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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勇 韩振

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奉节县永
乐镇白龙村，是一个“躺在”人民币上的
村庄：它地处10元人民币背景图——
夔门美景的入口，隔江相望白帝城，俯
首可赏千帆过。然而，这个村庄却因交
通不便，缺乏产业，一度端着金饭碗讨
饭吃。

从2018年开始，当地大力完善配
套基础设施，发展文旅产业。白龙村开
始走上富裕之路。

白龙村蝶变折射出三峡库区发展
模式之变。记者在瞿塘峡所在地奉节
县、巫峡所在地巫山县采访了解到，近
年来两地依托秀美风光和厚重人文资
源，提升绿水青山颜值，做大金山银山
价值，不断探索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美丽经济之路。

完善基础设施，拉近“美丽”距离

连日暴雨，让三峡库区的不少道路
受损。道路恢复通行后，不少游客驾车
驶入，村口的院坝上很快停满一排排私
家车，游客们或背对长江合影留念，或
坐在江边欣赏夕阳。远处夔门巍峨，近
旁炊烟袅袅，壮美河山和农家田园融为
一体。

“虽然‘躺在’人民币上，但白龙村
过去却是一个市级深度贫困村。”永乐
镇党委书记王海林说，2018年前，村里
没有硬化路，车子开不进来；经常缺水，
村民到处找水吃；由于土地贫瘠，村里
没有产业；村民主要靠外出打工挣钱，
年人均收入不到7000元。

两年前，奉节县结合脱贫攻坚，引
进业主公司投资5亿多元，在白龙村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同时县里配套1亿多
元完善村基础设施：硬化出村道路，修
建饮用水池，提升绿化景观……“近悦
远来”效应很快显现，游客络绎不绝，村
民也依托旅游增加了收入。

瞿塘峡下游几十公里处的巫峡两
岸，曾经锁在深山人不识的美景，在当
地持续改善基础设施下，纷纷亮相引来
游客。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之一，巫山县近年高质量推动全域旅游
创建，打造8条旅游大环线，实现了“1
小时城景通”“1小时景景通”。

巫山县境内的当阳大峡谷集峡谷、
溪流、瀑布、溶洞、草场、田园风光于一
体，是该县新近推出的旅游精品之一。
当阳大峡谷之所以能被越来越多的游客
欣赏到，多亏了一条近年通车的长达73
公里的当九路。这条绵延于崇山峻岭之
间的盘山公路，将风景秀丽的巫山小三
峡、大昌古镇与湖北省神农架大九湖景
区连接起来，形成一条黄金旅游环线。

“过去，基础设施跟不上，三峡游主
要是水上游、过境游，旅游产业的带动
性并不强。近年来，通过持续加大路、
水、电、房、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力度，
三峡游从过去单一的水上游、过境游，
提档升级为水路两栖游、深度游乃至全
域游。”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说。

深挖厚重文矿，颜值气质兼具

文化是旅游之魂。发展旅游，既要

靠颜值，也要靠气质。近年来，三峡库
区不断挖掘当地厚重历史人文富矿，推
动文旅融合发展，让这里颜值气质兼
具。

有着“脆李之乡”美誉的巫山县曲
尺乡，依托脆李发展乡村旅游，对400
户农房进行风貌改造，让游客不仅能品
尝到生态水果，还能感受到淳朴的田园
文化。

记者在长江之畔的曲尺乡柑园村
看到，一栋栋富有田园气息的黄色农
房，点缀在漫山遍野的果树之中。64
岁的村民李美年正在院子里编竹筐，屋
里摆满了农耕器具等手工制品。“乡里
让我把传统手艺捡起来，让游客在这里
感受农耕文明。”李美年说。

“巫山历史文化悠久，近年巫山深
挖文化宝藏，为旅游注入文化之魂。”巫
山县文旅委主任李元华介绍说，仅近两
年巫山就完成神女庙遗址保护、朝元观
维修、龙骨坡危岩加固、南陵古道维修
等文化工程。另外高唐观遗址——楚
王行宫复建项目、博物馆二期等文化工
程，也将于明年对外开放。

