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隆太良 文/图）3 月 16 日，记者从县

文化旅游委获悉，市文化旅游委日前发布《关于第二

批市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的公告》，确定 10 家单位为

第二批市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我县万寿山景区榜上

有名。

位于县城东南的万寿山景区奇

峰突兀、地势险峻，其“男女石柱”景

观是我县的地理标志。“男石柱”高

约 100 米，凸鼻凹眼，巍冠峨髯，栩栩

如生；“女石柱”高约 70 米，眉清目

秀，亭亭玉立，体态婀娜。景区内有

明末清初著名女将军秦良玉兵寨遗

址，包括古寨门、古寨墙、古炮台、歇

马台、烽火台、忠贞台、大帅府、官兵

井、演兵场等众多历史遗存。

为打造更高端、更立体、更还原

历史的旅游景区，近年来，我县在充

分挖掘“男女石柱”和秦良玉兵寨文

化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旅游景区质

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对景区

软硬件进行提档升级，历时 4 年，让

以秦良玉筑寨御敌古战场为主的历史文化得以再现，

使这些宝贵资源在文旅开发中显现出重要价值。

如今，该景区不仅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

的景区，而且还是一个集自然奇观、文化体验、休闲避

暑、康养度假于一体的大型文化旅游目的地，曾获评

“重庆文旅新地标”“重庆最美历史文化古迹”，并成功

摘得国家4A级旅游景区桂冠。

冬去春来，万寿山景区林木吐绿、山花怒放、白鸟

啼唱，到这里踏青登高，可一览大好春光。

进入兵寨，踏上崎岖险峻的古道，看着御敌无数

的寨门，抚摸着斑驳的寨墙，踏访着古战场遗址和古

练兵场遗址，可触摸历史的遗痕，聆听岁月的回响，追

忆那段兵戈铁马的岁月。

万寿山鹊桥，既是隔峰观赏“男女石柱”景观的最

美视角，又是拍照打卡的好去处。站在桥上，手举相

机或手机，聚焦“男女石柱”和蓝天白云，随手一拍便

是美片。

穿过帅府，既可体验悬崖秋千、空中自行车、飞拉

达等惊险刺激的项目，在“飞檐走壁”中感受心跳的

“乐趣”，又可一览众山小，将春日万寿山的壮丽景色

尽收眼底。

行走在绝壁栈道上，欣赏奇妙无比的“万寿连云”

景观，俯瞰连绵群山，人的心情豁然开朗。走过一段

小路，一“女将出征”的雕像栩栩如生地矗立在眼前，

这又一游客喜欢的打卡点是在秦良玉点将台遗址上

建成的，描绘的是秦良玉率领白杆兵出征的场景。

万寿山景区获评市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

本报讯（记者 罗贤为 通讯员 王志刚 文/图）3 月 19

日，2023 年重庆马拉松（简称“重马”）在主城南滨路和巴

滨路鸣枪开跑，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347个城市的

3万名跑友角逐。

石柱跑友冯丹第一次参加全程马拉松赛事，便以2小

时 40 分 39 秒的时间取得国内女子第四名、市民组女子第

一名的好成绩，距离运动健将级仅差39秒，这也是石柱跑

友参加“重马”取得的最好成绩。

本次“重马”设置了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和迷你马

拉松（5公里）两个项目，各有1.5万人参赛。在县体育运动

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石柱马拉松协会共组织 82 名跑友参

赛，他们中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仅19岁。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参赛队员中女性跑友占比超过一半，达到了44人。

据介绍，石柱马拉松协会成立于 2015 年 1 月，是我县

最早成立的社会体育团体之一，现有会员 400 余人，其宗

旨是为全县跑步运动爱好者提供健身交流平台，组织和

举办跑步健身活动和比赛。自 2013 年以来，石柱马拉松

协会已组织会员连续参加了八届“重马”赛事（2015 年获

市民组男子第九名），参加了北京、南京、武汉、青岛、广

安、三峡马拉松等各级赛事，也涌现出了马洪刚、马勇、冯

丹、唐生权、王志刚、杨锐、王宏、秦乘园、何令、黄黎、王先

红等一批知名跑友。经过多年的赛事磨炼，石柱马拉松

协会整体水平目前处于全市各区县第一梯队，成为康养

石柱“动养”的一张“名片”。

石柱跑友在今年“重马”中
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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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3月以来，大地草长莺飞，春天的气息越来越

浓，我县各地群众抢抓农时嫁接果树、翻耕土地、除草

施肥……田间地头、山山岭岭，到处呈现出一派春耕

备耕和产业发展的繁忙景象。

三益乡大堡村茶园沟组海拔在1200米左右，为充

分利用撂荒地发展特色产业，三年前，三益乡引入重

庆仨益侬庄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茶园沟组打造

脆红李种植基地400余亩。

为改良品种，提升果品品质，在县农业农村委的

支持和指导下，近段时间以来，重庆仨益侬庄农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果树进行嫁接。

