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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近日，巫山
（烟台） 乡村振兴学院在县职业教育中心挂
牌成立。

这是继烟台、巫山两地深化“鲁渝”协作
纵深推进巫山乡村振兴进程之后， 乘势而
上，强势推动鲁东大学、烟台乡村振兴学院
与巫山职教中心强强联合，整合优势资源打
造“三农教育”大平台，通过探索创新办学机
制、办学内涵与办学保障，构筑乡村全面振
兴“新引擎”。

巫山（烟台）乡村振兴学院由鲁东大学、
烟台市乡村振兴学院、巫山职教中心两地三
方共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综合推进平
台。 学院坚持以“服务三农，培训人才，助力
乡村振兴”为办院宗旨，依托巫山职教中心
“县、乡、村全覆盖”的三级培训网络体系与

契合县域经济发展的办学条件，共享烟台市
在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决策咨询、文化传
承、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师资技术优势，为推
进巫山乡村产业升级、人才培育、文化提升、
生态振兴与乡村治理等提供坚强的人才保
证与智力支持， 学院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

“助推器”。
同时，巫山（烟台）乡村振兴学院还聚焦

六大工程，创新办学内涵。即，实施乡村人才
培育工程，培养一批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
的“三农”人才；实施产业升级助推工程，打
造“一乡（镇）一特”“一村一品”示范点，推动
农业科技创新，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
文化服务提升工程，建设乡风文明、家风良
好、民风淳朴的美丽乡村；实施生态振兴助
力工程，为农业绿色发展、乡村生态保护与

修复、 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提供支撑服务；实
施乡村治理完善工程，为全县实施乡村振兴
及乡村治理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实施
劳动力转移工程，助力提升“巫山电商”“巫
山康养”等品牌影响力，助力巫山乡村振兴。

据介绍，学院筹备期间，两地三方依托
鲁渝、校地、校企与校校合作机制，已建成
“果酒研发中心”“心康心理辅导中心” 等烟
台帮扶项目 4 项，共建“校村互动”乡村旅游
示范点 14 所，已在庙宇镇、下庄村建立 2 个
乡村振兴实训基地， 助力乡镇实现“一乡
（镇）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增收。 巫山
县烤鱼研发、脆李管护、餐饮培训等基地均
入驻学院产业服务中心， 累计举办烤鱼、电
商等各类“三农”培训 4000 人次。 选派黄登
榜等 3 名管理干部赴龙口市职业中专跟岗

学习，打开了思维，开阔了眼界，提升了管理
能力；成功争取到县农委农村致富带头人等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实现建院开门红。

巫山（烟台）乡村振兴学院的正式挂牌
成立，摁下了两地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合作快
车的启动键，在产业升级助推、乡村人才培
育、文化服务提升、生态振兴助力、乡村治理
完善等方面主动作为，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服
务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把巫
山建成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试
验田”， 把乡村振兴学院办成推进巫山乡村
全面振兴的“助推器”。

巫山（烟台）乡村振兴学院成巫山乡村全面振兴“助推器”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实习记者 郝燕来） 11

月 30 日，我县开展工业互联网对接交流活动，市经济信
息委交流合作处、县经济信息委以及重点企业有关负责
人参会。

自今年 11 月以来， 市信息通讯研究院组建专家团
队，在巫山进行实地走访，免费开展对接交流活动，了解
巫山工业企业基本情况，搜集、整理和分析诊断企业智
能化需求，对诊断企业数字转型的难点、痛点问题及对
工业互联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查和诊断，为企业提供参
考。

此次工业互联网咨询诊断评估暨对接交流活动的
开展，是两省市持续深化鲁渝产业协作，共同推动产业
发展的重要抓手。 市经济信息委交流合作有关负责人
李代聪表示，将充分发挥好诊断评估工作的参考作用，
面向山东省结对帮扶的重庆市 14 个原国家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区县的 140 家重点工业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
情况进行分析，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并对
区县工业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前景进行综合评估。 依托
诊断评估结果，全面准确掌握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及数
字化转型的新进展、新变化，明确下一步工作的发力点，
引导鲁渝协作区县在大数据智能化领域健康、 有序发
展。

我县开展工业互联网对接交流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11 月 30 日， 记者在双龙镇的田间地头看
到，一支果树管护队伍手提涂白剂，拿着

