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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巫山恋橙、巫山庙党、巫山梨
膏……从果园采摘的新鲜水果，到地
头采挖的中药材，再到非遗手工产
品，2月5日，记者在重庆荣亘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旗下的“巫山好品特产
馆”看到，琳琅满目的巫山土特产，既
可作为年货也可馈赠亲友，吸引不少
市民前来选购。

“我们联合了300个村集体，合
作培育网红直播带货，将群众地里、
家里的‘土疙瘩’变现为增收‘金疙
瘩’。”该公司总经理曹玲说，在与骡
坪镇路口村和金水村的试点合作中，
过去一年，双方就成功开展15场直
播，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200余万
元，带动700余脱贫户增产增收，“村
村开直播、人人是网红”的电商序幕
已经开启。

巫山“土货”走出大山走出国门
外贸出口总值突破6000万元

“感谢亲们的厚爱，本公司的猪
头、肥肠、猪肝、排骨、大猪脚都已售
罄，还有其他腊味在售，豆豉、盐菜、
鲊广椒等土特产还有货……”2月2
日凌晨，忙活了一整天的唐永珍发了
这样一条微信朋友圈。

唐永珍是巫山县骡坪镇福益美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从最初
帮农户零星售卖土鸡蛋，到把家乡
的“土疙瘩”变成“金疙瘩”，已有8
个年头。在巫山，有很多通过线上
线下售卖当地土特产的人，他们不
仅帮助老乡把家中“土货”卖出了好
价钱，也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品尝
到巫山风味。

今年春节前夕，巫山众多“土货”
不仅翻山越岭飞入寻常百姓家，还走
出国门享誉海外。

1月26日上午，几辆满载“巫山
恋橙”鲜果的冷链物流车驶出。“本次
有90吨‘巫山恋橙’经重庆海关所属

万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将以陆海联
运的方式，经广东省深圳市蛇口港、
盐田港等港口出口新加坡、菲律宾等
国。”巫山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负责
人告诉记者，这标志着巫山县柑橘正
式实现自营出口。这也是巫山县全
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学好用好

“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的重要
实践成果。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巫山全
县外贸出口总值突破6000万元人
民币，增长46.5%，出口总量再创新
高。

“原汁原味”变“多汁多味”
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超200亿元

近段时间，在巫山脆李特色产
业园生产车间，几十名工人正忙着
安装设备、打造室外景观绿化等。
产业园建成投用后，将形成年加工
脆李15000吨，年产脆李酒1100千
升产能，进一步有效推动脆李产业
深加工。

如今，巫山已建成巫山脆李“产
业大脑”，并构建山地果园全息感知
体系、农学模型运用的AI服务平台、
多元化运用平台；共建烟台（巫山）博
士站，组建3个研究中心、11个专家
团队，开展脆李、柑橘、中药材等科研
攻关。

“2023年，巫山建设现代食品产
业园和大健康产业园，开发‘巫山烤
鱼’‘巫山泉’‘巫峡粉丝’等特色产品
500余个。”巫山县农业农村委负责
人介绍，巫山将“原汁原味”的土特
产，打造成像巫山脆李这样链条更完
整、业态更丰富的“多汁多味”土特
产，多维度深层次让土特产增值，让
群众从全产业链各环节分享更多增
值收益。去年，巫山农产品全产业链
销售收入超200亿元。

据介绍，巫山持续做好土特产
文章，大力发展果业、中药材、高山
蔬菜等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壮大以

肉牛、生猪、蛋鸡、渔业等为主的生
态畜牧养殖业；围绕品种品质品牌
和加工、储运、销售、消费、服务等环
节引进龙头企业，促进农业“接二连
三”。

扎实做好土特产“三篇文章”
认证优质农产品品牌115个

2023年，巫山县扎实做好土特
产“三篇文章”，从强产业、增产值、
卖产品“三力”迸发，打好特色“三
峡牌”，加快建设全国优质生态产
品供给地，打造产业发展“增长
极”。

