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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安

“600斤青花椒已打包装好，你们打来尾款
后立马发货。”12月12日中午，江津区丰源花椒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华忠操着一口“川普”对电话
那头说，言语中透露着坚持。

来电订货的是越南的华人客户。尽管对方
要货较急，但杨华忠坚持要等全款到账后才装
车。

江津花椒在海外市场的走俏，给了他充足的
底气——今年，江津青花椒在海外市场销售额达
1000万元，继去年之后再次同比增长超过40%，
且单价比国内高出一大截。

相较之下，国内花椒市场却持续疲软，鲜花
椒的最低价格下探至2元/斤，甚至无法保本。

“正因为国内市场低迷，我们才将目光投向
海外。”江津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刘洪坦言，“对种
了50多万亩花椒的江津而言，这也是一场自救！”

看江津青花椒如何出海看江津青花椒如何出海““圈粉圈粉””

▲江津青花椒加工。

▼江津青花椒种植基地。
（江津区委宣传部供图）

綦江创新“林+线”联动机制 做好护林护线大文章
今年7月，綦江区林业局与国网綦

江供电公司召开“红岩双护哨所”揭牌
暨度夏护线护林誓师大会，双方合作建
立中峰、古剑山等5个“红岩双护哨所”，
共同成立“红岩共产党员双护联合突击
队”，联合开展巡林护线，全力以赴筑牢
电力保供与森林防火屏障。

以改革为动力，以创新增活力。一直
以来，綦江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牢固树立森林防灭火“一盘
棋”思想，以“1234”工作思路（即构建“一
项”联动机制、“两项”重点品牌、“三项”防
控措施、化解“四项”矛盾）为抓手，在全市
率先探索“林长制+线长制”联动机制，打
造“政企联建守望绿水青山、旗帜领航织
就绿色电网”联建品牌，为推动森林资源
与电网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源动力。

新机制
“林+线”模式筑牢森林安全屏障

綦江是重庆重要的能源基地，境内
超特高压输电线路在各区县中最长最
多，过境之处又都是深山密林，既关系

着森林防火安全，又关系着全国多地供
电安全。因此，今年初该区林业局以高
站位、大力度、实举措、新理念抓好林业
资源保护管理，与供电部门创新探索构
建“林+线”机制——坚持一手抓森林资
源保护，一手抓供电平稳运行，层层压
实各级林长森林资源保护管理责任，实
现森林巡检与线路保供的强强联合。

林长，巡山护林；线长，守护输电线
路平稳运行。当林长和线长携手，将如
何共同守护绵绵青山？

以9月5日綦江区赶水镇洋渡村1
组火情为例，从发现火情到明火全部扑
灭，仅用1个小时，该地火情得到有效控
制。

第一时间接到火情信息，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建立临时指挥部，
綦江区林业局与国网綦江供电公司第
一时间迅速展开联合扑救行动。利用
共享无人机现场勘察地形地貌统筹布
局；林长带领守林员开挖长约500米、
宽约20米的防火隔离带保护森林重点
部位；线长带领员工快速清理塔基周边

约千余平方米杂草，避免火势影响居民
供电，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国家森林资源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过与电力部门探索建立衔接和
协同机制，用好跨部门协作合力，是綦
江从单打独斗变为‘攥指成拳’，做好护
林护线大文章的重要举措。”綦江区林
业局局长蔡长勇表示，截至目前，该区
共有区级林长9名、镇街级林长217名、
村（社区）级林长311名、网格护林员
552名，已形成区级林长负总责、镇级林
长抓督促、村级林长保落实的工作格
局。

新举措
“五定”+“三长”夯实护林护

线“最后一公里”
12月的山林寒风凛凛。一大早，中

峰镇“红岩双护哨所”管护站站长颜建
兵像往常一样，穿上运动鞋，带上工具，
和国网綦江供电公司线长白胤游往紫
荆山山林里赶。作为站长的他，巡林护
线时一天要走30公里，往来8小时，对

山林可燃物、线树纠缠做及时排查。
“我们巡查并处理了36座塔基的

可燃物，将可能会影响森林防火的信息
发送在双方专门的联络群里面。”白胤
游边巡视边介绍，目前，该区依托红岩
双护哨所建立6个微信群，实时共享巡
林发现的安全隐患，真正做到“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实现信息渠道化、处理
精准化。

中峰镇开展护林护线联合专项行
动是“林+线”模式落实“五定”“三长”的
一个缩影。

“五定”即定线路、定“三长”、定责
任、定措施、定考核。“三长”即针对每条
重要电力线路，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分
别指定“线长”“段长”和“塔长”。

