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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武陵山

腹地的恩施地区

山大人稀，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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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观察

守护游客平安之旅

“拍照的时候要当心，不要越过栏杆。”8月3
日，建始县公安局高坪派出所所长周磊不时提醒
着游客。从早上开始，他已经在地心谷景区徒步
巡逻了近4个小时，警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进入暑期，地心谷景区日均游客超过6000
人，每天有100多辆旅游大巴往返。景区的旅游
热也带来了交通拥堵、停车难等问题。高坪派出
所启动高峰预案，将火车站广场等公共场所作为
临时停车场，在关键节点布设安保和服务人员，强
化全域巡逻，第一时间解决游客的困难、诉求。

周磊还主动找到景区负责人，对景区负责交
通、消防、秩序维护、突发事件处置的相关责任人
开展专项培训，将景区内玻璃桥、悬崖栈道、亲水
区、喊歌台等网红景点纳入值守范围，由民警与景
区保安开展联合执勤。

“辖区就是景区，涉旅矛盾纠纷警情占比大，
如不及时化解，会直接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也会
影响恩施的旅游形象。”在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世界地质公园恩施大峡谷工作的沐抚派出所
所长余志刚深有体会。

为确保在游客高峰时段，矛盾纠纷“随查随
排”、突发警情“随叫随到”、救助服务“随时随地”，
沐抚派出所深入辖区酒店民宿、山舍农户、田间地
头，探索建立1名驻村民警统筹、51名村民小组长
协助，景区工作人员等“X”名信息员联动的“1+
51+X”治安防控网。

“‘仙境’不能变‘险境’，要将警务触角延伸到
景区的每一个角落。”恩施州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2021年起，恩施在全州增配专兼职民辅警
近2000人，同时在景区设置联合服务点，建立警
力远程动态调度和突发性事件快速处置机制，做
到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处置。

用心服务“警”相随

恩施境内不少公路绕山盘旋、穿洞越涧，深受
自驾游爱好者喜爱。如何为游客提供安全有品质
的服务，是旅游警务工作的重点。

“我第一次跑山路，刚开始还有些担心，但路
上经常能看到警察流动执勤，我心里就踏实了。”
来自安徽的游客王先生说。

6月以来，恩施州启动为期3个月的夏季维护
旅游道路交通安全专项行动，公安、交通运输和文
旅等部门建立重点旅游线路联勤联动机制，实施

“警路旅联巡”措施，全力压降涉旅交通违法行为
和涉旅道路交通事故。

“我们密切关注入恩车流量，每日召开研判
会，让警力跟着‘景’情走。”恩施州公安交通管理
局负责人介绍，交通管理类违法行为同比下降
13.98%。

景在路上，警也在身边。
近日，来自重庆的游客刘女士带着孩子到恩

施女儿城景区游玩，孩子不慎摔伤。女儿城警务
室民警及时将药品送到刘女士手中。

“充电宝、热水、急救包这里都有。”恩施市女
儿城警务室民警介绍，大到母婴室，小到公交线路
图、夜市点位图都可供游客使用。

自暑运启动以来，“凉城”利川陆续迎来30余
万“候鸟”，利川市公安局交警、特警全天候守护在
火车站，保障游客安全出行。

今年上半年，全州治安类警情同比下降
9.15%。

盛夏的恩施，一步一景，吸引着数千

万人次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康养度假。今

年上半年，全州旅游接待人数4912.43

万人次，同比增长20.8%。7月以来，游

客量更是迎来“井喷”，恩施州公安机关量

身定制“守护+服务”的旅游警务机制，全

力提升游客安全感和满意度。

民警在恩施市女儿城景区执勤。
（湖北日报通讯员 李剑飞 摄）

“起飞啰！大家注意和无人机保持安全距离。”8
月3日，巴东县东瀼口镇西陵村村民张林正熟练地操
作着无人机吊运夏橙，大半天时间，2万多斤夏橙一
筐筐从山上“飞”到公路边，装运上车销往全国各地。

从6月中旬开始，张林就忙碌在各个橘园，为有
需求的村民提供无人机飞防和柑橘吊运服务。“今
年，已经开展飞防服务20天，吊运柑橘60万斤，给
老百姓节约成本7万多元，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
的问题。”张林说。

49 岁的张林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党
员。20多年前，张林和妻子黄春秀以打鱼为生，风
里来雨里去，几乎每天都能在江面见到夫妻俩打鱼
的身影。

2020年，长江实施十年禁捕，张林正式告别渔
民生活，“洗脚上岸”。在年近50岁时失去了维持生
计的营生，一时之间，他不知何去何从。

西陵村和秭归县泄滩乡隔江相望，两地有着多
年的柑橘种植历史，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山区
小气候，让这里生产的柑橘又大又甜，秭归县更是依
靠发展柑橘产业，成为著名的柑橘之乡。

