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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
完成330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以前洗澡要两个人帮忙，现在只需一个人就行了。”
家住黔江区桂花社区三组的冉光贵说，自从改造了厨房
操作台、安装了热水器和配置了尼龙浴椅后，他洗澡方便
多了。黔江区自今年1月开始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
施改造项目，目前已完成330户改造。

黔江区残联根据市残联的相关要求，坚持“人性
化”和“个性化”原则，为残疾人家庭提供改造服务，帮
助残疾人解决“出行难、做饭难、洗澡难、如厕难”等日
常生活中的“老大难”问题，重点对室内外建设的坡道、
安装的扶手、升降衣架、橱柜及卫生间等进行改造，有
效帮助残疾人消除或减少居家障碍，减轻家人的照护
负担。

今年上半年，黔江区已完成29个镇乡（街道）、99个
村社区的330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群众满意度达
到100%。 通讯员 李诗素

酉阳两罾乡：
菊花开成景增收有“钱”景

近日，酉阳县两罾乡金丝楠村500余亩万寿菊花开
成海，孩童穿梭在花丛中嬉戏，暑假来此观光旅游的人乐
在其中。

万寿菊的花和叶入药有清热、化痰、补血通经的功
效，鲜花中含有丰富的天然叶黄素，可用于生产保健品、
药品、化妆品和饲料添加剂等，用途十分广泛，市场需求
量很大。

金丝楠村将500余亩荒山荒坡改造成种植鲜花的景
观梯田。村庄变花园、道路变花带、田野变花海。长势喜
人的万寿菊不仅把乡村装点得更加美丽，也给当地村民
开辟了更多致富渠道，成为了助农增收的特色产业。

近年来，两罾乡立足“中国千年金丝楠第一村”品
牌，大力推动楠木湾美丽乡村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
建，围绕金丝楠村独特的旅游资源，构建“一业为主、多
业融合、共生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打造旅游观光、餐
饮住宿、娱乐体验、农特商品等旅游核心产业，促进农
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接二连一”和农业产业

“接二连三”。
通讯员 彭媛

江津广兴镇：
枳壳丰收成富民产业

7月 8日，江津区广兴镇3000余亩枳壳树开始采
摘。通过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业链条，对种植流程进行
标准化系统化管理，广兴镇今年枳壳鲜果产量预计将突
破80万斤，产值超过360万元，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的产业。

枳壳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材，有理气宽中、行滞消胀的
功效，其主要药用成分柚皮苷、新橙皮苷，能抗氧化、降血
脂。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质量标准，一般合格枳壳
柚皮苷、新橙皮苷的含量最低不少于4%、3%，而广兴镇
沿河村枳壳含柚皮苷7.4%、新橙皮苷6.5%，均超过了国
家质量标准，属于枳壳中难得的佳品。

广兴镇将枳壳产业确定为富硒农业主导产业，先后
成立广沿果蔬种植股份合作社等枳壳种植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建成标准化枳壳种植基地6个，面积达2000
亩，建有枳壳种质资源圃103亩，全镇枳壳庭院分散种
植1780亩。

近年来，广兴镇大力延伸产业链，建成了枳壳母本
园、品比园、种植园、加工园、文化园，深度挖掘枳壳产业
价值。其中，加工园中的趁鲜切制车间日处理鲜枳壳可
达20吨，并配有3500立方米的冷链物流设施，以保证产
品质量过关。

为实现从农产品初加工到中药饮片初加工、统货到
精品的转变，进一步延链增效，今年6月，广兴镇沿河村
与重庆市渝和堂药业有限公司在枳壳中药饮片趁鲜切制
加工和销售上进行深度合作，预计2023年加工枳壳饮片
20吨，沿河村集体经济收入将突破200万元，收益25万
元以上。 通讯员 吕晓

万盛永胜村：
葡萄买5斤送1斤

近日，万盛经开区丛林镇永胜村的葡萄成熟了，采摘
期可持续至8月底。

永胜村种植的葡萄品种有南太湖、巨峰、夏黑、巨玫
瑰等，采用有机方式种植，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葡萄的甜
度和口感都很好。

目前，南太湖、早巨峰和蜜莉3个品种已成熟可采
摘，巨峰、夏黑、醉金香、巨玫瑰、阳关玫瑰5个品种将在7
月中旬陆续成熟。游客可免费入园采摘、品尝，如需带
走，根据品种不同，售价在15—35元一斤，同时可享受每
单购买5斤送1斤同品种葡萄的优惠。

联系人：娄先生；电话：15310836171
通讯员 曾姚

巴南仙池村：
香桃新鲜上市

眼下，巴南区鱼洞街道仙池村的1500亩香桃进入采
摘期，清脆香甜的香桃挂满树梢，喜欢吃桃子的市民可前
往采摘品尝。

仙池村的香桃分早熟、中熟、晚熟品种，可采摘至8
月。成熟的香桃果实为绿白色，果心为浅红色，果肉香甜
脆嫩，每斤售价7元。

联系人：封老师；电话：15310673797
通讯员 袁启芳

□本报记者 栗园园

6 月 28 日上午，时隔一年，中国邮
政航空波音737全货机再次缓缓降落在
巫山机场，第二季巫山“脆李航班”正式
启航，拉开了 2023 年脆李电商大运输
的序幕。