“将各级‘林长’与‘线长’‘段长’
‘塔长’深度交融，进一步夯实护林护线
的钢铁长城。”綦江区林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以镇级林长和线长为例，其每
季度至少开展1次巡林护线工作，统筹
负责林区火灾防范和重要电力线路隐
患排查处理工作。

截至目前，该区划定重要电力线路
32条，指定线长9人、段长36人、塔长
269人，其中属地政府线长1人、段长
18人、塔长196人，电网企业线长8人、
段长18人、塔长73人，共同打造政企
联动品牌，守护青山与电网安全。

新技术
AI小助手数据化实现高效率

“以前了解林场的工作情况和统计
工作数据，需要在微信群里面‘爬楼’
翻找或者挨个询问，现在只需在AI小
助手上设置关键词，马上就可以找到
需要的内容和数据，做到真正的省时
省力。”綦江国有林场场长助理陶伟对
刚试运行的AI小助手连连点赞。

科技赋能，事半功倍。为更好开展
护林防火工作，綦江区林业局与国网綦
江供电公司不断加强数字林业建设，联
合开发AI小助手，利用数字化手段在
微信群部署“机器人”，通过24小时在
线自动监测防山火工作群内“火灾”“起
火”“浓烟”等字段，主动抓取防火护林

相关信息，第一时间预警推送至各级人
员，实现山火防治工作快速响应和实时
管控。

从“人工统计”到“智能监控”，背后
离不开数字技术赋能。近年来，綦江持
续深化数字场景应用、增强智能设备加
持、完善基础设施配套等措施，打好夯
基固本“组合拳”。打造森林草原火情
智能监控系统，全天候实时监控重点林
业区域内植物生长、动物活动、野外用
火等情况；利用共享无人机喷火设备定
期清除林场内马蜂窝，保障地方群众生
命安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双方共
享无人机设备 35 台、防火监测装置
3269套，以科技力量推动林业高质量发
展。

下一步，綦江区林业局将继续创新
性探索新方法与新技术，在穿越林区的
高压线下方，种植常绿不易燃烧的树种
构建生物防火隔离带，持续提升“双护”
工作前瞻性，为森林资源与电网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邓稳 马建保 陈湘壹

巫溪 围绕产业链“造”岗位 探索“家门口”就业服务新模式

巫溪县2023年金秋招聘月活动吸引众多求职者

聚焦重庆市就业创业工作系列·巫溪

在田间，鞋厂流转土地供农户种
植丝瓜增收，获取制作丝瓜络布鞋的
原料；在车间，鞋厂提供岗位，就近聘
用工人生产制作布鞋；在直播间，鞋厂
吸引返乡大学生等重点群体为产品直
播带货……

如今，这种将产业链从田间经过车
间延伸到直播间，过程中还提供新就业
岗位的方式在巫溪县不断涌现，在促进
本地特色产业发展的同时，为老百姓打
造便捷、高效的“家门口”就业圈。这正
是近年来，巫溪县人力社保局探索出的
一套就业创业服务新模式。

拓宽就业渠道 就业不必远赴他乡

“就在老家上班，不仅可以照顾家
里的老人和小孩，还不耽误农忙，真的
很不错。”巫溪县文峰镇某工厂工人项
大姐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文峰镇在巫溪县人力社
保局的支持下，以乡村就业驿站为依
托，围绕山地特色，打造了畜禽养殖、
烟菜兼作、果药种植、农林加工、商旅
服务5个亿级产业集群，7个就业帮扶
车间，带动辖区近500人务工就业。

特别是文峰镇市级农民工返乡创
业园拓展升级后，形成了以手工布鞋为
核心产品的主要产业链，同时还扩充了
下游企业，整个园区带动就业200多
人，园区企业产值达4000万元。

此外，文峰镇还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中心，精心打造了10个直播间，吸
收返乡大学生、本土自媒体从业人员
等“反哺式”创业，培育电商经营主体
30多个，带动150多人务工就业，产值
达1900万元。

据巫溪县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巫溪县充分发挥本土资
源优势，围绕产业链条，相继建成市级
创业孵化基地1个、市级农民工返乡创
业园4个、市级巴渝工匠乡村驿站1
个，县级巴渝工匠乡村驿站2个，新建
职业指导工作室1个、市级充分就业村
（社区）7个、快招零工市场2个、零工
驿站1个，极大地拓宽了就业渠道。

搭建求职体系 打造舒适就业圈

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是促进各类
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保障。

