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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美莲） 3 月 13—
14 日，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核查组对我县创建
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进行现场核查，
并召开核查情况反馈会。 市生态环境局生态
处一级调研员刘文，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
站研究员王正奎等一行进行现场核查，县领
导杨苹、屈大功一同核查或参加座谈。

期间，核查组听取了巫山关于创建工作
的情况汇报，审查了指标完成情况和档案资
料，并到曲尺乡柑园村、巫山云雨康养旅游

度假区、安静村神鱼谷生态社、大昌湖国家
级湿地公园等地，围绕完善生态制度、发展
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屏障、维
护生态安全、打造生态人居、弘扬生态文化
等 7 个方面进行实地考察。

对照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县指
标，专家组认为巫山创建重庆市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工作扎实、成效明显、亮点突出，档
案资料规范详实，2022 年 38 项创建指标得
分 95 分，总体达到考核要求，专家组一致同

意通过现场核查。
刘文指出，巫山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积极贯彻落实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绿
色生态产业得到高质量发展，巫山要深刻认
识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建设的重大意义,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对标对标
质量体系，及时查漏补缺、补齐短板，持续深
入推进创建工作，推动全县生态文明建设迈
上新台阶。

杨苹表示，近年来，巫山先后荣获“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全国文明县城”“中国天然
氧吧”“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
等国家级荣誉称号，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生态文明建设
成效显著。 下一步，巫山将对标对表指标体
系，进一步优化产业及能源结构，完善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长效管理机制，总结提炼成
功经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树立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样板。

巫山通过创建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现场核查

本报讯 （记者 向开伟 董存春 王
忠虎 文 / 图）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春光
无限。 坐标巫山西北重镇龙溪百花盛开，处
处如画，是踏青赏花赏景的好去处。

今日雪如花，明日花如雪。 在马岭村李
苏桂脆李园、 老鸦村廖荣华蜂糖李园等地，
上千亩的李花竞相绽放，团团簇簇、缀满枝
头，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形成“花动一山春
色”的绝美景象。

在古镇，小巷木楼、毛主席语录、明清碉
堡、百年古树……完好保存着清明、民国、抗
战时期、解放初期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印
记，是我县唯一一座保存尚好原汁原味的古
镇，也是我县两个市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居住在龙溪场镇，清早推窗见绿，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听得到鸟鸣，
闻得到花香，这是龙溪镇的真实写照。

趁春光正好，趁百花齐放，踏青赏花正
当时，心动不如行动，龙溪镇邀请你开上爱
车出发吧，一起和春天撞个满怀。

踏青赏春路线：
巫山县城—巫大高速—大昌收费站下

道—按照路标前往龙溪镇—马岭李苏桂脆
李园、老鸦廖荣华蜂糖李园

春到龙溪百花香 踏青赏春好时光

油菜花烂漫。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3
月 14 日，记者走进骡坪镇茶园村茶叶基地，
只见茶园随着山势起伏，一行行茶树整齐排
列，吐露出一丝丝新绿。 村民穿梭在茶林之
间，忙着除草、施肥。

巫山县沈家河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向承明告诉记者，春季施肥主要是为了增加
茶叶的产量和品质， 让它发的芽头更大一
点，还有 15—20 天，将进入茶叶采摘期。

茶园村平均海拔 800 米， 良好的生态、
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茶叶生长，因此以前
家家户户都种植茶叶，但随着外出务工人员
的增多，加上管护与加工技术欠缺，茶叶经
济效益不佳，成片的茶田逐渐荒废了。

随着我县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同乡村
振兴有限衔接的目标，骡坪镇党委、政府积
极引导茶园村根据自身独特的优势，从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入手，带动村民因地制宜发展
茶叶产业。

2019 年 3 月，由村集体出资、村民以现
金或土地入股方式成立巫山县沈家河农业
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后，采取“专业社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将荒废的茶叶产业发展
壮大起来。 让入股的农户直接参与分红，未
入股的种植散户可将茶叶散卖，也可将自己
采摘的鲜叶送到茶厂加工， 加工费 2 元 /
斤，多种模式合作，消除村民加工、销售等后
顾之忧。

近年来，茶园村通过“抱团发展”的方
式，带动全村村民参与茶叶种植。 如今，全村
种植茶叶约 1300 亩， 茶叶鲜叶年产量达 30
余万斤， 年总产值 150 万元， 带动周边 230
户村民增收致富，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全村
增收致富的“黄金叶”。

茶园村：茶叶成村民增收致富“黄金叶”

茶园村茶叶基地一隅。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莲 王忠虎 文
/ 图）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年好景在春耕。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3 月 14 日，
记者一行走进平河乡龙潭村，只见蔬菜大棚
里春意满满，绿意盎然，种植户石林俊和妻
子正忙着播种四季豆，为玉米苗洒水，移栽
辣椒苗，一派热火朝天的播种场面，一株株
翠绿的茄子苗、辣椒苗、玉米苗铺满了大棚，
为大棚蔬菜抢“鲜”上市，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龙潭村将周期短、见效快的蔬
菜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积极
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大棚蔬菜，在蔬菜大
棚内，幼苗已经扎根生长，石林俊正照例在
棚里掀开棚膜查看幼苗生长情况。

“幼苗移栽到大棚里，生长期的管护也
至关重要，我们合作社种植规模有 80 多亩，
主要种的是茄子、 辣椒还有瓜果之类的，大
概在五月初可以开始上市 。 ” 种植户石
林俊告诉记者。

