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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3 月 24 日，重庆地区单机
容量最大的风电场项目—巫山大风口风电场项目开工。

据了解，项目位于三溪乡境内，由县发展改革委招商
引资落地巫山，三峡能源四川分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
3.7 亿元， 拟安装 8 台 6.25 兆瓦和 2 台 5.0 兆瓦风力发电
机组，总装机规模 60 兆瓦，是重庆地区单机容量最大的风
电场项目。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上网电量 11072 万千瓦时，
每年可节约标煤 3.63 万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 696.5
吨，二氧化碳 8.60 万吨。不仅是重庆能源供应的有效补充，
而且作为绿色电能， 有利于缓解电力工业的环境保护压
力，促进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项目社会效益显著。

下一步，项目团队将精心谋划，安全优质高效推进项
目建设，力争早日并网发电。

巫山大风口风电场项目开工

三月下旬， 正是脆李花开时节， 记者走进平河乡龙潭
村，洁白的花朵绽放枝头、如云似雪，春风吹过，落英缤纷、
花香阵阵，美不胜收。 围绕着这片美丽的李花林，蜜蜂飞舞
忙采蜜，农人穿梭忙春耕（如图），虽是各忙各的，互不相扰，
却又无比和谐，相映成趣。

记者 陈久玲 任美莲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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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连 陈久玲
文 / 图） 青山远黛，橘果飘香。时下，大昌
镇兴旺村晚熟柑橘陆续成熟采摘上市。 一
棵棵橘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果实，把果园
染成了“金山地”，映出乡村好“丰”光。

在兴旺村郁郁葱葱的桉吉果园里，金
灿灿的柑橘压弯了翠绿的枝头，村民们提
着竹篓，在林间来回穿梭，采收成熟的柑
橘，呈现出一派喜人的“甜蜜”丰收景象。

“正在采摘的沃柑是一个晚熟品种，
采摘期差不多是一个半月左右，这个品种
果肉粒脆、入口即化，味道很不错，我种植
了 300 亩，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了，能收
入 50 万元左右，下一步，我还将准备发展
观光农业，带动更多的周边老百姓致富。 ”
桉吉果园负责人夏国桉告诉记者。

桉吉果园种植的柑橘是晚熟品种沃
柑，今年初挂果，种植面积有 300 亩，晚熟

柑橘不仅填补了春季节水果市场的空白，
成熟期还可以延长到 5 月， 具有采摘期
长、果实耐储运等特点，口感汁多味甜，且
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备受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桉吉果园充分利用兴旺村地
理、气候、土壤等优势，因地制宜种植柑橘
产业并通过合理规划、技术培训等方式在
当地培养种植大户进行管理和发展壮大
产业，让兴旺村农户通过土地入股获取收
益分红的同时，常年为村民提供务工就业
机会，使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提高家庭
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接下来，桉吉果园将不断推动柑橘果
园标准化建设， 积极推广柑橘生态栽培、
绿色防控等技术，推进柑橘产业与乡村观
光旅游有机融合，力促“甜蜜产业”更加甜
蜜。

兴旺村：晚熟柑橘进入采摘季

村民正在采摘晚熟柑橘。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3 月 26 日，县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巫官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陈恭福，到三溪
乡中交矿山项目建设现场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
工作。

陈恭福一行听取了三溪乡、中交巫官项目公司和中交路
建北方公司矿山廊道项目部关于绿色矿山建设情况的汇报，
并实地查看了工业广场和廊道项目作业区安全生产和环境
保护相关情况。

陈恭福强调，项目业主要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大力推进绿色矿山、智慧
矿山建设，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施工企业要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
建设日常管理，坚决守牢安全与环保两条底线，深入排查化
解风险隐患，严格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规范、完成时限稳
步组织推进。 辖区政府要不断压实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
任， 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地推进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切
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落到实处。 同时要切实做
好施工环境保障，确保项目顺利竣工尽早投产达效。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走进三月，便走进了花的季节。3
月 25 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位于
海拔 800 米的庙宇镇，放眼望去，眼前
呈现的是一片花的海洋。

沿着硬化的村道， 伴着一路悠悠
的花香，记者走进水磨村，只见水库一
库碧水，映着蓝天白云，与金黄的油菜
花、雪白的李花、错落有致的房屋交相
辉映，相映成趣，好一幅美丽的乡村画
卷。

有巫峡粮仓之称的庙宇镇， 每年
都种植有上万亩的油菜， 现在脆李种
植面积也达 1.2 万亩。 每到春暖花开
的时候，金黄的油菜花、洁白的李花争
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

