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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层层桃李
花，云间烟火是人
家”。7月份的巫峡
两岸满眼碧绿，万亩
脆李个个饱满高挂
枝头，巫山县果农迎
来一年最繁忙的脆
李收获季节。

这是巫山脆李
再度赶超跨越的一
年：“两架脆李专机、
双机产地直飞”，全
国超 1000 个城市可
24小时内新鲜送达；
含有珍珠膜保鲜养
鲜材料的专用包装
让脆李保鲜迈上了
新台阶；巫山脆李特
色产业园项目即将
投入运营，产加销一
体化发展道路越走
越深……遍及全县
23个乡镇222个村，
巫山脆李今年预计
产量13.5万吨，综合
产值将突破18亿元。

当前，巫山围绕
“实现乡村振兴走在
前列、作出示范”总
目标，重点抓好建设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和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两件大事”。发
展的命题日新月异，
转型升级的路径迭
代升级，加快建设生
态优先新高地、绿色
发展示范区，巫山如
何破题？

从时代出题，到
实干作答，已经成长
为巫山县域特色效
益农业的支柱产业
和农民增收的主要
来源之一，一颗巫山
脆李正用清晰的思
路、坚定的行动探索
出一条山区库区强
县富民新路子，成就
一条产业链，富裕一
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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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熟脆李市场行
情好，每天采摘、打包脆李虽
然忙碌，但是越干越有劲。”
近日，巫山县两坪乡华家村
果农黄洲弟笑着说。

而在多年以前，华家村
还是一个以煤炭开采为主，
经济粗放型发展的传统村。
山里出现大片石漠化问题，
红色的水流入长江，造成了
严重的水土流失。

巫山县山高坡陡，是渝
东北片区最大的岩溶地区，
全县岩溶地貌总面积达
409.82万亩，占该县总面积
的 93.1%。岩溶山区土层
薄，暴雨冲刷破坏力强，形成
了库区生态的脆弱区。

保护好“一江碧水、两
岸青山”，既是巫山担起“上
游责任”的必然要求，也是
自身发展的潜力所在。根
系庞大，土壤抓力强，能够
绿化山体、锁住水土、平衡
生态的脆李进入了人们的
视线。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印
发《脆李、脐橙、龙眼荔枝三
大水果产业发展方案》，以巫
山县为核心，覆盖万州、开
州、云阳、奉节、巫溪等六区
县，将巫山脆李作为全市三
大特色水果之首重点发展推
进。先后成功申报国家种质
资源重庆（巫山）李子资源
圃、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国
家标准化示范区、国家绿色
供应基地、农业农村部重庆
脆李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项
目。

巫山县委、县政府科学
决策，将巫山脆李确定为全
县“1+3+2”现代特色高效农
业、“一主两辅”产业之一，每
年安排专项资金5000万元
用于脆李产业发展，相继出
台管护扶持、营销奖补、种植
保险、惠农果业贷等政策，从
种、管、产、销全方位支持脆
李产业发展。

立足“两岸青山·千里林
带”建设任务，巫山因地制宜
结合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
科学布局“空间＋纬度”生态
保护措施，巫山脆李种植面
积30万亩，治理水土流失66
平方公里，巫山全县森林覆
盖率由2016年的56％升至
63％。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走产业生
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道
路，巫山越来越多的石漠
化土地上“种”出了绿色产
业，实现了“治理”与“发
展”两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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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多地少是巫山最为显
著的特点，人均耕地少，难以
实现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
种植。传统的“三大坨”单一
的种植结构经济效益低，难
以产生更多的经济附加值。
发展农业的出路在哪里，如
何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

“今年又是个脆李丰收
年。”近日，巫山县庙宇镇种
植大户、市级劳模覃传德看
着漫山遍野的脆李压弯了枝
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2012年，覃传德在水磨村开
始种植脆李，脆李产业在当
地不断发展壮大，仅水磨村
五社，就发展了种植散户86
户，整个水磨村脆李种植面
积约3000亩。

水磨村的产业富民之路
也是巫山脆李成为巫山县域
特色效益农业的支柱产业和
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的
成长史。近年来，巫山县将全
县海拔175米至1000米确定
为脆李种植适宜区，不断提升
巫山脆李产业集约化、标准化
和商品化水平，巫山脆李种质
资源发展出早、中、晚熟3个
品种，上市期从6月底延长至
9月初。漫山遍野的脆李，托
起了库区山村的富裕新生活。