一次偶然的机会，秭归县一位柑橘种植大户请
张林用三轮车帮助转运柑橘，两个多小时，就卖出
2000多元的柑橘。

“别人2个小时卖柑橘的收入，相当于我十天半个
月的收入，反差太大了。”虽然多年来，他也种了几亩柑
橘，但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这一次的亲身经历，深深
触动了张林，他决定学习借鉴秭归的经验，一心一意发
展柑橘产业。利用退捕转产的补偿费和多年来的积
蓄，他成立了湖北秀林易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但发展柑橘产业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因
为技术不成熟，再加上冻害天气的影响，导致橘树
全部死光。

“当时就觉得天就要塌了。”张林说。痛定思痛，
他聘请专家对橘园的土壤和气温进行检测和分析，
并多次外出考察学习，最终选择种植反季节晚熟品
种夏橙。在政府创业贷的支持下，张林又贷款30万
元，重新发展50多亩夏橙。

2020年下半年，巴东县出台了柑橘示范园建设
以奖代补政策，张林乘着政策东风，按照“党支部+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领原绿竹筏村、孟家
垭村136户农户，利用零散山坡荒地，发展了1200
亩柑橘种植基地。

柑橘种植基地山高坡陡，每年柑橘成熟的季
节，如何将大量柑橘从山上运至山下的公路边，成
为一道难题。去年上半年，他又购买了2架大型无
人机和25台担架式喷雾机，组建了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队，极大缓解了柑橘种植中的施药和运输上
的用工难题。

“去年，公司通过电商把柑橘销往武汉、广州等
10多个城市，年销售额达3000多万元。”张林说，下
一步将开展无人机操作、飞防、吊运等专业技术培
训，培养一批技术型人才，打造新型职业农民，同时
建设洗果分级、线上线下交易、物流集散、次果再利
用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产业园，延伸柑橘产业链。

8月7日，走进宣恩县椒园镇黄坪村，黄澄澄的
梨子挂满枝头，果实飘香，沁人心脾。

“今年梨子大丰收，家里的10多亩黄金梨预计
产量超过4万斤，收入10万元左右。”村民彭昌付在
家门口的摊位前，将一个个黄金梨套上网兜装箱，准
备通过快递发给客户。

黄坪村位于椒园镇西北部，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导致常年干旱缺水、土地石漠化严重，曾是贫困村，

“中间一个槽、两面都是坡，大米吃不饱、玉米也不
多”，是其真实写照。

“以前，家里一直种植土豆、玉米等传统经济作
物，由于经济效益低微，一年到头收入还不够全家人
的开支。”彭昌付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外出务工也
没人要。

2004年，正为一家人生计发愁的彭昌付迎来了
机遇：当年黄坪村尝试发展黄金梨特色产业，彭昌付
抓住机遇，将自家10亩土地全部种上了黄金梨。

“与其一辈子受穷，不如拼一把。”彭昌付说。
接下来几年，彭昌付一边学习管护技术，一边在

附近打零工补贴家用，梨树也在他精心管理下逐渐
长大。2008年，梨园大批量挂果，虽然还未到丰产
期，但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以前种植玉米和土豆。

“果园管护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每年都会发生
变化。”彭昌付介绍，有一年，他没有听技术人员的
指导，花期前的管护迟了一周，导致当年产量减
半。经历了这一次教训，他一有时间，就向农技专
家请教，在除草施肥、拉枝剪枝、整形疏果等技术上
不断改进。

久而久之，彭昌付从一个种梨的门外汉逐渐成
长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土专家。这几年，他还接管了
村里其他农户梨园的管护工作。为提高黄金梨的
品质产量，他率先尝试对果实套袋，防治虫害和鸟
类啄食，将亩产稳定在4000斤左右。

209国道穿黄坪村而过，2015年以前，村民大
多都在国道边摆摊售卖黄金梨。随着恩来高速贯
通，经过黄坪村的车流量锐减，在路边摆摊售卖更加
困难。73岁的彭昌付在儿子的帮助下，通过微信、
淘宝等平台售卖黄金梨。

“我儿子在外面跑得多，有不少老客户，他在网
上操作，我在家里发货，这几年梨子大部分都通过网
上销售出去了。”彭昌付说，得益于村级寄递物流体
系的逐渐完善，梨子的快递费用从每斤3.5元降至每
斤1元，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在线上销售，将黄金梨
卖到全国各地。今年，全村的黄金梨产值将突破
2000万元。

洗脚上岸种柑成链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焦国斌

全家回乡直播卖茶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向相辉 欧阳长沛

“大家好，我是来凤‘藤茶姐姐’，我给大
家推荐一款土家神茶——来凤藤茶……”

8月2日，在第二届国际藤茶大会展销现
场，湖北酉凤来硒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杨艺琼身穿民族服饰，向国内外客商推
介藤茶龙须。

