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山文化惠民有声有色

站在荣昌区清流镇马草村柑橘园的山坡上，望着漫山
遍野即将成熟的果子挂满枝头，和对面山头“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巨大标语，重庆市农产品（水果）出口示范基地
重庆兆宏农业公司的当家人秦兆宏难掩兴奋。

果园里的荣昌血橙从2019年跨出国门，出口到印度尼
西亚，实现重庆血橙首单出口。如今，荣昌血橙已经销往印
尼、新加坡、泰国、马尔代夫、俄罗斯等7个国家，让重庆优
质农产品扬名海外。

起点 政府助荣昌血橙出口

“大家注意，出口水果的要求很严格，果子采摘时千万
要紧贴着果蒂剪，蒂把留长了容易伤到果皮，不仅影响卖
相，还容易戳伤果肉……”12月11日，在清流镇马草村的
柑橘园里，秦兆宏正带领乡亲们热火朝天地采摘准备出口
的脐橙样品果。

虽然荣昌血橙属于晚熟品种，要到春节后才能达到最
佳甜度和口感，但最近找秦兆宏下单出口的电话不断。

秦兆宏不仅是荣昌血橙出口的第一人，也是马草村的
党支部副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柑橘种植特色产业的致富
带头人。

2008年，36岁的他辞职，从重庆主城回老家马草村创
业种柑橘。从最初的300亩逐步扩大到如今的2000多亩，
实现了规模化种植，果园里有塔罗科血橙、纽荷尔香橙、沃
柑、脐橙、西柚等十几个品种，亩产达1500多公斤。以前的
荒山，如今变成了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绿水青山，也让马
草村彻底改头换面。

2017年，一个将血橙卖到国外的机会摆到了秦兆宏眼
前。“当时已经是四五月份了，一位澳门客商愿意以高出市
场价的价格大量采购，但由于拿不出血橙出口资质、产地证
明等材料，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商机溜走。”

从那以后，秦兆宏四处打听如何办理柑橘出口资质，这
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荣昌区商务委等相关部门的
协助下，2019年3月，秦兆宏柑橘园里种植的荣昌血橙最
终通过了重庆海关等相关部门的100多项测评，可以自营
出口。当年4月，26吨血橙从马草村发往深圳港，然后出口
到印度尼西亚，实现了重庆市血橙首次出口。

亮点 打造优质血橙出口基地

在荣昌区政府的大力帮扶下，从2019年到现在，秦兆
宏的果园综合收益已经超过了2000万元。小小的血橙变

成了能出口创汇的“致富果”，也为当地发展柑橘种植起到
了示范带头作用，乡亲们除了在秦兆宏的果园打工挣钱之
外，不少人也种起了血橙等，建起了自己的果园。

清流镇党委副书记张良学介绍，在秦兆宏的带动下，全
镇发展了6个柑橘种植合作社，种植面积100亩以上的种
植大户20多户，面积1000亩以上的3户。截至目前，全镇
柑橘种植已有1.2万亩，总产量达2.5万吨，产值达1.5亿
元。

现在，柑橘种植不仅是清流镇的农业特色支柱产业，毗
邻的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平滩镇的2个村也连片种植血
橙，共同打造川渝优质血橙出口基地，带动川渝两地的
1000多户果农走向共同富裕。

张良学还介绍，为了多方面帮助果农拓展血橙的市场
销售渠道，清流镇一方面与荣昌区商务委、海关部门加强联
系，争取培养更多的柑橘出口种植户；另一方面通过延长产
业发展链条，鼓励辖区的4个村合资组建血橙加工厂，指导
村集体经济利用当地丰富的血橙鲜果资源，生产NFC血橙
果汁。目前，血橙果汁注册了“荣遇棠橙”商标，今年开始小
批量上市销售，同时正在完善手续，让血橙果汁也能出口创
汇。

支点 支撑荣昌柑橘高质量发展

从一颗小小的血橙果，到5万亩柑橘林；从秦兆宏一个
人的回乡创业梦，到荣昌五六千户柑橘种植户增收致富的

产业，再发展成为川渝特色种植产业带，荣昌血橙已成为带
动当地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优质特色水果之一。

为了扩大荣昌血橙的出口量，荣昌区商务委每年还组
织兆宏农业等区内农产品种植企业、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
户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等境内外国际性展会，开拓国际市
场，拓宽出口渠道。

