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果 惠及15万人的“致富果”

“大家仔细点，只有把它们管护好了，明年才能会有
更好的收成。”12月10日，巫山县庙宇镇种植大户、市级
劳模覃传德带着10多名工人，开始对水磨村一大片脆李
树进行越冬管护。

“果树是三分种，七分管，想偷懒得不到好果子。”覃传
德说，不除草、不施肥、不除虫，会影响来年果子的品质。

覃传德是靠种植脆李致富的。2012年，致力改变
家乡贫困面貌的覃传德耗资40万元，在水磨村五社荒
废的土地上建起果园，专业种植巫山脆李。经过几年
发展，2019年，他的果园达120亩，实现销售收入近百
万元。

在覃传德的带领下，脆李产业在当地不断发展壮大，
整个水磨村脆李种植面积近3000亩。

2020年7月，巫山共评选出10个“巫山脆李名优果
园”和10名“巫山脆李种植能手”，覃传德是其中之一。

“在巫山，像覃传德这样的种植大户很多，巫山脆李
产业发展正呈蓬勃之势，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广。”巫山
县农业农村委主任易前聪介绍，该县目前脆李种植主体
有6万余户，今年实现产量13.5万吨。

巫山脆李现在规模达30万亩，遍及23个乡镇222个
村，产业带动15万余人增收致富。对于不少巫山人来说，
脆李就是“摇钱树”“致富果”。

近两年，巫山还与中国邮政航空公司合作，开通“脆
李航班”产地直飞，使产品可在24小时内新鲜送达全国
1000多个城市。

经过持续不断地培育，巫山脆李现在被认定为“国家
地理注册商标”，被评为“中华名果”。据中国品牌促进协
会相关数据显示，巫山脆李品牌价值达27.1亿元，连续四
年居全国李品类第一。

名品 深加工助产业行稳致远

2020年7月中旬，正值巫山脆李最佳采摘期，连续几
天降雨后又是烈日天气，皮薄肉脆的巫山脆李在这种天
气下极易开裂，影响品质。心急的县领导任由雨水淋湿
全身，在果园带着哭腔四处“求援”、寻找销路的一幕，曾
令不少巫山人为之动容。

为了破解脆李产业发展中的难题，巫山组建了巫山
脆李研究院，开展防裂果增糖增产等技术研究。为减小
每年梅雨对脆李品质的影响，还研发推广“覆膜避雨”的
应对技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鲜果子一时销不完怎么办？产业发展起来了如何行
稳致远？近几年，构建脆李产业链、推动产业深加工，成
为巫山发展脆李产业的重中之重。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重庆渝品醇酒有限
公司、巫山振兴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创新研发
巫山脆李酒，培育以蒸馏及发酵两种手段酿造出的果酒，
目前市场反响不错。今年8月24日，巫山在青岛举办深
加工产品品鉴会，巫山脆李酒受到青岛市民的好评。

巫山还引进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帮助巫山组建
果酒酿造技术研发团队，研发脆李小烧、脆李白兰地、脆
李利口酒等系列产品，衍生脆李蜜饯、脆李果酱、脆李月
饼等特色产品，不断提升巫山脆李产业附加值。

在巫山县楚阳乡，在建的巫山脆李特色产业园，机器
轰鸣。巫山县有关负责人介绍，巫山正在探索建立巫山
脆李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特色产业园，就是要推动巫
山脆李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保障果实“颗粒归厂”，
让农副产品就地“一产”转“二产”。

名扬 出口订单翻了5倍

“大家好好干，我们争取明年有更多的李子卖到新加

坡等国去。”12月11日，巫峡镇七星村脆李园负责人李军
一早召集工人，为他们讲解脆李越冬管护要领。为了果
子能够达到出口要求，果园成立了专业管护队，聘请有技
术的工人实施统一集中管护。

面积达450多亩的巫峡镇七星村脆李园，是经海关等
有关部门调研考察后，确立的3个巫山脆李出口基地之一。

近些年，巫山思考着如何让巫山脆李走出国门，实现
出口。可在炎热的夏天，皮薄肉嫩的巫山脆李要运到国
外且保证品质，谈何容易。为此，巫山也一直在不停地探
索。

经过对接，重庆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出的“空气放
电自由基果蔬保鲜系统”，可有效延缓果蔬生理性衰老，
延长脆李保存时间等。交通改善，科技助力，使巫山脆李
出口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去年3月，巫山县委书记曹邦兴找到重庆市中新项目
管理局，希望借助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实现巫山脆李
走出国门，得到市中新项目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由于国外对进口农产品，特别是生鲜类产品要求很
高。为此，巫山经过筛选，确立了巫峡镇七星村等3个具
有有害生物监测与控制等条件的种植基地，还选择县内
龙头企业进行采摘、分拣、包装等，严把质量关。

去年7月，一批重300公斤的巫山脆李，经重庆万州
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从巫山发运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海关监管仓，搭乘重庆—新加坡直飞航班，约4小时后飞
抵新加坡，进入当地市场，实现了首次出口。