“客商对我们来凤藤茶很感兴趣，仅一
天，销售额就超过2万元。”杨艺琼说。

今年58岁的杨艺琼是该县翔凤镇黄茅坪
村人。以前，她办过猪场，在外地干过服装生
意。在外漂泊了半辈子，年过5旬的杨艺琼有了
回乡创业的念头。2018年，来凤县大力发展藤
茶产业，她回到家乡，在百福司、革勒车等乡镇
承包了约1000亩的茶园并成立了合作社，建起
藤茶加工厂，并将在沿海地区做国际贸易的儿
子向少华也劝回来，一家人在家门口再次创业。

当年，第一批新鲜藤茶就生产了出来，
但由于当时藤茶的知名度不高，销路成了一
大难题。

“哪里有茶叶展会、推介会，我就带着藤
茶样品去哪里。”杨艺琼说，为了打开销路，一
年时间里，杨艺琼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城市。

靠着一双“铁脚板”，杨艺琼终于打开了
销路。2019年底，她的藤茶销售收入超过
500万元。

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的目光。同年，北京字节
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与来凤县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共同推广来凤藤茶。杨艺琼顺势搭建电商
直播间，组建专业团队，尝试线上销售藤茶。

“刚开始做抖音直播，对受众把握不准，
加上藤茶本身比较小众，因此直播时候没人
看。”杨艺琼回忆。

向少华通过研究各大短视频平台，发现
开设“人设账号”或许会获得更多关注，他建
议母亲杨艺琼一人出镜直播，倾力打造“藤茶
姐姐”的人设IP。50多岁开直播，对杨艺琼
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但为了打开线上
销售市场，她不得不硬着头皮一次次走进直
播间。从最开始的手足无措、言不达意，到后
来的从容淡定、信“口”拈来，“藤茶姐姐”热情
开朗的态度吸引了网民的关注，直播间粉丝
从1人发展到5万多人。2023年，“藤茶姐
姐”线上销售额达700多万元。

2023年9月，首届国际藤茶大会在来凤举
办。杨艺琼又将目光瞄准国际市场，与斯里兰
卡客商签署了3000多万元藤茶采购协议。

“今年1月至7月，公司藤茶出口到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地，创汇100万美元。”杨艺琼说，
这两年，藤茶凭借其高品质和良好口碑，逐渐
走向国外市场，公司年销售额超7000万元。

如今，酉凤来硒公司已发展茶园6000多
亩，带动大河、百福司、三胡、革勒车等4个乡
镇389户茶农户均年增收3万元。来凤藤茶
产业年综合产值达到16亿元。

煤矿工吃上了旅游饭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邹云梦

8月10日，建始县龙坪乡楂树坪村凉风
习习，村民陈永国一家正忙着为旅居的客人
准备晚餐。

“现在旅游发展起来了，环境也变好了，
游客越来越多，家里10多间客房全部住满
了。”陈永国笑着说。

楂树坪村是建始县国有长岭岗林场万亩林
海中的一个中心村，地处鄂渝两省市交界的尖
峰山下，平均海拔1700米，森林覆盖率达87%。
10多年前，村里丰富的煤炭资源让村民靠山吃
山，400多户村民，家家户户靠煤矿过日子。

“以前，我们都靠挖煤、开大车运煤为
生。”陈永国也是挖煤大军中的一员。他回
忆，每天有上百台运煤车辆来回穿梭，道路被
压得坑坑洼洼，集镇上煤灰漫天。

煤矿开采为村里带来了经济收入，但同时
也破坏了环境，加剧了地质灾害风险。2015年
至2018年，经过集中整治，楂树坪村逐步关停
了煤矿。陈永国也因此失去了生计。

为了谋生，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贵州
继续从事老本行。然而，好景不长，贵州也相
继关闭了大量煤矿，陈永国所在的矿井也未
能幸免，他再次失业。

2021年，陈永国回到家乡，没想到村里
正悄然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村“两委”
带领下，村民们依托林场森林资源，大力发展
生态旅游和民宿产业，村里兴起了50多家民
宿、农家乐，踏上了从“黑色经济”到绿色产业
的转型发展之路。

陈永国和妻子汪荣红商议后，将自家房屋
按照统一标准，改造成一间间温馨舒适的客房，
起名“红姐民宿”，同时精心设置土家菜单，将自
家种植的绿色蔬菜、养殖的土鸡土鸭搬上餐桌。

2023年夏天，陈永国家的民宿正式营
业，地道可口的农家饭菜很受游客欢迎，民宿
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两个月时间，接待了百
余名游客前来避暑旅居，收入8万多元。

“这比以前当煤矿工人强多了。”陈永国
说，现在经营民宿，不仅收入持续增长，而且
让他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享受生活。更
重要的是，家人再也不用为他的安全担心。

如今，楂树坪村已经建起了240多家民
宿和农家乐，形成了生态旅游民宿集群，民宿
业综合收入超过2000万元，400多户村民吃
上“旅游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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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 通讯员 付江 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