“我们紧盯‘三百目标’强产业，
坚持‘三化路径’增产值，用好‘三大
渠道’卖产品。”巫山县农业农村委负
责人介绍，当地围绕“百万亩生态种
植、百万头生态养殖、百亿元综合产
值”目标任务，稳定以脆李、柑橘、中
药材、核桃、烤烟、生态养殖为主的

“1+3+2”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规
模，推动产业发展由重建设、重规模
向重管护、重品质转变。

与此同时，该县运用工业化加
工、科技化打造、融合化发展思路，大
力发展果酒、罐头、预制菜、中成药颗
粒、调味品、肉食加工等特色产业，全
力提升产业附加值；加强种质高水平
研究，实现科技为农业赋能，加快培
育乡村民宿、乡愁体验等农旅融合新
业态，把增值收益更多地留在乡村、
留给农民。

该县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
定制生产等模式，推进“龙头企业+
基地+农户”等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
模式，引导“数商兴农”和“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促进产销精准对
接。

据了解，2023 年，巫山认证优
质农产品品牌115个。其中，巫山脆
李还荣获国家区域优势公共品牌等
8个国家级荣誉，品牌价值达27.6亿
元，位居全国李品类第一。

强产业 增产值 卖产品

巫山认证优质农产品品牌115个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2月6日，连日降雪让彭水苗族土
家族自治县摩围山景区成了粉妆玉砌
的世界。赏雪、玩雪的游客纷至沓来，
景区里的酒店一房难求。2023年，摩
围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0余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近3800万元。

去年，彭水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把山水文化特色资源转化为发展
胜势，加快山区民族地区强县富民现
代化。

2023年，彭水GDP增长8.2%，其
中接待游客数量、旅游综合收入分别
增长51.8%、53.1%，连续五年入选全
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以“文旅+生态产业”为载体
打造生态绿色产品供给地

去年9月26日，以“养心彭水梦·
同源苗乡情”为主题的武陵山国际森
林音乐季在摩围山景区启幕。这是彭
水连续两年举办武陵山国际森林音乐
季，采取“交响乐专场＋乐队专场”的
演出模式，通过户外音乐会的形式展
演。

在两天的演出中，来自俄罗斯的
欧洲凯特斯歌舞团、厦门爱乐乐团和
武陵山区的原生态歌手，共同携手打
造以世界经典名曲、歌剧、电影音乐、
古典名曲、交响舞蹈、苗乡特色歌曲融
汇而成的国际歌舞盛会。蝶长乐队、
吾独乐队、萨玛乐团等数支流行音乐
知名乐队，将大众化、传唱度高的流行
曲目，串联成一台观众互动强、舞台效
果好、现场气氛浓的音乐会，为游客们
献上一场沉浸式、体验式的音乐、舞蹈
艺术视听盛宴。

武陵山国际森林音乐季、持续举
办12届的中国乌江苗族踩花山节暨中
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等大型系列活
动，正是彭水以“文旅+生态产业”为载
体，打造生态绿色产品供给地，做靓

“九苗三养”（苗食、苗绣、苗艺、苗歌、

苗舞、苗医、苗药、苗寨、苗城，食养、药
养、康养）文旅精品，丰富“六馆”（九黎
城公共博物馆、苗医药馆、黄庭坚文化
展示馆、苗绣馆、苗艺馆、欢乐茶馆）文
化展示场景的真实写照。

以系列活动为载体，彭水持续做
强“八个一”（一罐水、一袋粉、一盒
饼、一听饮、一桌菜、一杯茶、一瓶蜜、
一桶油）健康食品，全链条建设产业
园、加工园、物流园，不老泉水、晶丝
苕粉、酸辣粉、蜂蜜、黔中道紫苏油等
产品远销国内外；做优“一主两辅”
（红薯、中药材、畜牧）农特产品，建成
农特产品展销中心8个。去年，全县
红薯全产业链产值8亿元，在地中药
材 10万亩，畜牧业产值达到 24.3 亿
元。

推出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3万农民吃上“旅游饭”