一时间，相关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并
很快冲上了微博热搜榜。

“脆李航班”的启航，让巫山脆李实现
了全国1000余个城市“次日达”，这对于
以“脆”著称的巫山脆李来说，无疑是解决
了它的销售痛点。去年已尝到甜头的果
农，在这个脆李上市旺季，更是加快了采
收速度。

为了让更多脆李搭上飞机更快出
山，今年，“脆李航班”的运行周期从去年
的15天增加至20天，甚至计划在高峰期
再增加一架飞机。相关调度工作，让巫
山邮政、机场等相关保障单位忙得不可
开交。

脆李产地直飞的圆梦之旅

事实上，巫山脆李产地直飞的梦想，
自巫山机场2019年通航后便萌生了。

“我们巫山脆李最大的卖点就是脆，这
对运输时效的要求是很高的，晚送达一天，
口感就要大打折扣！”7月3日，巫山县商务
委副主任陈辉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但是由于地处山区，要把脆李高效快捷
地运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近年来，为了这个涉及近6万种植户
的重点产业，巫山通过寄递补贴，完善了
脆李邮寄网络，但难以改变的是，脆李必
须经过约9个小时的陆运、转移，才能从
江北机场出发，然后再转运至各大物流公
司的机场进行分拣、邮寄。“这个过程太长
了，如果能直飞就好了。”陈辉说。

终于，2019年，巫山机场通航，这为
直飞创造了基础条件。当时，作为巫山
对口协作的山东烟台已有了“大樱桃航
班”，陈辉也前去考察过。“大樱桃跟脆
李类似，都是经济价值较高，同时对保
鲜要求特别高的水果，他们的成功经
验，让我们有了开通‘脆李航班’的想
法。”陈辉说。

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巫山邮政以及
巫山机场。

在重庆邮政的大力支持下，巫山邮政
希望能够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力量，助力当
地产业发展。巫山机场作为一个旅客年
吞吐量不足10万人次的支线机场，则想
通过“脆李航班”寻求发展的增长点，同时
为产业发展助力。

既然三方想法一致，为何“脆李航班”
却到2022年才迟迟启航？

记者了解到，这主要是因为，货运包
机费用不低，来回一趟就要接近20万元，
核算下来，每飞一趟都是要亏钱的。

“我们跟邮政商量了，可以用财政资

金给一部分补贴，但钱花了到底能不能达
到相应的市场效果，很多人心里是没底
的。而且巫山机场作为高原机场，航班能
不能保证，我们也不清楚。”陈辉说，为了

“脆李航班”的开通，县里也曾多次开会讨
论，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

最终，经过两年的反复论证，2022年
巫山县下定决心一试。经重庆邮政的全
力协调，由中国邮政航空申请了航线，派
出了货机，第一季“脆李航班”于2022年7
月2日正式启航，脆李产地直飞的梦想终
于变成现实。

首次在支线机场推出货运包机

正如陈辉所说，巫山机场是一个高原
机场，为了确保“脆李航班”运行，必须克
服诸多困难。

在巫山机场副总经理赵亮看来，“脆
李航班”运行的难点并不在于高原机场飞
行条件中的不利因素，“‘脆李航班’基本
就是在7月份运行，这个季节是好飞的时
间，飞行是不存在问题的。”

曾在江北机场有着10年航空货运从业
经验的他认为，巫山机场作为一个支线机
场，它的货运包机保障能力才是最大挑
战，“在我们业内，支线机场实现货运包机
这件事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以前从未有过。”

为什么称其为天方夜谭？这要从货
运飞机的内部构造说起。在货机里，大家
熟悉的客舱部分变成了大型货舱。

“试想一下，在一个大货舱里，如果货
物在里面发生移动，对于飞行安全的影响
有多大？所以，货物登机的流程和装载方
式是十分复杂且技术含量极高的。”赵亮
说，为了确保飞行中货物不移位，保障配
载平衡，所有货物上机前就要在航空集
装器中摆放好，然后通过升降平台车送
至货舱，再依托滑轨移动到相应位置并
扣好卡扣。

而在巫山机场，此前除了赵亮，根本
就没人见过货运飞机，更何况要掌握相关
流程和操作。赵亮说：“货运飞机保障需
要专业设备和专业人士，费用也不低，仅
一台升降平台车就要两三百万元，每年的
大修费用也要几十万元。作为支线机场，
没有大量的货运需求作支撑，是没办法维
持这些设备和人员运转的。”

为此，赵亮与江北机场沟通、协调，调
人、调物。“多亏得到江北机场大力支持，
不仅免费调了一台升降平台车给我们，还
派出平台车驾驶员、集装板打板师傅、货
运员等20名左右的专业人员到巫山机场
支援，在‘脆李航班’运行期间全程驻守在
机场，全力提供保障服务。”赵亮说，有了

