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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双方建立结对帮扶关系以来，烟台与
巫山就积极探索东西部协作新模式，努力打
造鲁渝协作的烟巫篇章。 协同发展，帮扶模
式也要不断推陈出新，新套路、新打法成为
助力巫山乡村振兴的又一“砝码”。

共建人才平台促振兴。烟台（巫山）博士
工作站， 先后吸引 66 位博士来巫考察或短
期工作。 成立巫山（烟台）乡村振兴学院，构
建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实践指导、人才培养

“三位一体”的综合供给中心。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配套是基础，巫山

烟台双方共建烟台·巫山产业园， 先后投入
资金 2200 万元， 对原巫山工业园区基础设
施提档升级，提升园区承载能力。目前，园区
共入驻企业 42 家，其中烟台企业 9 家。

来自烟台的山东三嘉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落户园区，投资 2 亿元在巫山建设粉丝粉
条生产加工项目， 目前已吸纳 400 多人就
业，年产值 8000 余万元，成为巫山县最大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重庆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是巫
山县首个走出国门、打开国际市场的农业企业。

由烟台光明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衡向源
包装有限公司，填补了巫山县纸箱印制的空白。

共建农业园区调结构。双方共建的农业产业园以金
坪乡为中心，带动两坪、巫峡、双龙等镇村，引进烟台大
樱桃、莱阳秋月梨、海阳甜柿、烟薯 25 号等优良品种，建
设示范基地 7000 余亩，优化了巫山农业产业结构，为当
地农业产业提供了有益补充。

“产业园区复制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进行
运营，与村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从苗木提供到技术指
导再到产品销售全程由烟台企业负责，确保烟台特色产
业引得进、管得精、卖得好，百姓有收益，集体增活力。 ”
来自烟台挂职巫山县政府党组成员的林福云如此说到。

步入新时代，随着鲁渝协作驶上快车道，虽相隔千
里，巨变近在眼前：产品变商品、农民变商人、民房变民
宿……曾经的穷乡僻壤变成如今的幸福家园，在乡村振
兴的路上，处处芬芳。

如今，烟台·巫山共同谱写的这一曲协作奔小康、双
地一家亲的“山海经”更加悦耳动听。

悦耳动听的“山海经”
———山东省烟台市接续帮扶巫山工作纪实

近段时间，雨水充沛，金坪乡
袁都村的秋月梨长势喜人。 再过
2 个月，一个个“金果果”，将变成
一叠叠钞票装进村民口袋；双龙
镇洞桥村，烟台援助资金硬化村
内两条水泥路，让老百姓出行更
加便利；烟台·巫山工业园，巫峡
粉丝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
人们正忙着将粉丝打包、 装箱
……

盛夏时节，走进巫山，田间
地头，烟台·巫山协作硕果盈枝，
农民鼓起了腰包， 村庄换了新
颜，产业发展势头正猛，一份沉
甸甸的答卷书写在巫峡大地的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上。

山海若比邻，烟·巫一家亲。
从黄渤海之滨到渝东门户，相隔
千里的两座城市，因东西扶贫协
作而结缘，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
性胜利后，烟台市委、市政府积
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找准巫山所
需、烟台所能的结合点，推动巫
山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着力打造东西部协
作“升级版”。

东西部协作，离不开顶层设计。 今年
6 月 16 日至 18 日，巫山县党政代表团前
往山东省烟台市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

考察有关企业， 并召开 2022 年烟台·巫
山东西部协作联席会， 进一步深化东西
部协作关系。

下一步， 双方将聚焦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入推进
产业、劳务、文旅、科教卫生、消费、人才
和乡村振兴等领域合作， 合力打造鲁渝
协作品牌，开创鲁渝协作新模式，以更大
力度推动烟台·巫山东西部协作走深走
实。

近期， 烟台市已召开市政府常务会
议，研究确定了《2022 年烟台协作巫山工
作重点事项》，确立了 20 项重点事项，包
括专技人才选派、农村劳动力就业、扩大
消费帮扶规模、开展文旅消费活动、打造
提升特色产业园区等， 全面提升烟台巫
山东西部协作水平。 在结对协作方面，继
续深化烟台 10 个区市、10 个镇街与巫山
10 个乡镇、12 个村的结对帮扶， 加强 10
对学校、6 对医院、4 对村企的协作交流，
细化工作措施，密切合作关系。 在资金援
助方面，坚持帮扶资金力度不减，在 3100
万元财政援助资金已到位的基础上，广