寒冬，走进鞍子镇干田村木瓯水
苗寨，极具苗族特色的吊脚楼、宽阔的
民俗广场、干净整洁的石板路，掩映在
青山绿树间，格外静谧美丽。

在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带动下，
木瓯水苗寨投入800多万元，对35栋
传统苗家建筑进行全面改造，进一步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人行步道、车行
道、休闲小广场、停车场、观景平台、
人行吊桥、集中饲养牲口棚、生活垃
圾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得到了完善，
电力、饮水、排水等管线全部下地，再
也看不到空中如蜘蛛网一样的管
线。同时，对 46户传统民居实施升
级改造，其中保障型改造31户、提升
型改造13户、精品型2户，古苗寨旧
貌换新颜。

“现在路面硬化了，每家每户喝上
了自来水，寨与寨之间修了便民路，路
边还有花草和风景树，环境越来越好，
游客也多了。”村民任艳琼把住房改造
成民宿，吃上了旅游饭。

2023年以来，彭水以举办系列品
牌活动为契机，有效带动乡村基础设

施提档升级，推动乡村变景点，推出
“六线六片”乡村旅游精品线路，4个
村落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景区，巴渝
民宿“共享共建”模式获评全市十大示
范案例，“特色农旅融合之路”入选世
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
例”。

在此基础上，彭水落实了产业、就
业13条增收措施，选聘274名“产业村
长”，全县有42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0万元以上，3万农民吃上了“旅游
饭”，2023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5.6%。

以文旅经济激发城市活力
过夜游客数量增长21.1%

近日，彭水举行了“彭水—南沙邮
轮母港展示中心”和彭水县城夜景灯
饰改造提升等项目推进座谈会。

彭水将依托“山、城、江、桥”，动静
结合丰富游、玩、品、观文旅场景，以灯
光形式展示好彭水独特的乌江文化，
打造“彭水之约·梦境乌江”光影画廊，
助力加快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国际知
名旅游城市。

彭水有苗族、土家族等33个少数
民族。其中，苗族人口30多万人，是重
庆唯一以苗族为主、全国苗族人口聚
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该县依托

“世界苗乡”民族特色，大力实施全域
旅游和“旅游+”战略，全面梳理具有彭
水特色的苗族文化元素，将其融入游、
购、娱、住、行等旅游产业各个环节，推
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三城一体打造

“小县大城”，老城突出乌江文化抓好
留改拆增，新城突出现代文化打造现
代之城、未来之城、品质之城、魅力之
城，景城突出苗族文化丰富景区业
态。目前该县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19.5平方公里、城市常住人口达到26.6
万人。

2023年，彭水过夜游客数量增长
21.1%，社会零售总额增长9.2%，服务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6.2%。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彭水旅游综合收入增长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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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看板助力节前电网巡检
“山扶线近期用户低电压较为集中，

请及时进行针对性巡视。”2月4日，国网
重庆綦江供电公司配网运维管理专责在
数据服务专区查看低电压看板后，联系
运检人员开展节前现场巡视。

低电压看板是国网重庆信通公司
根据业务一线需求，以数据服务专区为
基础平台，融合应用数据中台、报表中
心等数字化工具构建的数据服务场景，
辅助相关人员分析低电压用户较为集
中的台区、线路，助力精准运维。

针对春节节前电网运检需求，国

网重庆信通公司数据服务团队根据一
线用户反馈，对已有低电压看板进行
场景迭代，将历史低电压数据、全年低
电压数据纳入看板的自动计算、可视
化展示范围,辅助一线人员分析春节
期间潜在的低电压台区线路，为提前
开展运维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低电压看板的应用是数字化看板
服务生产一线的缩影。国网重庆信通
公司以数智化专业公司建设为契机，立
足信息通信支撑单位定位，聚焦主责主
业开展数据分析应用。针对业务一线

需求，基于数字化服务能力构建了重过
载看板、工作票统计看板、低电压看板
等典型数字化应用场景，为基层供电
所、供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提供了可视
化、自动化、线上化的数据应用场景，助
力供电服务精细化。