修枝剪、手锯、喷雾器、锄头等工具，为果
树进行树干刷白、清除杂草、剪枝压条等，
一派果树冬管的繁忙景象。

据了解，为接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
“根基”。 入冬以来，双龙镇牢牢抓住脆李、

柑橘、干果“三个万亩”特色产业规模，全
力以赴做实做细冬季管护工作。

脆李、柑橘、干果作为双龙镇特色优
势支柱产业，已持续种植超六年之久。 为
改善产业管护薄弱， 提振散户种植信心，
实现群众增产增收。 今年 9 月以来，双龙
镇坚持“走出去、引进来”并重，多次组织
镇、村干部群众，到周边乡镇学，并远赴山
东、 四川等地学习先进技术和经营模式，
邀请市、县级果树技术专家，同镇技术能
人、“土专家”一道，到田间地头对农户进
行技术培训，探索转型购买社会化经营等
服务管理模式。 在全镇 20 个村，成立村级
产业社会化管护“服务队”，引进竞争淘汰
考评机制，对管护不力、效果不佳、群众不
认可的村级管护“服务队”进行淘汰，逐步
分片分区交由技术过硬、队伍壮大、群众
满意的村级管护“服务队”统管统护，实现
全镇产业集中化、标准化、规模化、科学化
的良性发展。

目前， 双龙镇产业办、20 个村级管护
“服务队”组织 300 余名管护人员，正在对
全镇 2.3 万亩脆李、1.1 万亩柑橘、1.1 万亩
干果进行管护。 下一步，双龙镇将聚焦现
有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建设社会化服务管
护体系，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双龙镇：冬闲人不闲 果树管护忙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通讯
员 谭家龙 文 / 图） 初冬时节，
在培石乡放眼看去， 柑园是让人垂
涎三尺。整个果园的空气弥漫着水果
的香味。金灿灿的果子，压弯了枝头，
不少果农找来木棍和竹竿来撑起了
架子。

“今年的 柑大丰收，好多树枝
都被压断了。 个头特别大，水分也特
别充足， 最关键是比前些年味道要
甜，今年不低于 2 吨成熟果子，按目
前市场价 3 元一斤， 最低收入 10 万

块钱。 ”12 月 1 日，培石乡果农嘴角
露出了笑容。

10 年前， 培石 柑种植基地才
600 余亩，高产量的 柑让当地村民
尝到了甜头，村民们开始大力发展种
植。 目前， 全乡发展 柑树近万亩，
95%的树开始挂果。

“我自从患了类风湿病，外出打
工挣钱再也不敢奢望，还好我种植了
几亩地的 柑，每年也可以收入好几
万元，生活保障基本没得问题。”果农
向选辉开心地说。

培石乡： 柑鼓起村民“钱袋子”

硕硕果果累累累累。。

对对果果树树刷刷白白。。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12 月 2 日，骡坪镇组
织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种植大户、农资经营户和村级农
产品网格监管协管员，举办农业生产及农产品质量安全
培训。以提高村民的质量安全意识，规范农业生产管理，
打造骡坪农产品品牌，努力增加群众收入。

培训会上，技术人员对全镇种养殖产业发展现状进
行分析，提出生产管理和经营销售中的优势、不足及下
一步努力方向。 该镇农业服务中心就抓好农产品质量
安全、促进骡坪镇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农资经营规范
化管理等内容进行讲解，并分发农药管理条例、禁限用
农药名单等宣传资料。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12 月 3 日，由市农科院
油菜科研负责人黄桃翠带领的农科院、市农技、西南大
学、三峡农科院、县农委等粮油专家组成的现代山地高
效农业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专家团， 在庙宇镇对水
稻—油菜轮作、油菜生产等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和技术指
导。

在稻鸭共生示范田，专家们随机抽取 3 块 30㎝*30
㎝田块进行测量。 据悉，该示范田采用水稻—油菜轮作
方式，选用庆油 3 号（高含油优质油菜品种），运用免耕
飞播技术播种，待水稻收割完毕后再进行施肥开沟。

通过专家们随机抽取测产，预计该示范田亩产 450
斤。 专家们一致表示，选择优质品种，采用无人机播种，
既减少了人力成本，又实现了绿色种植。同时，还建议将
种植密集的油菜芽采摘售卖，即可以弥补冬季叶菜供应
紧张，丰富菜篮子，又可以增加收入，为油蔬两用奠定广
阔的市场基础。

骡坪镇：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

市现代山地高效农业油菜产业团队
到庙宇镇开展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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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山支行笃坪分理处的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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