泛发动各个方面筹集社会帮扶资金，为
巫山发展贡献烟台力量。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 新发展理念要
求走出新协作路径。 随着烟台·巫山深度
牵手发展，编制了烟台·巫山“十四五”东
西部协作规划，制定年度工作要点，细化
各部门各单位任务分工，为“十四五”东
西部协作工作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 两地党政主要领导多次
率团互访交流。 据介绍，烟台市市长郑德
雁，牟平区区委书记殷锡瑞、龙口市市长
李万平等市县主要领导分别带队来巫山
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 巫山县委书记曹
邦兴和其他县领导多次率队赴烟台市对
接东西部协作工作。 双方多次召开联席
会议，强力推进各项协作任务落地落实。

从结成亲戚的那天起，烟台资金、人
才、技术、新理念便源源不断涌向巫山，
有力助推巫山产业发展、 民生改善。 如
今，巫山发展新路线图逐渐清晰起来。

深化协作发展， 绿色、 生态是重头
戏。 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就要始终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
念。

据介绍， 烟台市持续帮扶巫山发展
产业，立足巫山“1+3+2”产业特点，援建
了龙溪镇千亩脆李园、 双龙镇千亩柑橘
示范园、抱龙镇千亩蜜柚产业园、建平乡
万亩茶园。

产业协作，扶智先行。 一批又一批操
着山东口音的帮扶干部、 农业专家为巫
山产业发展“问诊把脉”，他们不远千里
进村“传经送宝”，带来了烟台的高效农
业、生态农业、病虫害防治、动物疫情防
控等经验和技术， 让广袤的巫峡大地相
继种出了“黄金”。

同时，依托巫山县工贸园区，相继挂
牌成立山东烟台(巫山)产业园、山东烟
台·巫山“双创”中心，栽下梧桐树，筑牢
暖心巢，引来金凤凰，为巫山全产业链融
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消费帮扶是产业协作的“下半篇文
章”，是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也
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重要
“抓手”。 当前，越来越多的巫山农特产品
走进烟台千家万户， 在齐鲁大地刮起一
股采购风。 巫山脆李、巫山恋橙、巫山烤
鱼……让更多烟台餐桌增添了巫山味

道，也成为农业产业协作升级版的“活水
之源”。

近年来， 烟台积极开展巫山农特产
品山东行， 在烟台举办巫山农特产品大
型推介活动，组织巫山农特产品进超市、
进机关食堂、进社区。 在烟台所城里、牟
平养马岛烟威游客集散中心分别设立

“巫山人家”体验店和巫山（烟台）城市推
广·消费协作馆，有力拓展了巫山农产品
在烟台的销售渠道。

烟台利用巫山丰富的旅游资源和
“水陆空铁”便捷的交通优势，找准旅游
合作结合点， 助力两地文旅消费向更深
层次、更广领域、更高质量迈进。

烟台和巫山将两地企业的用工需求
与就业需求有机结合，在巫山设立“烟台
创业大学巫山分院”，在烟台设立“重庆
巫山驻山东烟台劳务办事处”，搭建起劳
动力转移就业的长效机制。 先后建设乡
村振兴就业车间 13 个，建立“鲁渝创业
扶贫孵化基地”1 个，累计技能培训 2065
人次， 联合举办鲁渝就业招聘会 18 场，
帮助就业 5089 人， 转移到山东就业 672
人。

如今，产品走出去，游客请进来，产
品变商品、收成变收入、服务变劳务，开
出一朵又一朵致富花。 巫山———芳华正
茂。

科学谋划，共谱“山海经”

“十万山东人游重庆”山东媒体、旅行社采风踩线团走进巫山。

持续帮扶，“你”芳华正茂

烟台专家指导巫山食用菌培育。

来自烟台的山东三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落户巫山
工业园区，在巫山建设粉丝粉条生产加工项目。

山东省的中医专家团队来到我县开展“中医中药巴
渝行”免费义诊，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烟薯 25 号在两坪乡试种成功。

（本版文稿由记者向君玲采写，图片由乡村振兴局提供。 ）

烟台市援建的巫山县抱龙镇洛阳村蜜柚园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