当前，低电压看板已经在全市31
家供电单位投入应用，在节前电网巡
检等工作中为1100多位一线人员提
供数据服务超过3000 次，为保障春节
期间优质可靠电力供应贡献数字智
慧。 甘嵩 鄢江奎 胡娇

长寿：节前“体检”保供电
2月5日，国网重庆长寿供电公司

对渝长复线高速长寿服务区充电站开
展巡视检查，确保电动车主春节期间
用电无忧。这是该公司着力开展春节
用电保障的一个缩影。

春节期间，高速车流量大，电动汽
车充电需求也逐渐增大。为了保障春
节期间电动汽车出行充电需求，解决
电动汽车“续航焦虑”，国网重庆长寿
供电公司在春节前集中对八颗和晏家
两个双向高速服务区、寿城水岸充电

站及碧桂园充电站进行“体检”，全面
细致开展充电设施服务检查和安全隐
患排查，准确掌握充电设备运行状况，
确保充电设施健康可靠，助力居民绿
色出行。

工作人员集中对八颗和晏家两个
双向高速服务区、寿城水岸充电站及
碧桂园充电站进行“体检”，开展充电
设施服务检查和安全隐患排查，重点
对工作中的充电桩内部继电器声响、
充电枪是否破损变型老化、指示灯状

态、界面显示情况进行了全方位“体
检”，及时消除隐患，并对充电桩消防
设备进行检查。同时，还向前来使用
充电桩的市民进行细致的指导、讲解，
提醒使用充电桩注意事项，助力市民
安全绿色出行。

一辆辆飞驰的动车，迎回了远方
的亲人。电力员工奔走在负责动车供
电的牵引站里外，忙着排查设备隐患，
巡视线路通道，宣传春节用电安全，全
力保障居民过上舒心年。 况敏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用巧手修复千手，延绵文化；
用匠心雕刻时光，‘声声’不息。一
指一隙间是努力与执着，一笔一画
间是传承与创造——精雕细琢传文
明。”

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颁奖典礼上，这段打动人心的颁奖词
是属于大足石刻研究院的石质文物
修复师彭柳升的。颁奖嘉宾、大足石
刻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与彭柳升热
情相拥，两代文物守护人的传承和坚
守，感动了所有现场观众。

因擅长绘画，彭柳升年轻时就结
识了郭相颖，两人以师徒相称。1994
年退伍后，他受邀到大足石刻博物馆
当保安。他英勇与文物盗贼搏斗，成
功护国宝周全；中年转型成为文物修
复专家，努力延续文物“生命”。

寒暑雨雪，彭柳升每天来回巡逻，
目光“扫描”过每个角落、每座石刻，同
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美术知识。业余时
间，他就自己刻刻画画，创作石雕作
品。

2011年，大足石刻研究院举办石
雕技艺大赛，选拔民间石雕高手来扩
充千手观音修复队伍。彭柳升参赛并
获得一等奖，后进入修复团队，在国家

级培训班接受石质文物修复知识培
训。

千手观音修复工作浩繁，彭柳升
在石质组负责为残缺的文物补型。他
和团队就近寻找与文物相同的砂岩磨
成石粉，加入加固材料调制成砂浆，再
对破损的手指进行补型。此外，千手
观音有很多断手，彭柳升仔细观察、琢
磨，他负责雕琢的四只新手与文物浑
然一体。4年多的时间里，彭柳升和同
事们在狭窄局促的空间里忍受蚊虫叮
咬，不管高温或严寒，抢时间抢进度，
千手观音修复工程于2015年顺利收
官。

现在，彭柳升把复制大足石刻经
典造像作为余生奋斗目标。他说：

“我有两个保护文物的理念，一个是
用高超的修复技术对抗时光，减缓文
物‘衰老’的速度；另一方面尝试采用
复制文物的方式，让文物获得新生
命。”

全国骨干文物修复师彭柳升：

妙手匠心唤醒文化记忆

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彭柳升。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