这些保障，巫山机场也因此成为全国首个
实现货运包机的支线机场，“去年‘脆李航
班’启航后，好多业内朋友给我发信息，为
我们点赞，我们也觉得特别骄傲！”

“次日达”让优质脆李首次脱销

克服重重困难在产地搭上飞机的脆
李，到底在市场上反响如何？

“反响好得很！好多顾客收到货反
馈果子又脆又甜，跟我们宣传的一模一
样，回购率特别高。”巫山邮政总经理李
拥军说。

为了确保“脆李航班”货品质量，巫山
邮政与巫山脆李核心种植区的乡镇签订
了合作协议，并依托各村的邮政寄递点对
脆李进行筛选，确保1斤脆李的个数在12
个以内。此外，包装上不再用冰袋降温的
方式，改用隔热保温的珍珠棉包装以及氮
气包装。

“主要是因为冰袋化水后对脆李品质
有影响，改变包装方式后，保鲜效果更好，
加上飞机货运‘次日达’的速度，消费者收
到脆李时，口感跟才从树上摘下来时区别
不大。”李拥军说。

陈辉表示，“脆李航班”不仅加快了脆
李销售速度，更重要的是依托更优良的品
质，打开了高端消费市场，在原有市场的
基础上做了增量！以往受物流时间影响，
脆李品质大打折扣，不仅销售受影响，价
格也难以提升。”

曲尺乡权发村支部书记孙祖勇完全
认同这一说法，“我们巫山脆李就是以脆
得名，但以前总是有消费者反馈我们的脆
李品质不好，一点都不脆，种植户很委屈，
也很无奈。”

但去年“脆李航班”启航后，情况有了
很大转变。孙祖勇说，原本每斤平均收购
价5元的脆李如今提升到8元，优质果收
购价更是从10元提高到15元以上，“有了
航空运输后，倒逼物流成本降低了10%，
里外算下来，种植户受益不小！”

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市场反馈，让脆
李变得供不应求。在权发村，以往在脆李
销售旺季，全村每天最多销售脆李200吨
左右，如今提高到了300吨，这让往常50
天的销售期缩短至30天左右。“所以，去
年在销售后期，优质果都供应不上了，好
多单子都没敢接。”孙祖勇说。

这一情况，去年在巫山整个脆李产区
都存在。李拥军说，当时邮政在各个乡镇
组织货源，但仍然跟不上供应，“有些地方
甚至说让我们把货收起，他们自己来拉，
但我们确实没货了。”

因此，今年邮政在各个村的寄递点已
从去年的近100个，增加到198个。“有了
去年的基础，今年预计销量更大，所以我
们要更好地调配货源，确保好果子卖出好
价钱。”李拥军说，今年“脆李航班”预计运
输总量将超过300吨，较去年首季增长约
50%。

巫山“脆李航班”
启航背后的故事

岭南荔枝、烟台大樱桃、台州杨梅……
近年来，每一次“水果航班”的开通，都是
当地的热门新闻，助力了一个又一个水果
品牌“出圈”。

一般而言，需要依托专门航班运输
的水果，无疑都是经济效益好，且对保
鲜要求较高的水果。从这一点而言，

“水果航班”优质、高效的服务，很大程
度上解决了生鲜水果远距离运输保鲜
难、保质难的市场痛点，有效保障了水

果品质。
从另一方面讲，空运这一相对高端

的运输方式，无形中也成为了农产品流
动的“空中名片”，尤其是单品的首发航
班，更因其“首因效应”，引发公众关注。
巫山机场副总经理赵亮在采访中就提
到，如今说起大樱桃大家就想起烟台，说
起松茸就想到香格里拉，除了产品本身
品质之外，航空运输的营销作用也功不
可没。

近年来，借助特色交通运输做产业文
章的还有榴莲专列、淄博烧烤专列、广州
年鱼专列等等，它们无疑都为相关产品、
产业发展起到了显著的引流、推广作用，
实现了产业、市场、消费多方共赢。

单凭不同的交通运输方式，农产品营
销就能玩出这么多花样，因此，农产品“出
圈”之路还有更多想象空间。

比如一次电商直播，虽都是借助头部
主播流量实现农产品“曝光”，但李佳琦、

董宇辉的风格大相径庭，选择与不同类
型、不同风格的主播合作，就能产生不同
的带货效果；比如一次互联网营销，同样
都是云上认养农业，但可以与消费者建立
不同的情感连接，既可以主打天然有机优
质，也可以突出公益助农兴农；又如一次
品牌营销，既可以以广告投放取胜，也可
以用节会、广告语征集、设计赋能、产品展
销等方式获得关注。这一切，都需要结合
产业、产品实际充分发挥想象力。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期待更
多农产品凭借好风之力“出圈”，成为市场

“爆品”。
（栗园园）

搭乘更多“航班”送农产品“出圈”

6月28日，巫山脆李第七届开园节暨
中国邮政航空“脆李专机”启航仪式现场，
主播正在展台讲解脆李周边产品。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6月28日，巫山机场，工作人员将脆李装机。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6月28日，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村
民正在包装脆李。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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