经过去年的尝试，今年出口就顺畅多了。据了解，今
年订单量是去年的5倍。令人欣喜的是，当地市场对巫山
脆李品质非常满意，纷纷增加订单，希望明年增加供应量。

对此，巫山县农业农村委主任易前聪表示，巫山明年
将争取实现更多出口，用出口“倒逼”巫山脆李等农产品
品质提升。 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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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脆李：产值18亿 出口新加坡受欢迎

有着中华名果之称的巫山脆李，2023年
是个丰收年：实现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8
亿元。目前已经成功出口新加坡，明年有望出
口到更多东南亚国家。

12月的巫山脆李主产地曲尺乡，进入一年
中难得的清静时刻。漫山遍野的脆李树，见证
着勤劳的巫山人如何在这片石漠化的贫瘠土
地上种出“致富果”，引来天南海北的冷链车，
还有“脆李专机”，将新鲜的脆李送达全国
1000多个城市的市民口中。

2023年巫山脆李实现大丰收，巫山县县
长付嘉康介绍，2023年，巫山全县23个乡镇
种植巫山脆李，规模达30万亩，挂果面积14
万亩，实现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8亿
元。凭借这些甜脆的小果子，库区百姓的“甜
蜜事业”越做越大。

8场“花开的声音”专场音乐会，线下参与人数近10
万人次，全媒体矩阵曝光率突破8000万+，通过举办招聘
会、实施摊主自营等方式，解决就业300余人次，带动周
边商业体持续升级，实现销售近1000万元……重庆首个
以音乐为主题的集市——“花花好市”心湖音乐集市自今
年夏天推出以来，作为重庆本土标杆集市登上央视《新闻
30分》报道。现在，周末去八桥镇“花花好市”已成为大渡
口居民的日常固定动作。

调研催生“公园+文旅”消费场景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大渡口区聚焦“公园大渡
口·多彩艺术湾”建设，将学习推广“四下基层”工作制度
作为重要抓手，确定调研课题511个，新确定区级民生事
项10个，新增部门、镇街、村（社区）民生事项301项。

“花花好市”心湖音乐集市位于双山心湖公园，集市
每周设置不同主题，包罗万象，妙趣横生。双山地理位置
优越、公园资源丰富、年轻人口众多，但存在着公园周边
消费场景不足等诸多问题。

为了顺利运营“公园+文旅”消费场景，八桥镇50余名
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居民、企业负责人等，掌握第一手
资料；并多次组织党员干部、相关科室负责人走出去“取
经”，到市内发展成熟的夜市实地调研，决定利用双山公园
分布广、周边小区配套成熟等优势，提出了“统一划定、规
范经营、集中管理，全力打造消费场景，助推夜市经济有序
发展”的思路，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花花好市”
心湖音乐集市于今年11月3日常态化运营。每周五夜幕

降临，大渡口区八桥镇山河路双山心湖公园在凉爽的微风
中，伴随着优美的乐曲和闪烁的灯光，那些琳琅满目的美
食、非遗、文创产品，持续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

依托“花花好市”心湖音乐集市，大渡口区举办了“秋
季‘老兵招聘月’专场招聘活动”，组织招聘企业25家，为
广大求职者提供岗位418个，让招聘会为夜间经济赋能，
新增夜市摊位150个。

首个市场监管“三服务”驿站

8月1日，重庆市首个市场监管“三服务”驿站在大渡
口区元石产业园正式运行，驿站位于建桥工业园，由该区

市场监管局重点打造。“三服务”即服务基层、服务企业、
服务群众，驿站实行站长负责制，站长由“小个专”党建指
导站站长兼任。驿站综合市场监管局小个专党建、注册
登记、质量、药品器械、知识产权、广告等相关科室职能职
责，搭建市场监管“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驿站将实实在在为基层解决困难问题，以政务服务
质效提升换来市场主体方便快捷，构建群众诉求建议“收
集—办理—反馈”闭环机制，让老百姓的愿望想法得以实
现。

茄子溪街道江州社区成为大渡口区个体经济发展最
快的区域，驿站与该社区经营主体快速发展紧密结合，已
有8家企业通过驿站办理急难事项12件次，让群众满意
度不断提升。

“劳动者港湾”温暖城市美容师

公园大渡口，离不开辛苦劳动的城市美容师。今年
该区新建了5座“劳动者港湾”，至此已建成开放“劳动者
港湾”55座，完善了城市功能，也为群众生活劳动提供了
方便。

这些分布在大渡口建桥A区、蔬菜公园、春晖十里等
“劳动者港湾”，内部配置有电视机、冰箱、饮水机、微波炉
等设施，并设置了功能分区。“劳动者港湾”是利用现有市
政基础设施，改造公园、绿化、环卫等公共用房，让户外劳
动者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饭凉能加热，天热可以吹
空调，提升市民获得感和安全感。

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大渡口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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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大渡口”服务好小摊小店 解决群众就业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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