2022年，秦兆宏的柑橘园拿到了“全球良好农业规范”
（简称“GGAP”）认证书，获得了柑橘全球出口的“通行证”。

今年，荣昌血橙的出口量在2022年的基础上大幅增
加，实现连续五年出口，出口创汇200余万元，销售目的地
已达俄罗斯和东盟多国。

通过近两年的培育辅导，今年荣昌区还有2家柑橘种
植、加工企业已走完外贸出口农产品的申报流程，预计将
在明年实现柑橘出口。预计到2025年，荣昌将培育辅导
5家以上的柑橘种植、加工企业，让荣昌柑橘香飘国际市
场。

荣昌区商务委主任蒋成龙介绍，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荣昌与四川资中整合柑橘产业规模优势，共建长
江上游川渝优质血橙出口基地，在黄桷滩水库周边川渝交
界处横跨6个镇街一体化布局血橙种植产业带，标准化种
植血橙1.5万亩，年产量1.5万余吨，年产值达8000余万元。

荣昌血橙的出口，只是整个荣昌柑橘种植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亮点之一。据了解，2022年荣昌区发展柑橘种植面
积近5万亩、年产值2.58亿元，预计今年将突破3亿元。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实习生 牟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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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睛望“千里眼”
助重庆“气”质提升

美丽重庆很养眼，呼吸也要更清爽。12月18日下
午，记者从江北区2023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重庆通过建设高空瞭望系统、颗粒物监测系
统、激光雷达扫描等措施，保证了市民呼吸清爽的空气。
目前，全市已布设40个高空睛望（瞭望）监控点，覆盖万
州区、沙坪坝、江北等27个重点区域，数智助力提升大气
质量和市民的呼吸清爽度。

江北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打好秋冬季蓝天保
卫战事关群众生产生活，该区在全市首创了“大气污染防
治‘十五条措施’”，重点围绕唐家沱国控点区域强化“人
防+技防”举措，通过监控设备随时监测空气质量波动情
况，监控设备大多设置在距离地面40多米的高处，有的
甚至高达 60 多米，可以 360 度旋转，覆盖半径达到
3000~5000米真正实现高空睛望“千里眼”，可以随时针
对波动情况发送图像和预警短信，交由相关部门及时处
置。

江北区整合“环保管家”“第三方溯源”单位和专家
力量，深入开展重点区域源解析、减排绩效分级和“一
厂一策”编制工作；组建蓝天专职巡查队伍，对唐家沱
国控点周边区域开展365天值守，每天上午8：00到晚
上12：00开展拉网巡察；并组建蓝天巡查组和暗访组，
分片区开展巡察督导和暗访工作，特别是预警响应情
况进行跟踪督办，保证了区域环境质量，提升了群众幸
福感和获得感。

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民呼我为 惠民有感

截至目前，荣昌区发展柑橘种植面积近5万亩、年产值2.58亿元。荣昌区10
多个乡镇的五六千户村民也因此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2019年，荣昌血橙跨
出国门，如今已经销往东南亚及俄罗斯等地，出口创汇2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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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血橙变成出口创汇致富果
五六千户村民一起富起来

“人有两样东西别人永远拿不走，一个是藏在心中
的梦想，另一个是读进脑中的书籍。”12月18日下午，在
九龙坡彩云湖森林小学校举行的青少年阅读分享讲座
上，中国青少年分级阅读标准研制与应用实验室专家、
重庆市十佳全民阅读点灯人郑静老师这样告诉孩子们。

当天，重庆市中小学校（幼儿园）馆校合作阅读推
广计划启动仪式，在九龙坡彩云湖森林小学校举行，来
自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师代表、全市42个公共
图书馆馆长、工作人员，以及从事青少年阅读推广的专
家、志愿者和彩云湖森林小学的孩子们共200余人参
与了活动。

据悉，重庆市中小学校（幼儿园）馆校合作阅读推
广计划，是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图
书馆学会、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等部门共同发起的一项
惠民文化行动。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实习生 牟琰 摄影报道

“我的那个家乡也巫山美哟，美就那个美在哟山
和水哟！”近日，记者走进巫山县文化馆功能区，映入
眼帘的是一番载歌载舞的景象。原来，这是该馆开
设的全民艺术普及免费开放阵地辅导培训班学员正
在上课。举办免费开放培训班，是巫山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近年来，巫山文化惠民活动可谓有声有色。巫
山县文化馆每年开设书法、巫峡竹琴、葫芦丝、声乐、
绘画等8个左右的艺术门类，培训人次达到14000
余人次。广泛开展社区艺术节、群众大家唱、广场
舞、文化下乡等群众文化活动200多场次。创编广
场舞《金镲打出幸福来》、歌曲《好一个巫山下庄村》、
戏曲《巫山新唱》、故事《杨老师的脊梁》等特色舞台
剧目，并在市级展演、赛事中获得15个等级奖。文
化志愿服务常年活跃于社区、乡村、学校等。
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通讯员 任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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