走科技化发展道路，不
断破解脆李产业发展技术瓶
颈。组建巫山脆李研究院，
开展防裂果增糖增产技术研
究、研发推广激光微孔塑料
膜覆树冠等。建成运用“巫
山数字果园V2.0管理平台”

“巫山果业社会化服务管理
平台”等平台，积极开展巫山
脆李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和生
产，衍生出脆李酒、脆李蜜
饯、脆李果酱、脆李月饼系列
精深加工产品，抢占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高端市场。

走品牌化发展道路，不断
提升巫山脆李知晓度、知名
度、美誉度。构建县、乡、村、
生产一线“四级网格化”技术
服务体系，全面提升脆李品
质。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持
续提升“巫山脆李”品牌知名
度和影响力。巫山脆李先后
荣获“中华名果”“全国优质李
金奖”“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和国
家区域优势公用品牌，巫山县
获“中国脆李之乡”“全国优质
李生产基地县”荣誉称号。

走融合化发展道路，让
更多农户吃上旅游饭。成功
打造巫山“江南百里李花长
廊”和“江北千顷李庄”两个
大型乡村生态旅游景观，连
续多年举办“中国李乡·三峡
花海”李花节，累计吸引游客
400万余人次，发展乡村旅
游2500余家，实现乡村旅游
综合收入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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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基础。“外出务工照顾不到家
人，留在村里又赚不到钱”，
农村劳动力外流造成不少村
成为“空心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面临力量不足后劲缺
失，成为巫山县村民们的无
奈。

随着巫山脆李对三峡库
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越来
越强，5年前，90后彭斌回到
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老家，
接手管理父母的 10 亩果
园。如今，这片脆李园已经
被他打理得枝繁叶茂，每年
为一家人带来的收入超过
20万元。

近3年来，巫山县依托
脆李产业大力培育新型农业
主体，吸引外流农民返乡创
业，巫山县城乡居民可支配
收入年均增长8.9%，巫山脆
李带动了20余万从业人员
增收致富。

创新探索适度规模“家
庭果园”发展模式，以家庭为
单元自行协商土地“单户或
联户”经营 20亩—50亩果
园，激活农民内生动力。全
县共培育家庭果园种植主体
987家，生产经营收益在10
万以上的达436家，培育职
业农民520余人。

运用数字化技术、供应
链金融思路，设计“巫山果业

‘1+6’社会化服务体系”运
行模式。打造以龙头企业+
合作社+社会化服务超市的

“一套”以银行作为结算中心
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产
品化、产品上线化、农户入社
化、技术专业化、资源共享
化、效益共赢化”的“六化”建
设目标，培育出一批集中开
展整形修剪等关键技术管护
的社会化服务新农人。

发展8个巫山脆李产业
化联合社，将普通农户引入现
代农业发展轨道。由脆李种
植生产技术好、经营果园生产
水平高的经营主体发起巫山
脆李产业化联合社，积极吸纳
与产业链相关联的研发、生
产、加工、仓储、物流、营销、社
会化服务等经营主体，实现标
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实现
脆李经营主体之间产业联结、
要素联结、利益联结。

一颗小小巫山脆李不断
挖掘其生态价值、经济价值
和人才价值，提升了山的价
值，做强了绿的优势，破解强
县富民发展难题的巫山轻装
上阵，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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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提供

在新发展格局中
做强做优县域经济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实现
强县目标，最终是为了富民。
在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前提下，巫山县不负嘱
托，因地制宜将巫山脆李打造
成为声名远播的“中国李第一
品牌”，形成社会经济和生态
环境和谐发展，走出一条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强县富民新
路子。

以“李”为媒，一手抓生态
保护，一手抓生态利用，促进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让
百姓享受更多生态红利。

以“李”为媒，一手抓人才
回归，一手抓土地复垦，扶持
年轻人返乡就业，提升土地利
用效率，建设“库区最美花果
山”，充分激活县域经济。

重点发展特色产业，推动
三峡库区高质量发展，一批极
具分量的“国家级”名片，彰显
着“把强县与富民统一起来、
以县域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已
经成为巫山做强做优县域经
济最根本的遵循、最深刻的共
识、最生动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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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李花花海

中国邮政航空第二季巫山脆李专机首航仪式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巫山脆李包装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