据了解， 水磨村现在规模发展脆
李 3000 余亩。 在水磨水库处举目眺
望，遍山李花如春雪覆盖，一间间民居
掩映其间，美轮美奂，令人流连忘返。

现正是庙宇镇油菜花、 李花的盛
开时节，观赏时间可持续到 4 月中旬。

庙宇镇：万亩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

李花覆盖的水磨村。▲

李花树下忙春耕

陈恭福检查督导中交
巫官矿山项目建设工作

兹有巫山县建平乡云台村村民委员会遗失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山支行秀峰分理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678000933803， 编号：653001672033,账
号：3903010120010002380），声明作废。

兹有重庆市神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 法人代表： 吴泽辉，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7565602340A，许可证编号：JY1500237003012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外宾到曲尺赏花游玩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王忠虎

文 / 图） 春风拂面百花开，桃花、李花、
梨花……竞相开放、娇艳夺目，让人目不
暇接。 市民游客漫步其间，赏花、拍花，乐
享美好春光。

3 月 27 日， 在曲尺乡柑园村的千亩
李林间，洁白的李花缀满枝头，竞相绽放，
宛若白雪覆盖，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踏青
赏花、拍照打卡。 果园里，满是欢声笑语。

外籍游客明珠介绍，她来自乌兹别克
斯坦。 在柑园村走了一圈，觉得这个地方
让人感到平静。“我来到这里很受启发，因
为这里有漂亮的李花、李树，这里和城市
有着不一样的景色，我很喜欢这里。 ”

脆李林外，10 多家别具特色的农家
乐则是另外一番忙碌景象。

孙二娘农家乐的老板娘孙美玲介绍，
从李花节开幕以来，现在每一天能接待十
几桌客人，每天收入在 2000—000 元。

近年来，我县因地制宜实施农旅融合
发展，充分整合县域农业产业、经济果林、
乡村旅游等资源， 通过一产带动三产，走
出了农旅结合的新路子。

今年，文化旅游委还策划了以“李花
节”为主题的系列乡村旅游活动，并推出
3 条精品踏青赏花游线路，为游客提供更
多出游选择。

如今，全县基本形成“春赏花，夏避
暑，秋风情，冬康养”“四季有主题，月月都
有活动”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而“赏花经
济”正成为赋能生态旅游、乡村振兴的新
亮点。

（上接第一版）见识了崇山峻岭，才明白重庆人民战胜千辛，
克服万险，走向了现代，有多么不容易。“这种永不言弃的精
神就是我心中的重庆城市精神。 ”

来自广西的岑江红在骡坪镇工作，是一名选调生。她认
为，“热辣重庆”就是重庆城市精神的最高赞誉。“热”不仅指
天气热，还有重庆人热情豪爽的性格；“辣”，不但有“火辣、
麻辣的火锅和烤鱼，而且有火辣的重庆妹子。

采访中， 不少市民表示， 重庆城市精神是一种勤劳朴
实，不怕苦，不怕累，勇于奋斗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重庆人努力前行，创造幸福生活。

“重庆城市精神”表述语征集引发热议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
文 / 图） 3 月 26 日， 记者走进大昌镇兴
胜村一柑橘园内，一个个黄橙橙的果子挂
在枝头令人垂涎欲滴。 微风吹过，缕缕果
香迎面而来，沁人心脾。

记者看到， 果农负责人谭开平及 10
余个工人正在管护果园。 翠绿的果园中，
时不时地传出一阵阵欢快的说笑声。

“我们这个园子里种的有早中晚熟柑
橘，产量在 200 万斤左右。 截至目前已经
销售了 100 多万斤，我们现在即将上市的
是伦晚脐橙，差不多有 80 万斤，马上开始
采摘了。 ”谭开平介绍。

我县是三峡柑橘主产地之一。 近年
来，“巫山恋橙”也是我县重点打造的区域
公共品牌，除了纽荷尔、龙回虹等柑橘品
种外，还发展种植有 W·默科特、沃柑、伦
晚等晚熟品种柑橘。 迄今为止，全县在适
宜种植柑橘的地方发展种植早熟品种纽
荷尔，及晚熟品种 W·默科特、沃柑等品
种达 20 万亩， 其中晚熟柑橘种植的面积
有 7.8 万亩，年产量近 5 万吨。 因晚熟柑
橘可从上年的 12 月底卖到次年的 3 月，
不仅填补了市场空档期，还深得消费者的
青睐。

为使这一“金果果”真正成为村民的
“致富果”，每当巫山恋橙成熟时，都要采

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各种方式，举行促销
活动，还通过举办巫山恋橙全民共创诗歌
散文大赛、 全民共创短视频大赛等活动，
以加大巫山恋橙的知名度和宣传力度。

今年，巫山恋橙在市商务委、重庆海
关等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正式实现自营出
口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自 1 月
开始，出口晚熟柑橘品种已达 1375 吨。

据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 巫山晚熟柑橘综合产值将过 4 亿
元。目前，全县已销售 4 万多吨，占全县晚
熟柑橘产量的 90%。

全县晚熟柑橘销售近九成

果农在采摘柑橘。

外籍游客体验乡村旅游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