有着“中华诗城”美誉的奉节县，也
大力推动诗词文化传承，通过举办多项
活动，打造诗意天地、诗歌高地、诗人圣
地的“三地诗城”。

记者在奉节县兴隆镇回龙村看到，
便民服务中心的楼梯间，摆放着供全民
阅读的“夔州诗词”展板，印有李白的
《早发白帝城》、杜甫的《登高》等著名诗
词。

在回龙村境内的“旱夔门”景区，记

者看到，村民的房屋被原汁原味保存下
来，与万紫千红的花海形成一道古朴与
现代有机融合的田园风光。“我们打造

‘三峡原乡’品牌，就是让游客在传统村
落中享受惬意生活，让游客体验到‘原
山原水老家原滋味，乡里乡亲邻里乡情
浓’。”兴隆镇党委书记黄浩说。

“奉节县既有壮美的江峡文化，也
有绚美的诗词文化和凄美的战火文化，
持续‘挖文矿’，让县内文化氛围日益浓
厚。”奉节县委书记杨树海说，下一步奉
节县将打造长江诗词歌赋文化带、巴蜀
文化长廊精品带，深度挖掘白帝城大遗
址、八阵图、杜甫草堂等文化价值，加快
建设《中国诗词大会》永久会址、中华第
一诗词碑林、诗歌小镇等项目，全力打
造“三地诗城”。

创新举措引客，给“美丽”以效益

“过去，三峡游都是过境游，景区赚
到了人气，却没赚到效益。近年我们依
托三峡游，发展休闲游、自驾游，让游客
走进来、留下来，从而产生更大经济效
益，惠及更多群众。”李春奎说。

巫山县骡坪镇大垭村村口，数百亩
格桑花争奇斗艳，蜜蜂蝴蝶飞舞花丛，
如织游客拍照留念。“这是我们村前年
打造的‘云中花谷’，每年吸引10万名
周边游客休闲观光，依托这一特色景
点，村里开了30多家农家乐，每户年均
利润10万元以上。”大垭村村委会主任
覃可清说。

像“云中花谷”这样的景点，犹如珍
珠般散落在巫山、奉节两地，吸引着休

闲游、自驾游等深度游游客，让三峡库
区的旅游资源更加丰富、旅游形态更加
多元。

巫山县曲尺乡党委书记徐培涛说，
目前全乡以脆李、柑橘为代表的水果已
发展到3.8万亩，这些水果树既是生态
林，也是经济林；既是景观树，又是摇钱
树。

坐落在当阳大峡谷环线的当阳乡
玉灵村，还在美食上做起文章。记者在
一家农家乐餐桌上看到，农家菜成了

“七色彩虹宴”：紫土豆、红糙米、绿野
菜、黄炒蛋……“这些土菜吃着生态，看
着养眼，开心了游客，富裕了村民。”当
阳乡党委书记王鉴鑫说，村民种出的紫
土豆卖7元一斤，红糙米卖28元一斤，
价格均较普通品种高好几倍。

巫山县和奉节县还借助三峡集团
对口帮扶政策，引入三峡大坝景区的运
营经验和市场资源优势，通过在三峡大
坝景区营销推广，与三峡大坝景区打造
旅游联线等方式，将游客从坝下引流到
坝上。这不但让坝上每年增加10万人
次以上的客流量，还进一步提升了巫
山、奉节两地的旅游品牌。

“近年奉节旅游收入年均增长
20%以上，美丽经济已成为群众脱贫致
富、地区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后，
我们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努力践行‘两山论’‘两化路’，不让
垃圾进夔门，不让污水进长江，不让两
岸‘开天窗’，不断提升绿水青山的颜
值，持续做大金山银山的价值。”杨树海
说。

三峡库区长出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彭瑜

每天，陈绪雄还是驾着那艘渔船，
忙碌在江面。现在，他的工作再不是打
鱼，而是在长江上巡护，劝阻捕鱼、清理
水面垃圾。

陈绪雄家住江津区，这里是长江入
渝第一区县。13岁开始，他就跟着爷
爷在长江上以打鱼为生。直到2018
年，江津实施长江流域禁捕和退捕渔民
转产工作，陈绪雄才放下渔网，转产做
了一名渔业资源义务巡护员。

“渔民上岸、执法下河、生态向好。”
8月20日，江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江津区着力开展长
江渔民退捕转产工作，严厉打击非法捕
鱼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加强长江干流
以及保护区渔业生态修复工作。

