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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向君玲 文 / 图
初夏时节， 在金坪乡秋月梨种植基地，

烟台市农业专家团队正在辛勤劳作，与村民
一同对秋月梨进行夏季修剪和拉枝、防控梨
木虱、蚜虫、叶螨等虫害。

忙完秋月梨管护后，又马不停蹄地驱车
来到大昌、官渡等乡镇，举办柑橘病虫害防
控技术培训班、 柑橘大实蝇防控技术培训。
随后又匆匆赶到曲尺乡，与当地果农进行深
入交流。

6—8 月，在金坪乡、大昌镇、福田镇、两
坪乡等 11 个乡镇， 总会看见烟台赴巫山农

业协作组的丁锁宋博才、于忠辉、周俊勇、刁
金贤、张学、许玉良等人深入田间地头，挨家
挨户走访群众， 与农民兄弟面对面沟通交
流，真正了解群众的所需、所盼和当前农业
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我县农业产业发
展现状。

在深入调研后，7 位工作人员聚在一
起， 反复探讨研究农业技术协作的方式方
法，并确定了“聚焦主导产业，密切结合农时
季节，技术培训与现场指导同步进行”的工
作思路。

巫山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县，部分村里的

农业产值较低。 如何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
提升农民收入， 是农业生产需要面对的问
题。

围绕全县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协作组扎实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不断提升我
县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我们开展培训，就是
希望能够用专业知识推动巫山产业发展，为
巫山农村产业兴旺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
量。 ”丁锁告诉记者。

大昌镇白洋村果农陈开令以前种植柑
橘主要依靠经验，柑橘病虫害预防不到位导
致柑橘减产，既费力又费时。“上次我去参加

了实用技术培训，感觉对我发展产业很有帮
助。 在我周边的很多种植户心里，烟台来的
农业专家都很厉害。 ”陈开令高兴地说。

据了解， 针对农时季节性技术需求，协
作组采取集中培训的方式， 分别在福田镇、
大昌镇、官渡镇举办柑橘病虫害防控技术培
训班和柑橘大实蝇防控技术培训班，培训柑
橘种植大户、镇村农业技术人员 103 人。 在
金坪乡组织举办田间课堂 6 期， 讲解秋月
梨、甜柿、果蔬等种植管理技术，累计培训农
民 110 余户。 同时，举办牛结节性皮肤病防
控培训，对全县 26 个乡镇的 34 名畜牧业技
术人员进行了培训。

“老哥，这些秋月梨已栽种三年了，今年
一定要严格管理，抓紧时间拉枝，促进形成
花芽；要注意保护叶片，做好病虫害防控；抓
住根系生长的高峰期， 在 9 月份施足底肥，
争取累积更多养分，利于明年的开花坐果。”
在金坪乡秋月梨种植基地，宋博才语重心长
跟袁都村王承华说。

为及时巩固技术培训效果，在集中培训
结束后，协作组又深入秋月梨、甜柿、柑橘、
蔬菜大棚等种植基地，结合当地企业和农民
的技术需求和困难，“手把手” 开展技术帮
扶，现场为农户解疑答惑。

短短 3 个月，协作组累计开展现场指导
28 次，现场指导农民 230 余户，重点指导秋
月梨、甜柿、柑橘等果树的日常管理，黄瓜、
西红柿等大棚蔬菜以及甘薯等大田作物的
田间栽培技术。通过集中培训和现场指导的
同步推进，把以往单向的知识灌输变为双向
的技术交流互动，打通了农技推广最后一公
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农业专家团队队长丁锁表示， 这几个
月，他们通过“室内培训 + 田间课堂”相结
合的灵活方式，有效提高了巫山县农业从业
人员的技术水平， 同时培育了一批懂技术、
会经营的种植大户，助力巫山乡村振兴。

“参加东西部协作计划的机会来之不
易，我们有幸参与到巫山的建设中，为巫山
人民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很有意义。 在
今后的工作中，会竭尽所能支持巫山发展。”
于忠辉说。

烟台赴巫山农业协作组：开启“巫山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记者 侯月 通讯员 易玉玲）
9 月 4 日，受县文化旅游委邀请，重庆市景区评定专家、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胡志毅赴我县指导巫峡?神女景区创
建国家级 AAAAA 景区工作。

胡教授深入巫峡·神女景区逐点逐项现场走访并召
开座谈会。胡志毅指出，巫峡·神女景区创建 AAAAA 级
景区工作应着重虚实并进、难易并进和软硬并进“三个
并进”，确保创建工作呈现新态势，取得大进展，收获实
效果。

县文化旅游委将以此次指导为契机，下一步仔细梳
理短板和亮点，制定方案，倒排工期，加大督导问责，强
化调度力度，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创建工作圆满成
功。

文化旅游委：
邀 请 专 家 指 导 巫 峡·
神女景区 AAAAA景区创建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日前，记者从县农业农
村委获悉，我县采取多环节入手，力求产业振兴新突破。

生产环节大提升。 我县已启动创建巫山脆李全国
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完成方案编制。 布局绿色防
控项目 58 个，点面结合防治面积达到 1.86 万亩。 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覆盖率达到 60%，150 家农产品生产企业
进入国家追溯平台。

加工环节有突破。 在“引”上下功夫：主动对接多家
业内知名企业，围绕脆李酒系列产品商品化开发、中药
材加工等合作。 在“培”上挖潜力：新增 1 家农产品加工
规上企业，未来 2 年内有较大潜力培育为规上企业的 2
家，5 年内有望快速发展培育成规上企业的 6 家。 基本
完成脆李月饼、巫山烤鱼、梨膏橘红等产品的工业化生
产思路设计，其中巫山烤鱼简易食品在各地展会上获得
强烈反响。

