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3 月 29 日，县总工会助力巫
山恋橙出口迪拜直通车首发仪式在福田镇举行。

在福田镇农产品分拣中心， 工人们正熟练有序地工
作，一件件包装箱码放整齐，等候发货。满载巫山恋橙的恒
温大货车即将启程，开往迪拜市场。

此次农产品走出国门由县总工会牵线搭桥，联系重庆
市康沃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巫山县蓝瑰香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销售巫山恋橙“龙回红”25 吨 5 万余斤。 蓝瑰香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风调雨顺，果农有望迎来大丰
收，届时“龙回红”产量将达到 100 万斤。 果品出口能帮助
解决销售难题。

近年来，县总工会通过工会平台宣传推介巫山优质农
产品， 通过烟台市总工会向山东省职工群众推介巫山脆
李、巫山恋橙，通过发函深圳市总工会推介巫山名优特新
产品。

接下来，县总工会将承办“2024 年川渝职工电商直播
数字技能大赛”，通过比赛活动搭建工会数字平台，为川渝
两地职工长期开展赛事活动、会员风采展示、消费帮扶、助
力乡村振兴、 推动农商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平台和数据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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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连 文 / 图）
“我是巫山人，我为巫山农产品代言！ 巫
山县‘村播计划’开始啦！ ”3 月 28 日，巫

山县村级电商联盟“村播计划”在市政广
场开展启动仪式， 为加快推进农村电子
商务新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

村振兴开启“加速键”。
巫山县村级电商联盟以“村播助农

电商富农”为主题，目的是让更多想通过
专业平台教学成为乡村优秀主播的新农
人，通过加盟“巫山县电商村播联盟”，得
到系统专业的培养， 参与电商直播创意
的思路以及直播技巧的学习与应用，学
会“面对屏幕，背靠数据”，让网络直播带
货成为村民们的“新农活”，为我县推动
农产品走出大山， 培育经济发展提供新
模式与新动能。

活动现场，村播代表上台，通过走秀
《新农人》表演展示巫山特产产品。 此次
活动特邀网红主播唐小鱼助力我县村播
培育计划，并在活动现场进行现场直播，
让千万网友实时观看本次活动。同时，现
场为巫山县农产品村级电商联盟授牌。

“村播计划”旨在建设村级农产品电

商销售网络体系，利用互联网店铺、短视
频带货和直播带货等形式，让“农民变主
播，手机变农具，直播变农活，数据变农
资”，促进“山货”进城。

下一步， 我县将建立完善农村电商
服务体系，积极开展“村播”培训，让“村
播”在助推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促进农民增收的舞台上大施所能。 并将
通过电商培训转变老百姓观念， 让他们
学到技能、鼓起口袋，让巫山果品、巫山
中药材、巫山蔬菜等“巫山好品”通过“村
播计划”走进全国广大消费者的餐桌。巫
山现代农业加速蝶变，我县将通过“直播
+ 电商”做好做深巫山土特产文章，为擦
亮“全国优质生态农产品供给地名片”贡
献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县领导彭晓蓉出席启动仪式。

巫山“村播计划”正式启动
“直播 +电商”为乡村振兴开启“加速键”

巫山农特产品展示。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董申熬 文 / 图） 印刷、
成型、打钉……3 月 27 日，位于工业园区的衡向源包装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机械轰鸣，工人们有条不絮地操作着机械
设备，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公司是烟台巫山东西部协作的最新成果，现有
的设备达到了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可日产 10 万个普
通纸箱或 5 万个彩印纸箱，填补了巫县纸箱印制的空白。 ”
衡向源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念青告诉记者， 春节后，
该公司于 2 月下旬复工复产，今年一季度实现产值 400 万
元，预计今年实现产值 2000 万元。 下一步，该公司将在巫
山脆李上市期间，争取扩大市场，加强质量管控，强化服
务，努力实现预期目标。

烟台光明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文件印刷、货
物进出口等业务的公司，2021 年， 借着烟台巫山东西部协
作的东风，公司将战略眼光转向巫山，投资 2000 万元注册
成立巫山县衡向源包装有限公司，厂房面积 3000 平方米，
公司从确定投资到建成只用了 2 个月的时间。 目前，该公
司的全自动高速水性印刷机是集印刷、模切、排废于一体
的自动化设备，一分钟可印制 300 米纸板，可日产 10 万个
普通纸箱或 5 万个彩印纸箱。

巫山目前种植 20 万亩柑橘，按每亩出产 2000 斤商品
果，全部装入 20 斤的纸箱计算，共需 2000 万个纸箱，衡向
源包装有限公司 6 个月的生产量即可满足需求。30 万亩脆
李按每亩需要 10 个 5 斤装的快递纸箱， 共需要 300 万个
左右，该公司生产 2 个月即可满足需求。 该公司不仅可以
完全满足巫山的需求，还可以辐射并满足周边区县的部分
需求。

衡向源包装厂：

预计今年实现产值 2000 万元

工人码放制作好的“巫山恋橙”纸箱。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连 陈久玲
文 / 图） 万物生长季， 春耕农忙时。 3
月 28 日，记者来到平河乡大峡村，只见

村民们正在忙着翻土、混肥、起垄，村里
流转村民大片撂荒地， 开始种植中药材
大黄，要让撂荒地长出“金疙瘩”。

大黄是一种常见的中草药， 具有清
热解毒、 活血化瘀、 泻火通便等多种功
效。 在中药材市场上， 大黄的需求量很
大， 主要生产在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地
方。