渔民上岸

长江江津段长127公里，江津区境
内共有大小河流209条，其中流域面积
10万亩以上的有16条，渔业资源较为
丰富。

2005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长江上
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
下简称保护区），保护区位于江津珞璜
地维长江大桥以上水域，保护对象有白
鲟、长江鲟（长江特有）、胭脂鱼等3种珍
稀鱼类，以及65种长江上游特有鱼类。

15年来，江津区在全市率先实行渔
业资源义务巡护制度、率先对禁渔期非法
采砂进行处罚，很好地保护了渔业资源。
今年1月1日起，长江实施十年禁渔计
划，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早在2018年8月，我们就开始了
渔民退捕转产工作。”江津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在保护区，像陈绪
雄一样靠打鱼为生的渔民有544人。
为做好退捕转产工作，江津开展了渔民
退捕转产民意调查，广泛征求大家意
见、建议。“不到两个月，所有渔民都签
了退捕转产协议。”

随后，江津对保护区内306艘渔业
船舶及其网具（钓具）进行拆解销毁，注
销渔业船舶证书306本、渔业船员证书
543本；对退捕转产渔民按政策规定落
实了城乡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80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除无就业意愿的
外，其余421人通过从事农业生产、外
出打工、自主创业、公益岗位、转产护渔
等方式实现转产就业，同时发放退捕转
产奖补资金5589.5万元，确保渔民退
得出、安得稳、禁得住、管得好。

现在，56岁的肖承刚退捕转产开
起了餐馆。肖承刚说，捕了30多年鱼，
这些年，他发现鱼儿越来越少、越来越
小，江水越来越浑浊，长江生态环境确
实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他表示，“个
人多少有些损失，但我支持长江实施十
年禁渔！”

执法下河

7月7日，江津区在长江龙华镇环
山寺段抓获采用电打鱼方式非法捕捞
水产品的刘某等3人，现场收缴电鱼工
具2副、查获渔获物88尾。

“受利益诱惑，部分水域非法捕捞
屡禁不绝。”江津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从2014年起，江津区群众就自发组
建了一支护渔志愿队，实行24小时全
天候巡查护渔。今年，江津又整合了渔

政、种子、动物卫生监督、农机监理等执
法机构，组建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配备执法车船、取证设备，加强禁渔
执法能力；进一步压实长江沿线的镇
（街）村两级日常巡护责任，实现巡护管
理全覆盖。同时健全完善渔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两法”衔接机构，健全农业农
村、林业、公安、交通、市场监管、海事等
部门协作机制，形成“禁渔打非”合力；
联动相邻区县开展联合执法，有效解决
边界水域执法“真空”问题。“执法下河，
到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今年以来，江津区共查处非法捕捞
案件107件，查获渔获物538公斤，查获
作案工具114件，救护国家一级保护长
江鲟3尾、二级保护大鲵3尾。江津区
人民法院共受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99件（含周边区县），其中已结案68件。

7月9日，江津区召开长江流域打
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工作会，开展“五
个专项”行动，即打击非法捕捞作业专
项行动、治理整顿“三无船舶”专项行
动、查处制售禁用渔具专项行动、打击
非法交易渔获物专项行动、提升渔政执
法能力专项行动，确保长江流域禁捕工
作取得扎实成效。

生态向好

去年11月，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段)2019年
增殖放流活动在江津米邦沱码头举
行。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国
家级保护野生动物胭脂鱼、重庆市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岩原鲤等10类，约50万
尾珍稀鱼苗回归长江。

“珍稀特有鱼类的增殖放流和人工
鱼巢、鱼礁建设是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的
重要举措。”江津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长江江津段水域自古就是鱼类重要
的产卵场所。目前，江津区委托西南大
学完成江津“一江四河”（长江、綦河、笋
溪河、璧南河、塘河）鱼类“三场一通道”
（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
调查报告，明确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域，
并在主要产卵场投放人工鱼巢18万余
平方米、人工鱼礁1400立方米，全力修
复鱼类生境。“今年以来，我们就建成人
工鱼巢4.5 万平方米，增殖放流鱼苗
436万尾。”

