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涪陵打造龙眼荔枝
产业科技高地

涪陵区利用长江师范学院的技
术研究优势，成立了“长江上游龙眼
荔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还在
长江师范学院建立了国家龙眼荔枝
体系重庆工作站，着力打造龙眼荔枝
产业科技高地。

目前，涪陵区已启动新品种的
引进筛选工作，建立了标准化品种资源圃50亩，引进龙眼新品种11
个、荔枝新品种8个；落实项目资金200余万元，正在新建荔枝果园
面积300亩。

●涪陵榨菜成为“国民
下饭菜”

通过两年努力，涪陵榨菜产业
链提质增效成效显著，涪陵榨菜真
正成了市场欢迎、群众喜爱的“国民
下饭菜”。

2019年以来，涪陵区青菜头
种植面积稳定在 72万亩左右。涪
陵榨菜集团建起了行业首条全智
能化生产线。目前，总投资约 50亿元、占地面积 1050亩的中国榨
菜城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将形成集榨菜种植、加工、旅游为一体的
具备国内一流水平的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产业园区，年产值将超过
100亿元。

●巫山建成 50个红叶
主题乡村旅游点

巫山拥有 10万亩野生红叶。
近年来，巫山做大做强红叶旅游，
在长江沿岸栽种了黄栌、红枫等红
叶类树种，红叶面积扩大至 20万
亩。巫山红叶成为长江三峡旅游
的“一张名片”。

截至目前，巫山县共培育红叶民宿、红叶酒家、红叶农庄等80余
家，建成以红叶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点50个。2020年长江三峡国际
红叶节期间，巫山县共接待游客 108.1万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
9.51亿元。

●2020年“巫山脆李”
品牌价值达19.18亿元

近年来，我市推动三峡库区发
展以脆李为主的小水果产业，巫山
县规模种植了 23.5万亩，覆盖 22
个乡镇135个村。

巫山脆李先后获评“中华名果”
“全国优质李金奖”“国家地理标志”
等荣誉称号。2020年“巫山脆李”品牌价值达19.18亿元，居全国李
品类第一。

在巫山县，种植脆李的农户有5万余户，户均年增收6000余元。
截至目前，全市脆李种植面积达136万亩，成为带领库区百姓增

收致富的“金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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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的答卷
核
心
提
示

□刘江

3月，阳光明媚，万象更新。人们期待的全国两会，如约而至。
曾经有过太多春天的故事，如今回放总让人心绪如潮。2018年

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深情厚望、殷殷嘱托，为重庆指明了奋
斗方向，激发出不竭动力。

牢记使命，不负嘱托。3年来，重庆人感恩奋进，把总书记的厚
望嘱托一一落到实处，写下精彩答卷。

这份春天的答卷，展现了奋进的重庆、奋斗的脚步。这是一份见
证拼搏的答卷，浸润着我们的日夜兼程、勇毅坚韧；这是一份汇聚力
量的答卷，如大江大河，奔流不息；这是一份激发干劲的答卷，呼唤我
们砥砺前行，在接续奋斗中拥抱美好梦想。

梦想总是在春天蓄势拔节。又是一个万物欣荣的春天，新
的征途、新的气象、新的希冀。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春天的和鸣”再次奏响，崭新的画卷正在铺展。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推动“十四
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需要我们凝心聚力再出发，谱写美好新
篇章。

对于奋斗者来说，从春天的盛会中看到向往的生活，就能激发耕
耘的力量、奋斗的热情。牢记嘱托，意气风发，忘我奋斗，苦干实干，
在重庆大地上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不负春光，勇挑重担，必将成
就闪亮的梦想，交出更加精彩、更有厚度的重庆答卷。

不负春光 奋斗前行

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上，马善祥、李
春奎、朱明跃、刘家奇、沈铁梅等全国人大代表发言。习近平总书记不时插话，与代表们亲切交流，
对代表们各自领域的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

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全国政协委员刘
旗发言，并聆听了总书记的叮嘱。

几位代表委员以自身工作体会，介绍了牢记总书记嘱托加油干的奋斗答卷。

10年，两份感谢，来自同一人，要感谢的人也是同
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老
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

“老马，10年前你捐款帮助我的父亲，我代表父亲
写信感谢你。现在你又帮了我的大忙。”今年1月底，
观音桥街道桃园社区居民黄银宣在兜兜转转一年后，

终于领到了企业赔付的9.8万元赔偿金。他第一时间
来到“老马工作室”，拿出亲手写的感谢信给老马。“只
要能帮你解决困难，老马随时在，义不容辞！”马善祥
说。

3年来，老马一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思考如
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就在今年，我总结提炼出

‘基层社会治理一般规律20条’，其中‘化解矛盾、防止
激化’这一条，就是黄银宣给我的启发。”马善祥介绍，

“基层社会治理一般规律20条”凝聚了自己30多年来
群众工作经验和大量认识思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是
老马30多年一直坚持的工作原则。老马坦言，今年他
对开展群众工作又有了新的感悟。“总书记说，上面千
条线、下面一根针，必须夯实基层。我一直牢记总书记
嘱托，当好基层这根‘绣花针’，状态要投入，本领得过
硬，我一天都不敢怠慢。”