今年以来，巫溪县人力社保局完成

了人力资源市场整合，集“网上登记、预
约面试、自助求职、无纸招聘、统计分析”
五位一体的智能招聘系统投入使用；建
成“15+5”人社便民服务圈，15项就业服
务事项实现县、乡、村三级通办；通城镇
建设市级标准化公共服务平台，创新全
天候服务模式，打造首个“7+24”便民服
务柜惠及百姓；329个村（社区）完善“动
态监测+跟踪随访”就业监测保障体系，
实现“用工需求精确掌握、人员招募高效

对接、企业员工余缺调剂”。
值得一提的是，巫溪县人力社保

局还创新打造了“17帮忙”就业服务品
牌，依托县非公党群服务中心，每月17
日定期开展“一起帮忙”就业援助活
动，精细化提供就业信息及岗位，尤其
是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
充分就业。仅今年，已惠及企业500
余家，促进就业280余人。

如今，健全的岗位与求职信息互

通机制让巫溪县10.7万余名农民工安
全有序返岗；脱贫人口务工43089人；
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8579人。

扶持保障有力 激活就业积极性

“现在每月工资比以前多了两
倍。”在文峰镇幸福鞋厂上班的李冰容
表示，经过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她已经
从“缝纫小白”蜕变成了“针车师傅”。

据了解，在巫溪县人力社保局的
大力指导下，文峰镇定期免费为就业
创业人员提供技能指导、学习指导实
践场地，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
送服务等“再就业帮扶”活动，已为当
地6000余人次进行就业创业指导。

“为了提高技能培训质量，我们围
绕重点产业发展、企业用工需求，因地
制宜打造了‘巫溪烤鱼工’‘巫溪李子
工’劳务品牌。”巫溪县人力社保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共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65期，培训学员3042人，全
县技能人才占劳动者的比例达28.7%。

为提升脱贫户等农村劳动力就近
就地就业的积极性，巫溪县人力社保
局在全市率先实施就业帮扶车间交通

生活补助政策，以“真金白银”引导农
村劳动力到车间就业。目前，已为全
县28个车间（基地）687人发放就业帮
扶车间交通生活补助25.81万元。

此外，该县继续落实各类就业补
助1958万元，稳定岗位3488个；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5835.7万元，带动319
人创业；落实鲁渝协作资金350万元，
职业技能培训344人，实现农村劳动
力就业1034人，转移山东就业258人，
转移山东以外其他省市就业106人。

下一步，巫溪县人力社保局将加大
对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就业困难人
员等重点群体的帮扶力度，推动各类就
业补贴相关政策落地落实，提高创业担
保贷款发放规模，合理开发公益性岗
位，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育就业
实体，拓展新就业形态岗位，在各乡镇
（街道）密集开展就业招聘活动及直播
带岗活动，壮大劳务经纪人队伍，健全
农民工数据监测和就业创业帮扶工作
机制，让家门口就业服务内容越来越丰
富，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陈佳佳 刘渝畅 龚发苗
图片由巫溪县人力社保局提供

▶▶▶▶为寻找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江津青花椒出口，先是漂洋过海去到日
本、韩国，后又南下东南亚，经马六甲海峡后到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再
横穿亚欧大陆抵达法国，之后横渡大西洋，登陆美国、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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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虑
丰产却不增收椒农“很受伤”

杨华忠销售花椒，但此前并不种植，而是
从当地农户手中收购，因此他与许多椒农都
很熟，喻大成便是其中之一。

6年前，做蔬菜水果批发生意的江津村
民喻大成，在该区石蟆镇东溪村五社包下了
一片地，其中500亩种植花椒。

头两年，花椒的价格稳中有升，干花椒
（一般每5斤鲜花椒晒制1斤干花椒）甚至一
度达到60元/斤的历史高位，喻大成感觉“很
顺利”。

但形势很快急转直下，花椒价格持续走
低，鲜花椒的单价在3—5元/斤的价格区间
徘徊，干花椒的价格也始终没上过20元，喻
大成“很受伤”。

“算不过来账了。”他告诉记者，农资和人
工不断涨价，算上土地流转费、运费等成本，
一亩花椒的前期投入达4000元，而花椒价格
的低迷，让成本倒挂已成不争的现实。

一气之下，喻大成甚至想过把花椒苗铲
了，种蔬菜、水果。

喻大成的遭遇绝非孤例。江津区吴滩镇
郎家村椒农唐道祥一家种植花椒多年，也亲
自见证了花椒价格遭遇“滑铁卢”，“过去亩产
1500斤，十来亩地能卖六七万元，如今亩产
量多了几百斤，但只能卖4万多元。”眼看着
行情下跌，他内心十分焦急。

