿销售分
队、网络销售达人直播等，多渠道销售柑
橘，进一步畅通柑橘销售渠道。 目前，曲
尺乡 1.5 万余亩柑橘销售已接近尾声，销
售柑橘 1 万吨以上，产值超过 1 亿元。

10 吨“巫山恋橙”正在装运发往西藏。

村民正在进行春茶管护。

村民正在对脆李树进行修枝。

村民正在对脆李树进行修枝。

（上接第一版)“我是文化产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 在这次
招聘会上他瞄准了人才专员的岗位，最终递上了个人求职
简历，很希望有机会能去山东就业。 ”求职者聂学良边填简
历边告诉记者，经与企业人资专员认真交流，聂学良现场
收到企业回复建议很是高兴。

县就业人才中心相关负责人称， 我县是劳务输出大
县，全县总人口 65 万人，常年外出务工的人员有 16 万人
左右，多年持续打造的“巫山建工”“巫山红叶姐”等劳务品
牌，倍受市场欢迎，年劳务收入 50 多亿元。 下一步，将持续
在全县范围集中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宣传服务举措、密集
举办招聘活动、积极组织劳务对接、大力支持返乡创业、推
出系列暖心举措， 集中为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各类劳动者，
以及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帮扶，努力实现“稳
就业增福祉、保用工促发展、提热度强信心”的春风行动活
动目标。

就业春风拂面来

（上接第一版)下一步，要加快打造实用实战标志性成果；着
力提升城运中心实战质效。 要提升精准感知和态势分析能
力、提升指挥调度和高效执行能力；推动六大系统形成点
上能力标志性成果；着力优化“141”基层智治体系。 要持续
深化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提升一体化治理智治平台
运行质效、提高网格实战能力。

会议强调，要迭代升级工作体系架构，全面提升适应
引领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水平。 推进数字重庆建设是一项关
系全局、影响长远的战略任务、系统工程，是一场攻坚战、
持久战。 要增强大局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强化使命担当，
着力推动数字重庆建设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要进一步夯实
责任、提升本领。 要强化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培训，加强专
题化系统化、全方位各层级的业务培训，坚持在干中学，在
学中干，边学边干。

同时，进一步加强统筹管理。 加强对上衔接，做好承
接，强化项目管理，严格按照《巫山县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
办法》做好信息项目的建设和资金管理。

据了解，结合全市部署和我县工作实际，我县的目标
是：到今年 4 月底，“三个核心绩效”提质增效，城运中心具
备实体化运行条件，市级贯通应用承接率 100%，新增多个
应用纳入区县应用“一本账”，力争多个“一件事”入选区县
典型案例，确保今年数字重庆建设取得“开门红”。

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 县委各部委，县级各部门，有关
人民团体， 有关单位及部分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分
管负责人、业务骨干，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主
会场参会；各乡镇（街道）其余班子成员，各科室负责人及
推进数字重庆建设业务骨干在分会场参会。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莲 陈久玲)
初春时节，巫山 7.8 万亩晚熟柑橘陆续成
熟上市，漫山遍野的柑橘挂满枝头，构成
一幅美丽的田园“橘海”景色，果农乘着
晴好天气忙着采摘柑橘， 并将其打包装
车，准备发往预订客户手中。

3 月 1 日，记者走进福田镇天宫村柑
橘果园里， 果香扑面而来， 一个个丰硕
W.默科特压弯了枝头，黄灿灿的果实透
过翠绿的枝叶挂在树间，甚是诱人。 在田
间村民们正挎着竹篮， 在果园林里来回
穿梭采摘， 在分拣中心工人们则正在打

包、装车绘就了一幅“甜蜜”的丰收画卷。
“现在果园里的 W.默科特、卡拉红

橙这些晚熟柑橘已经可以上市了， 我们
公司种植的柑橘有 1500 多亩，每天组织
60 多个工人采摘，从一月份开始，现在已
经采了 300 多吨了，全部销往外地了。 ”
天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果园管理人曹学
文说。

当下正是晚熟柑橘成熟上市的时
节，福田镇积极组织镇村干部、种植大户
与经销商对接，联动果农，通过“线上 +
线下”方式，拓宽销售渠道。 福田镇共种

植晚熟柑橘 1.6 万亩，目前，已销售柑橘
600 吨。柑橘产业是福田镇群众致富增收
的支柱产业， 该镇不断探索村集体经济
建立起以发展晚熟柑橘、 特色乡村旅游
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 依托专业合作
社带动村民参与， 让当地群众有土地流
转、基地务工、自主种植、集体经济分红
等多份收入。

“我们从一月份到果园务工，主要是
采摘柑橘， 一个月大概拿得到 2 到 3 千
元，很满意。 ”天宫村村民王兴彩告诉记
者，除了采摘，园区还能除草、施肥等，一

年下来， 她在家门口就能有上万元的务
工收入。

近些年来， 全县发展柑橘种植面积
已达 20 万亩， 其中晚熟柑橘默科特、沃
柑等有 7.8 万亩，年产量 4.3 万吨，因晚
熟柑橘可从上年的 12 月底卖到次年的 3
月，从而填补了市场空档期。 自晚熟柑橘
上市以来，巫山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
渠道，助力果农增收，截至目前，全县已
销售柑橘 5.9 万吨。 晚熟柑橘成熟以后，
不仅能丰富本地市民的果篮子， 还通过
生鲜物流运送到全国各地。

巫山:7.8 万亩晚熟柑橘陆续上市

10吨柑橘首次销往西藏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肖乔）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
强民族强。 巫山，“山水丰茂、物产丰盛、人文丰厚”，从文化
资源上来说,有三峡文化、神女文化、云雨文化、诗词文化
等，称得上是三峡库区中的“富县”。

去年，我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稳步发展，成功举办“启
航新征程·幸福中国年”下庄村晚、第十七届（巫山）国际红
叶节、第五届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新时代新征程新使
命”迎新晚会，以及广场舞、街舞大赛，社区艺术节，群众歌
咏活动和美术书法摄影联展等。 开展巫山龙骨坡遗址考古
发掘项目中期评估，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我县还不断完善
非遗文化资源库，打造非遗精品节目，开展放惠民电影、送
文化下乡等公共文化活动，丰富老百姓文化生活。

今年，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暨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
提出，要着力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能力，打造原创文艺精品力作，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这一系
列目标，为我县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县指明了方向。
县文化馆馆长杨曦表示，将立足岗位，认真贯彻落实全县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
效能上下功夫，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走深走实。

“在文化供给上，将持续开展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广
场舞展演、美术书法摄影联展等重大群众文化活动，并通
过文艺下乡‘你点我送’、文化志愿服务‘你需我供’、场馆
预约‘你来我在’的方式，实现服务精准化和优质化。 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方面，将推动下庄扎染、宁河花灯
等手工技艺的传承和推广，把三峡皮影、背二哥号子等传
统音乐、戏曲搬上舞台、到校园、入社区、进景区，让广大市
民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中提升文化自信，助力文化强县建
设。 ”

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文化自觉
加 快 建 设 新 时 代 文 化 强 县

加快打造数字重庆实用实战标志性成果
为现代化新巫山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市民免费参加声乐培训。 曾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