“近几年， 老百姓外出务工陆续增
多，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撂荒，原来耕作
的土地大面积进入‘沉睡期’。为解决‘有
田无人种、有人无田种’的矛盾，唤醒‘沉
睡’ 的耕地， 我们流转了村里 30 多亩
荒地进行整改，种植中药材，让荒地再次
披上“绿装”。 大峡村综合治理专干颜付
军向记者介绍。

大峡村位于平河乡南部， 全村幅员
面积 8.46 平方公里。 由于全村处于大山
深处，受自然条件等制约，导致基础设施
薄弱、产业发展比较落后，村民种地的积
极性不高， 很多劳动主力军都选择走出
去打工，留下的都是老人，人走了，地也
就荒了，大量耕地撂荒无人耕种，村集体
经济也不高，村庄发展受限。

据颜付军介绍， 这里原来都是撂荒
地，杂草齐腰高，看着大片土地撂荒很是
可惜，便下定决心，要让这些撂荒地变成
致富聚宝盆， 带领乡亲走一条共同致富

的道路。
由于村里大部分是留守老人， 为减

轻老百姓的劳动量， 村支两委经过多次
探讨商量， 决定种植便于高山村留守老
人种植的中药材大黄， 大黄后期管理比
其他中药材简单且产量不错， 大峡村结
合资源优势，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立足当
地土壤、气候特点，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
展中药材。今年 66 岁的董申莲是大峡村
的留守老人，也是撂荒地整改的受益人，
在撂荒地里，她正忙着种植大黄，满脸笑
意。

“我年纪大了，无法外出打工，村里
流转了我们的土地种植大黄， 我又在基
地务工，不仅有土地的租赁收入，还有务
工收入，让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感到
很高兴。 ”董申莲一脸满足地说。

在中药材种植基地里， 连片的坡地
上，村民们干劲满满，正抓紧春播的好时
机，忙着播种大黄种子，种下“新希望”。
原本撂荒的土地， 如今锄头起伏错落有
致，欢笑声阵阵。大黄将成为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的新希望。

大峡村：村民流转土地种大黄 撂荒地将长出“金疙瘩”

村民正在撂荒地里种植大黄。

助力巫山恋橙出口迪拜
县总工会：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近日，我县
一季度推进数字重庆建设调度会举行。 县
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翟小满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上，县委办公室传达全市“一表通”
智能报表工作推进现场会会议精神；县数
建办汇报 2024 年一季度推进数字重庆建

设工作进展及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会议指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是现代

化新重庆建设的关键变量。 要高度重视，
主动认领相应任务，积极和市级主管部门
对接，强化实战实效能力，压紧压实责任，
力争在一季度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再上新
台阶。

会议要求，要加强能力建设，提升数
字思维。 深入开展业务培训，积极组织顶
岗学习，持续开展业务指导。 要强化考核
点评，提升工作质效。 推进“一件事”应用
谋划和上线，提升一体化治理智治平台使
用率，贯通好、运行好市级特色应用。 提高
数据归集贡献率， 加快推进县带镇街工

作，持续提升感知资源满足率，持续优化
完善城运中心在线实时监测城市体征指
标。要加强统分结合，促进面上成势。加快
完成新一轮核心业务梳理，持续推进“一
地创新、全市共享”应用（组件）谋划，积极
推动“一表通”智能报表工作。

一季度推进数字重庆建设调度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连） 今年以来，巫山县兴农担
保公司积极主动对接核桃产业协会，收集协会成员金融需
求，创新服务模式，拓宽融资渠道，积极解决产业发展中的
资金困难。

“近期，我们公司与县核桃产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提供 2000 万元融资担保额度。 ”巫山县兴农担保公司
负责人介绍，针对核桃产业投入大、周期长、回收成本慢等
特点，了解政策发展趋势，核实产业发展近况，发挥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优势，创新推出“核桃产业担”金融产品。

“这将为县域核桃产业优质项目的发展壮大，提供了
有效的融资方案，解决了核桃产业发展的资金难题。”县果
品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 我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县委、县政府结合县
域产业情况，制定“1+3+2”现代山地特色效益农业体系。
核桃，也是支柱产业之一。有了“核桃产业担”，将为我县发
核桃产业，催生全新的发展机遇。

本报讯 (记者 谭瑜州 实习记者
刘洋 文 / 图)� 3 月 26 日， 重庆卫视大
型文化探访节目《诗行重庆》巫山篇顺利
杀青。

此次拍摄的“诗行团”，主要由中国文
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单霁翔作为《诗行重庆》的领衔推介官，带
领中国诗词大会冠军陈更、 意大利 90 后
男孩阿雷、重庆卫视主持人何苗苗，一起
解码巫山历史文化。

3 月 24 日上午，“诗行团” 到达巫山
博物馆参观。 下午，到平河乡了解五里坡
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气候等。

3 月 25 日上午，“诗行团” 一行来到
了龙骨坡遗址，了解人类的起源。随后，观
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抬工号子。

单霁翔告诉记者， 看到 92 岁的黄万
波教授依然在一线工作， 真的令人倾佩。
同时，又体验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抬工号子，看到传承人一直在训练，希望
能够世代传承下去。

《诗行重庆》节目从诗歌出发，游历巫
山。节目以古诗关键词为线索，在博物馆、
五里坡自然保护区、大昌古镇、龙骨坡遗
址等地探访巫山特色文旅内容，通过新潮
的解读， 为年轻观众奉上一道文化大餐。
在挖掘古诗词中传播巫山文脉，在实地感
悟中记录城市变迁，在探寻文化中，展示
巫山风光、人文魅力，解读巫山文化的传
承和长江沿线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大型文化探访节目《诗行重庆》巫山篇顺利杀青

“诗行团”在大昌古镇。

创新推出“核桃产业担”
巫山兴农担保公司：

从巫山向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