相比其他经济作物，花椒耐旱且适应性
较强，种植技术也相对简单。“而且，花椒的投
产期仅两年左右，可以说种下后很快就能见
到效益。所以这几年种植面积不断攀升。”刘

洪说。
中国经济林协会花椒分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4—2022年，全国花椒主产区产量从
28.9万吨增长到57.4万吨，而目前国内年市
场消费量在42万吨左右。

产量饱和，供大于求，供求关系走到拐
点，热门产业总是绕不开周期困局，花椒产业
也未能例外。

出海
开辟全新市场价格翻倍

既然国内市场“内卷”，何不寻找更广阔
的市场，将目光投向海外？

这是当时江津区的考虑，而让他们有此
想法的，源于杨华忠的一次误打误撞。

今年62岁的杨华忠，从2006年开始收
购、加工并销售花椒，多年来积攒了不少人
脉。一次，他的朋友带着一位台商来重庆游
玩，杨华忠向他推荐了自家的青花椒，没想到
对方一眼看中，直接带了10包青花椒回中国
台湾试水，反响良好。

就这样，江津青花椒的“海外之旅”，先是
漂洋过海去到日本、韩国，后又南下东南亚，
经马六甲海峡后到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
亚，再横穿亚欧大陆抵达法国，之后横渡大西
洋，登陆美国、加拿大。

“出口价格要比国内高50%—100%。”
杨华忠说，以当天出口到越南的600斤干花
椒为例，每斤售价40元，是国内价格的一倍
以上，净利润也有十七八元。今年，尽管杨
华忠的公司花椒出口额不到1000万元，但
其净利润与国内销售7000万元的利润基本
相当。

优价自然需要优质，出口花椒对品质
的要求更高——从花椒基地建设、农残控制、
生产环节、存放环境，以及土壤、产品、水的送
检认定等，每一环节都需要严格把关，让杨华
忠萌生了寻找农户合作建基地的想法。

2021年，正当喻大成对花椒苗动了“杀
心”之际，一通电话让他放下了铲子。

电话那头，是江津区花椒首席专家团队
成员、高级农艺师苏家奎，和他一起来的还有
杨华忠。他们对花椒基地的土壤环境进行了
详细检测，结果令人满意：一是大环境没有工
业企业，污染极少；二是土壤为富含有机质的
酸性中壤土，适合花椒种植；三是土壤中农残
和重金属均未超标。

“愿意按照出口的要求种植花椒吗？”杨
华忠问喻大成。

后者满口应允下来，从去年的5亩试水
到今年扩大规模至70亩，随着出口渠道的打
通和花椒收购价格的稳中有涨，喻大成完全
打消了铲掉花椒苗的想法，“明年要把500亩
地全部按照出口的要求来种，还要争取水肥
一体化项目和全程社会化服务项目……”

护航
出台激励政策积极推动出口

出口花椒，渠道、基地、加工三者缺一不可。
杨华忠的“无心插柳”，为江津青花椒出

口打开了一条渠道，而基地建设和加工提档
升级也必须跟上脚步。

去年，江津出台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相
关文件，其中在销售方面提到，积极推动花椒
产品出口；在基地方面，支持建设花椒出口基
地，兑现1万元/吨的花椒出口激励政策；而

在加工方面，则将“规范花椒加工技术和工艺
流程，保证加工产品质量”。

这些政策激励了相关企业。
今年1—11月，杨华忠出口了37.6吨鲜

花椒、14.7吨干花椒、47.3吨花椒油——按照
前述政策，他有望获得不少奖励。

激励政策同样惠及喻大成这样的椒农。
比如，如果按照出口标准进行种植且检测达
标，其鲜花椒的收购价将在市场价的基础上
再上浮2元/斤，“如市场单价为4—5元，那
我就能卖到6—7元。”喻大成说。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原本今年鲜花椒的
市场均价为4.4元/斤，利润大约只有0.4元，
加上这2元后，每斤利润达到2.4元，每亩利
润接近4000元，在农业产业中已是非常不错
的收益。

为了把出口的总量做大，江津先后引进
6家服务有机食品生产的资深农资供应商与
当地种植业主联合，建成12个欧盟标准花椒
出口基地，为出口花椒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
优质花椒原料。

加工方面则运用数字化技术对车间进行
改造，实现了从以人为主到以机器为主的转
变，在品控、灌装、打包等方面实现标准化，让
花椒油的颜色、香味、麻度等更加一致。

在刘洪看来，目前江津花椒的出口量仍
然较低，但在大幅增加，说明趋势是好的。“关
键是要苦练内功。”他说，“花椒的品质怎么评
判、怎么分级、怎么做到溯源、怎么实现品质
检测全覆盖，我们要持续在这些领域发力，就
不怕和其他地方竞争，江津花椒‘走出去’也
更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