“将基地的脆红李树嫁接成蜂糖李树，主要是针对

蜂糖李具有肉质嫩、味香甜、口感好、营养丰富等特

点。”基地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时下，正是果树嫁接的好

时节。嫁接成功后，蜂糖李的亩产量略有下降，但是亩

产值将大为增加，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一株株刷白后的果树在连片集中的基地里整齐

地排列着，尽情享受着暖风的吹拂，在明媚的阳光下

显得耀眼夺目。

“突突，突突……”近日，记者在河嘴乡银杏堂村

嘴上组看到，褪去初春的寒意后，小草悄悄地从土地

里 探 出“ 脑

袋”，摇摇晃晃

地感受着初春

的暖意。村民

陈武清驾驶着

“铁牛”——旋

耕机在稻田里

来回奔跑，为

其“ 舒 筋 活

络”。隆隆作

响的旋耕机驶

过后，深翻的

泥土散发出阵

阵清香，弥漫

在田野，令人

心旷神怡。

“ 我 今 年

要种植 5 亩有

机水稻，现在

正值春耕备耕

期间，要早点

翻耕好稻田，为后期生产做好准备工作。我已备足了

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物资，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年过半百，忙得满头大汗的陈武清干劲十足。

据银杏堂村党支部书记李昌介绍，该村今年在巩

固发展茶叶特色产业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有机水稻

产业，目前已落实有机水稻种植面积500亩左右。

为立足于“备”，打好春耕生产第一仗，在河嘴乡

场镇，赶集的村民正在忙着购买农膜、肥料、种子、农

药等春耕生产物资，街上的农资销售店屋里屋外人流

如潮。

备耕管到位，种粮有保证。围绕粮食安全发展战

略的实施，为确保农业生产起好步、开好头，河嘴乡不

断强化政策引导和稳产增产措施，发动经营主体抢抓

机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广机械化作业，力争多种

粮、种好粮，确保粮食安全。

枫木镇双塘村海拔1500余米，发展黄连产业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近段时间以来，村民范永奎与家人在

黄连棚地里忙着除草、施肥。走进黄连棚，阵阵黄连

花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

“这几年黄连市场行情较好、价格较高，村子里的

撂荒地也多，可以放开手脚开垦撂荒地来种植黄连，

或者实施林下种连，我要抓住时机大力发展黄连产

业，发发‘黄连财’呐。”看着连地里长势良好的黄连

苗，不辍劳作的范永奎信心满满。

范永奎的小院里，铺满了剪掉根须和叶子的黄连

疙瘩，他的女儿正利用睛好天气，忙着翻晒前段时间采

收回来的黄连。据介绍，他们一家在林下种有黄连15

亩，由于施用的是农家肥，加之精心管护到位，不仅产

量高，而且品质好，按目前售价，总价值超过100万元。

枫木镇是我县的黄连产业大镇，近年来，当地政

府积极引导连农合理布局，通过熟地种连和林下种

连，实行生态化种植。目前，全镇黄连在地面积有2万

余亩，以黄连为代表的“黄色”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当

地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连日来，在全县各乡

镇（街道）的田间地头、产业发展基地，随处可见农民

群众、种植大户热火朝天备耕和发展产业的场景，人

机同干、干群挥汗的劳动景象层出不穷。广大基层党

员干部与群众一道，奋战在春耕备耕和产业发展的第

一线，齐心协力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生机勃勃的“春

耕图”，为夺取全年农业生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勤春来早 功到秋华实
—— 我县春耕备耕和产业发展见闻

记者 隆太良 文/图

翻耕土地 翻晒黄连

本报讯（记者 马瑗 文/图）3月19日，由重庆市人力社

保局、四川省人力社保厅、重庆市乡村振兴局和重庆市永

川区政府共同主办，以“技能激活乡村、振兴擎动未来”为

主题的首届“巴蜀工匠”杯乡村振兴技术技能大赛在永川

区闭幕，我县经过初赛选拔组织参赛的 16 名选手中，有 4

名选手获得奖项，创历史佳绩。

在历时三天的比赛中，来自川渝两地 57 个代表队的

551名选手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充分展现出了新时代乡村

振兴技术技能人才的风采，共产生 20 块金牌、40 块银牌、

60块铜牌以及14个突出贡献奖和21个优秀组织奖。

我县代表队成绩丰硕，选手邓玲获得手工制茶项目二

等奖，选手郎启顺获得农业经理人项目三等奖，选手文天

芬获得刺绣项目三等奖，选手张应方获得蔬菜嫁接项目优

胜奖，县人力社保局还获得突出贡献奖。同时，由县职教

中心牵头筹建的全市首批“巴渝工匠”乡村驿站获授牌。

县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大赛为契

机，继续开展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为社会输送更多高技能

人才，促进广大劳动者的能力和价值成长，实现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

我县选手在首届“巴蜀工匠”杯
技术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

颁奖仪式现场

铁牛“闹”春耕，农家备耕忙

黄连卖高价，连农种植忙

嫁接果树

冯丹（左三）正在奋力角逐

万寿山鹊桥

改良果品种，村民嫁接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