目前，销售环节完成脆李销售各项工作准备。 在边
贸中心建成巫山脆李产地仓，同步建成 5 个脆李分选包
装全自动生产线，单日商品化处理能力达 140 余吨。 完
成巫山脆李电子交易中心、品牌运行中心软件开发，场
所硬件正在推进之中。

农业农村委：
力求产业振兴新突破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罗彬 文 /
图） 连日来， 红椿土家族乡不少村民都忙
着分享大自然的馈赠———在松林里采收松
果。据介绍，仅这项“无本生意”，部分村民每
年就有上万元的收入。

9 月 3 日，记者在红椿土家族乡随处可
见忙着采摘华山松果的村民，或人背，或车
拉；房前屋后和租用的场地上，华山松果堆
积如山，处处充满着丰收的喜悦。

华山松属松科类， 生长在海拔 1600—
3000 米地带，种子可食用，红椿土家族乡是
华山松的最佳生长地， 每到松果采摘季节，
许多外出务工人员都会回乡采收。

瓦店村村民张亮在县城上班，这段时间
趁着周末休息赶回来采摘松果。他说：“松子

是这儿的土特产，一到放假就和几个朋友专
门来摘点，留着过年吃。”同乡的曾琼一家人
连日来已采收松果 8000 余斤， 收入 1 万元
左右，像她这样采收松果收入上万元的村民
在红椿土家族乡有许多。

在一收购点， 记者看到松果堆积如山。
据来自东北从事多年松果收购的大户林福
君介绍，今年华山松果喜获丰收，并且松子
行情较好，每斤收购价在 1.6 元，比去年多
了 0.4 元。 从 8 月 20 日开始收购， 截至目
前，已经收了 90 多吨，根据目前收购价格每
家每户可增收上万元。 ”

据了解，红椿土家族乡华山松总面积约
4 万亩，每年能卖松果 1000 吨左右，为村民
增收 300 余万元。

红椿土家族乡：村民采摘松果忙增收

收收购购现现场场。。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日前，记者
从县供销合作社获悉，截至目前，我县已实
现 24 个涉农乡镇基层供销社建设全覆盖，
并已建成村级综合服务社 103 个。“到 2022
年，全县 301 个行政村将实现村级综合服务
社全覆盖。”县供销合作社主任王翼翰介绍。

近年来，我县按照供销社、农民专业合
作社、信用社(重点指农村商业银行)“三社”
完善功能互相支持融合发展要求， 因地制
宜、探索出“三社”在组织形态、生产经营、利
益联结体制机制方面实现有效融合。 截至
2020 年，通过资金融合、组织融合、生产融

合等方式共打造示范点 23 个， 其中有 8 个
脆李示范基地示范面积 1500 亩。开展脆李、
柑橘统防统治、 社会化服务融合示范点 15
个，示范面积 5000 亩。曲尺乡供销社通过给
专业合作社提供统防统治、修枝整形、肥水
管理等社会化服务和冷冻储藏收购农产品
等形式，与曲尺乡月明村陪虎坨柑橘种植专
业合作社进行融合，融合社员 420 户，其中
贫困户 99 户，融合柑橘面积 800 余亩，助推
了产业发展，带动了农民增收。 铜鼓供销社
以“基层社 + 综合服务社 + 专业合作社”的
发展模式，吸纳贫困户入社，带领贫困户脱

贫致富奔小康。 全县 50 个村集体与供销基
层组织开展了“村社共建”，供销基层组织与
农民的利益联结不断紧密，现有 192 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与供销基层组织建立了良好的
生产合作、服务合作，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助力村集体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强化供销基层组织体系建设。 县
供销合作社联合县农业农村委、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认真清
理，清理出空壳社、僵尸社 693 家，并分乡
(镇)、村建好了台账，全县所有行政村专业
社已全覆盖。县供销系统引领创办农民专业

合作社 20 个，培育市级示范社 2 家、县级示
范社 10 家， 新成立 2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 不断加强行业协会和服务中心建设。
县供销社指导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
县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完成换届选举工
作，并新成立了县农合会脆李分会、柑橘分
会、24 个乡镇供销社农合会分会。 规范了县
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建设，不断提升农
民合作社服务中心服务质量、服务水平。 服
务中心已为全县 120 个各类合作经济组织、
企业开展了代账业务，为各类合作经济组织
规范管理搭建了服务平台。

我县实现 24个涉农乡镇基层供销社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文 / 图） 近日，我县第
二代苎麻夜蛾幼虫零星发生，分布的点较多，成灾风险
较高，为尽快控制种群数量，减少灾害损失，县林业局与
乡镇一道，及时开展苎麻夜蛾防治工作。

强化监测，及时发布防治信息。 在官渡镇、福田镇、
骡坪镇、曲尺乡等区域，确定 15 名乡村护林员，每隔 5
天观察一次，发现危害，立即调查发生面积、危害程度，
幼虫的虫龄，筹备防控物资，精准发布防治时间。 多方
配合积极防治。 根据苎麻夜蛾防发生特点，结合天气预
报，县林业局提供技术服务，乡镇负责组织，村社负责实
施，采用机动喷雾器，选用高效低毒的 8%氯氰菊脂，在
官渡镇坪南村、店子村、新阳村、龙抬村、康王村、当阳
村、庙坪村、三堰村、双月村、雷坪村，福田镇水口村、白
马村等区域，无公害防治 1100 亩。

我县加强第二代苎麻夜蛾防控工作

工工人人在在喷喷洒洒药药物物。。

烟烟台台市市农农业业专专家家团团队队与与村村民民一一同同对对秋秋月月梨梨进进行行管管护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