在长江油溪镇鼎锅浩水域，记者看
到了这种人工鱼巢，水面上铺满竹竿扎
成的矩形网格，竹竿上种满了移植过来
的水草，网格里不时有米粒大小的野生
小鱼蹦出江水。

“这就是鱼妈妈的‘人工产房’。”江
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人称，鱼儿喜
欢在有水草和青苔的地方产卵，产的鱼
卵就附着在植物上。但水流湍急的地
方鱼卵容易被冲走。人工鱼巢不仅能
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还能提供丰富的
营养物质。目前，江津区有麻柳沱、杨
家沱、鼎锅浩等9个鱼类产卵场已建成
投用。

近年来，江津区全面开展长江流域
生态修复，认真落实河长制，长江江津
段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以上。江津区
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人称，预计到
2035年，境内一江五河（长江、綦江河、
笋溪河、璧南河、临江河、塘河）等重要
水域生态环境将会明显改善，水生生物
栖息生境得到全面保护，水生生物资源
显著增长，水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

渔民上岸 执法下河 生态向好
——江津区长江流域禁捕和退捕渔民转产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左黎韵

8月21日，丰都县武平镇新和场
村，马铃薯销售已接近尾声，贫困户王
文柯忙着整地、清园，为新一季马铃薯
栽种做准备。“今年，我种植了10亩滕
州脱毒马铃薯，亩产达到3000多公斤，
每公斤收购价在0.5元左右，一共挣了
5万余元。”王文柯乐得合不拢嘴。

2018年，以鲁渝东西部扶贫协作
为契机，丰都县与山东省枣庄市结为
帮扶对子。为助力丰都产业发展，枣
庄市下辖的滕州市向丰都提供了15
吨脱毒马铃薯种薯，在武平、包鸾、三
建、高家4个乡镇进行试种，短短两年
时间，滕州马铃薯已成为丰都脱贫攻
坚的重要产业。2020年，全县27个乡
镇共种植脱毒马铃薯1.8万亩，产量达
4.16 万吨，带动贫困户户均年增收
6000余元。

老品种产量低
种植技术亟待革新

王文柯所在的武平镇地处高山，这
里山高坡陡、土壤贫瘠，以“马铃薯、红
苕、苞谷”为主的三大坨是当地农家的
主要产业。“过去，老品种马铃薯亩产不
到1000公斤，产量小、效益低，我们辛
苦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那时，王文柯
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因为缺乏增收产
业，2015年他被确定为贫困户。

在丰都农村，像王文柯这样以种植
马铃薯为主的贫困户不在少数。“马铃
薯有个特性，就是自身带有的病毒可通
过种薯传到下一代，造成产量降低、薯
块变小、品质变差。”丰都县农业农村委

研究员江金明告诉记者，种薯决定了马
铃薯质量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然而
丰都传统的种植方式是将当年收获的
马铃薯作为次年的种薯使用，导致产
量、品质逐年降低。

2018年，丰都县以武平镇为试点
乡镇，率先种植滕州脱毒马铃薯，王文
柯成了当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品种技术升级
马铃薯亩产量翻番

脱毒马铃薯是通过生物技术，从优
质马铃薯种中分离出不含病毒的马铃
薯茎尖，通过科学繁育，最终生产出优
质种薯。

“当扶贫干部第一次带着脱毒种薯
到我家走访，让我种植新品种马铃薯
时，我还有些不情愿。”王文柯坦言：“种
了一辈子老品种马铃薯，突然更新换
代，一怕品种不适宜当地土壤气候，二
怕自己技术跟不上。”所幸，扶贫干部没
有气馁，三天两头上门做工作，王文柯
终于被说服了。

2018年冬季，他一共播种了5亩
脱毒马铃薯。马铃薯出苗期气温偏
低，为给马铃薯营造适宜的温度、湿
度，丰都、枣庄两地农技专家联动组建
起技术团队，指导王文柯进行地膜覆
盖栽培。此外，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
王文柯还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
替代部分化肥等技术提升。这一年，他

种植的脱毒马铃薯亩产量比老品种马
铃薯翻了一番，达到亩产2000公斤，实
现当年脱贫。

电商带动销售
村民信心更足

产业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在
武平镇，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开始种植滕
州马铃薯。新品种马铃薯不仅产量高，
而且黄皮软糯。但由于销售渠道不够
丰富，收获后的马铃薯被存放在地窖
内，时间久了就会发芽或者霉变。“这么
好的马铃薯坏掉了多可惜！”新和场村
村支书唐江洪感慨道。