为夯实蔬菜产业发展基础，不断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大棚蔬菜，通过

政策、技术帮扶等措施，石林俊的蔬菜大棚
用上了配套的滴灌技术， 不仅省工省力，还
提高了蔬菜产量，这让正在给大棚里的玉米
幼苗浇水的村民连连赞叹。

龙潭村采用“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村
民除了可以在家门口务工挣钱之外，还可以
通过土地入股方式进行分红，大大提高了村
民的收入。

“常年在我们合作社务工的有 10 人，还
有临时的、打短工的，形成了产业带动就业、
就业促进产业模式，帮助群众增收致富。 ”石
林俊说。

近年来，平河乡利用老百姓的闲置土地
发展农业合作社，种植绿色蔬菜，促进老百
姓增收致富。 将蔬菜产业作为加快乡村振
兴、增加农民收入的切入点，充分利用蔬菜
大棚等农业设施，鼓励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
求，发展反季节蔬菜种植，帮助农户增加致
富增收渠道，不仅丰富了群众“菜篮子”，还
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龙潭村：大棚蔬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村民正在管护幼苗。

▲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雷行星 文 / 图）
3 月 13 日，在位于三峡里·竹枝村内的一座通讯基
站的施工现场，一个个“雪糕筒”防止在醒目处，围
出安全施工区域，区域经理、项目经理、安全员、施
工员等全部就位，铁塔设备完成入场。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大型吊车伸出长臂，放下
钢丝，在两名工人的配合下将铁塔主体分段缓缓吊
起，并转动长臂将塔段吊到安装位置。 5 名工人迅
速上前，拧上大螺丝帽，将塔段和桩基进行固定。

“这个通信基站现在地基已经施工完成，目前
正在安装铁塔主体，整个通信基站在明天就能安装
完成。预计下周一就能完成 5G 通信的开通。届时，
将大大提升当地居民及来竹枝村旅游游客的通信
使用感。 ”重庆铁塔巫山办事处区域经理尹静向记
者介绍。

在吊车的轰鸣声和施工人员的忙碌中，经过连
续 4 个多小时紧张高效地吊装、 组装和固定作业，
这个塔高 30 米，包含 3 个塔段、避雷针等，名为“圣
泉书院”的通信铁塔已经初见雏形。

这是重庆铁塔巫山办事处加快推进通讯基站
建设、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重庆铁塔巫山办事处区域经理尹静表示，铁塔
公司在服务巫山网络强国方面，目前已经建成基站
1700 余个， 其中包含室内分布系统、4G、5G 基站
等，通信基站主要覆盖于城区，广袤的农村以及森
林地区等，已经建成 134 个普遍服务项目。

尹静称， 基站主要分布在广袤的偏远农村，建
成后，将实现凡有人烟处，皆有通信塔，将大大提升
农村地区通信覆盖情况，将实现互联网助力乡村振
兴。

据了解，重庆铁塔巫山办事处统筹全县通信基
础设施“一张网”规划建设，新建基站共享率由 10%
提升至 60%，基本实现了城区重要场景的 5G 网络
连续覆盖， 快速完成了郑万高铁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实现了高铁与通信同步开通。 助力筑牢数字重
庆建设基座。 如今，重庆铁塔从行业共享迈向社会
共享，推动“通信塔”变为“数字塔”为千行百业赋
能，为农业、林业、环保、政法服务。

近年来， 重庆铁塔巫山办事处紧紧围绕县委、
县政府工作部署，结合抓好“两件大事”、打造“四张
名片”，聚焦数字政府、数字乡村等工作，建设高质
量网络，提供高质量服务，全力保障通信网络覆盖，
推动数字重庆建设在巫山加力提速、 积厚成势，以
数字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群众生产生活、造福
人民群众，为加快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新巫山贡
献力量。

巫山已建成通讯基站 1700 余座

工人正在安装基站底座。

(上接第一版)除了鲜果收购商，现场还来了不少
深加工企业，巫山振兴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其
中之一。

“我们一口气包揽了曲尺乡 10 个果园的脆
李。 ”该公司农特产品采购负责人侯元介绍，企业
主要将收购的果品用于脆李酒等深加工，近两年
鲜果收购量在数百吨至上千吨不等。

成都中国青年旅行社三峡线负责人雷电也
带来了好消息：“今年，我们与巫山签订了合作协
议，全年计划从四川吸引 3 万名左右游客组团游
巫山、品三峡。 ”雷电算了一笔账，川内游客前来
巫山将在小三峡、神女峰、神女溪等景点贡献门
票收益 150 元 / 人， 住宿一晚及三餐人均消费
300 元左右，而且“依照往年经验来看，巫山脆李
等特产很受游客青睐。 ”

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刘仁鹏透露，本届
李花节前及当日，已有来自四川、湖北、陕西、广
东、江苏、福建等地的 30 多名客商，预订了上万
吨巫山脆李。

据了解，巫山脆李种植面积已达 30 万亩，其
品牌价值更是高达 27.1 亿元，连续三年蝉联全国
李品类第一。今年进入 3 月中旬，分布在海拔 175
米至 800 米处的 30 万亩李花陆续开放， 赏花期
将持续约一个月，我县专门推出了多条沉浸式精
品旅游路线及 10 余项主题活动。

巫山脆李已被预订上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