总结提炼出“基层社会治理一般规律20条”

2021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全国人大代表，巫山县
委书记、县总河长李春奎率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到长江、
大宁河巡河，察看江岸、水面情况。

“生态三峡，春意正浓。”李春奎说，3年来，巫山牢
记总书记嘱托，砥砺奋进，“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等理念在巫山已深入人心。巫山持续做好“水文章”，

念好“山字经”，办好“红叶节”，练好“气字诀”，打好“文
化牌”，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融相促。他
说，近年来，长江及其干支流巫山段水质长期保持优
良，巫山荣膺“全国绿化模范单位”，“三峡红叶”成为美
丽中国的靓丽名片，涌现出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时
代楷模”毛相林等一批先进典型。

李春奎介绍，2020年，巫山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走好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为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做靓生态旅游——全力打造“神女恋城·红叶巫山”旅
游品牌，巩固提升“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提档升
级小三峡·小小三峡5A级景区，巫峡·神女景区通过国
家5A景区景观质量评审。做优生态农业——发展壮
大脆李、柑橘、中药材、生态养殖等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巫山脆李”连续三年蝉联全国李品类第一，“巫
山恋橙”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融相促

回首过去的一年，全国人大代表、猪八戒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朱明跃充满了欣慰和振奋。

2020年 8月，朱明跃受邀出席全市企业家座谈

会，他在发言中表示：企业家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敢于加码科技创新。企业的命运，必须融入一
座城市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只有真正实现同频共

振，才能无愧于国家和时代，取到企业长青的“真
经”。

2020年2月3日，猪八戒网发起“战疫情—共同保
护企业生命线”专项行动，投入超亿元，累计动员7万家
服务商，为近30万家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触达100多
万家中小微企业，切实帮助企业线上经营，抵抗疫情风
险。

帮助近30万家中小微企业线上经营

“3年来，我们时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发挥
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一步步发展壮大龙眼、荔枝等
产业，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甜！”全国人大代表、涪陵区
南沱镇睦和村党支部书记刘家奇自豪地说，如今睦和
村已形成“春有枇杷、夏有荔枝、秋有龙眼、冬有脐橙”
的经果特色产业，2020年全村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近

1.9万元。
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

刘家奇向总书记汇报了睦和村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在
村党支部带领下，全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龙眼、
荔枝等名特优水果种植的情况，受到总书记的肯定。

3年来，刘家奇充分发挥领头羊精神，带领睦和村

村支两委班子紧扣“土里栽树子、四季卖果子、家里开
馆子、就地进厂子、外出挣票子、青山变金子”的思路，
探索出“村两委+合作社+果品协会+公司+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推动睦和村在美丽乡村的道路上大步
迈进。

水果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睦和村也在同步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公共基础设施等。产业有声有色、
环境美了靓了，不少在外村民纷纷回村，开办起农家
乐、家庭小农场等。目前，睦和村的民宿、农家乐已接
近20家。

水果产业壮大了 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甜

“建党100周年，川剧《江姐》将在全国巡演。我们
为党而歌，以这部红色经典为党献礼。”近日，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一边
积极准备参加全国两会的材料，一边在为4月底开始的
巡演做各种筹备工作。

川剧《江姐》2018年2月首演至今已演出69场，好
评如潮，成为中国戏剧界的现象级作品。沈铁梅透露，

近日川剧《江姐》已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舞台艺术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划。《江姐》将在演出过程
中不断打磨，以凸显川剧艺术特色和经典的魅力。

3年来，沈铁梅大力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每年
都有相关主题的建议提交到全国两会。对于她来说，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川剧艺术魅力，既是艺术
实践，更是履行使命。

去年11月，英国驻华大使访问重庆，专程来到重
庆川剧院。这名外交官用正在学习的扬琴演奏了一把
川剧的曲牌。沈铁梅当时在场，引以为傲。在她看来，
川剧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文
化交流的舞台上发挥着特殊影响力。

近几年，沈铁梅到过许多国家推广交流川剧。她
把川剧《凤仪亭》带到了荷兰，带到了美国。此外，川剧
艺术电影、国际大片《金子》在德国柏林上映，《李亚仙》
在罗马尼亚和中国建交70周年庆祝活动中的演出大
获成功……如今，川剧艺术活跃在国际交往的舞台，原
汁原味的川剧正带着中国的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川剧艺术走向世界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旅游业是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产业。”刘旗坦言，对渝东北
来说，处于长江三峡黄金旅游带上，以前发展游轮旅
游，带动的是长江两岸发展，并没有向纵深推进，随着

“一区两群”发展战略落地，将推动渝东北旅游产业覆
盖更多乡村，带动更多群众致富。

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的基础条件较渝东北
更薄弱。“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文旅深度融合

将是渝东南未来发展的主线。”刘旗说，过去一年，位
于渝东南的彭水阿依河、黔江濯水古镇先后被确定
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带动了当地文创产品、电商
销售、生态农业、非遗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就业和人
才回流。

“认真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我相
信渝东南在生态资源和民族风情等优势加持下，一定
能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对此，刘旗充满信心。

文旅融合发展 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两会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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