为了解决销售问题，去年，村里成
立了专业合作社，对马铃薯进行统一
包装、统一销售。“经东西部扶贫协作
挂职干部牵线搭桥，我们与滕州好几
家企业签订了订单合同，依托滕州的
马铃薯销售优势，将我们的马铃薯卖
到了四川、湖北、河北等地。”唐江洪告
诉记者。

今年，合作社又搭建起农村电商
孵化平台，将卖场从线下搬到了线
上。电商平台能一并解决农产品收
集、包装、品控及中转等方面的问题，
不仅让农户卖得轻松，也保障了农产品
品质。今年6月，合作社搞了第一场直
播带货。当天，精品马铃薯卖到了每公
斤4元，尽管售价不低，但刚上网就被
抢购一空。

这次直播也让村民看到了农村电
商的潜力，以王文柯为例，今年他借助
电商平台卖了2000多公斤马铃薯，收
入在4000元左右。“没想到以前只够
填饱肚子的洋芋坨坨，现在却成了带
动我脱贫增收的‘金豆豆’。”王文柯感
慨道。

据了解，下一步，丰都县还将持续
深化与山东枣庄的合作，拟共同投资
1000万元，建设滕州马铃薯种薯繁育
中心，并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

山东“金豆豆”种出好生活
丰都县引进滕州脱毒马铃薯带动贫困户增收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近日，全国
县域旅游研究课题组、北京华夏佰强旅
游咨询中心发布《全国县域旅游研究报
告2020》暨“2020年全国县域旅游综
合实力百强县”“2020年全国县域旅游
发展潜力百佳县”榜单。我市彭水入围
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酉阳、
奉节、巫山、云阳、丰都5县入围全国县
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

该报告对中国大陆地区1881个县
(含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
林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推动
作用、旅游产业综合带动功能、旅游开
发与环境保护、旅游设施与服务功能、
旅游质量监督与市场监管6个方面的

35个指标进行了综合评比，得分居前
100位的即为2020年全国县域旅游综
合实力百强县。

报告显示，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
百强县年平均实现旅游总收入226.56
亿元,年 平均接待 游客 总人数为
2039.47万人次,分别比上一年提高了
18.06%、6.16%。重庆彭水入围全国县
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报告还对旅游资源潜力、旅游市场
潜力、旅游开发效益、社会经济支撑条
件5个方面的20个指标进行了综合评
比，得分居前100位的即为2020年全
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重庆酉
阳、奉节、巫山、云阳、丰都5县入围。

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发展潜力百佳县

重 庆 6 个 县 入 围

丰都土豆喜获丰收。 （丰都县委宣传部供图）

7月10日，游客在巫山县骡坪镇大垭村的格桑花海中游玩。 通讯员 王忠虎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日，渝北
区龙山街道银桦路社区开展“我们的节
日·七夕”主题活动，邀请辖区最美家庭、
模范夫妻分享家风家训和家庭和睦的

“法宝”，打造拥有正能量的家风榜样。
“勤俭节约就是我们家的家风。”结

婚30余年的程先铭和郭云桂出生在上
世纪50年代。他们说，那时候父母挣
钱养活几个孩子，生活不易，都养成了
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夫妻俩结婚时，是
程先铭亲手为郭云桂缝制的嫁衣。婚
后，又“承包”了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
窗帘、桌布……直到现在，程先铭还用
着缝纫机。

郭云桂说，身教胜于言教，父母的
一些举动，总能影响孩子。现在，他家
儿子外出请客不摆场面，小孙子也懂得
要珍惜每一粒粮食的道理。

“清白做人才能轻松做人。”一对党
员夫妻表示，贤妻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无论在公还是在私，都要时刻保持一名
党员的高度觉悟，在家中做表率，为亲
人立标杆，借助家庭和亲情力量守住廉
洁底线。

一对携手走过60年的八旬老夫妻
说，夫妻恩爱互信就是最好的家风，现
在家里四世同堂、子孙孝顺，逢年过节
好热闹。

勤俭节约 廉洁自律 恩爱互信

渝北区模范夫妻七夕话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