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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以来， 山东省累计援助巫山款
物折资达 3.48 亿元， 共援助项目 179 个，
2022 年项目已顺利完工。

烟台 10 个区市、10 个镇街与巫山 10
个乡镇、12 个村结对帮扶，10 对学校、6 对
医院、4 对村企积极开展协作交流。

拓展巫山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烟台累计
采购销售脆李、 柑橘等巫山农特产品 2.21
亿元。

在巫山县建设乡村振兴就业车间 23
个，累计技能培训 5000 余人次，联合举办鲁
渝就业招聘会 24 场， 帮助就业 5089 人，转
移到山东就业 672 人。

吸引 66 位专家、 博士来巫山考察或短
期工作， 烟台市共选派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316 人次来巫山工作。

风自烟台来 势从巫山起

烟台巫山携手十二载共谱东西部协作山海情

一边是环渤海地区重要的
港口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一边是 2300 余年里作为
巴文化、楚文化、巫文化的交
汇之地，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
力百强县市。

从黄渤海之滨到长江沿
岸渝东北门户，穿过山的巍峨
雄伟， 跨越海的波澜壮阔，结
缘 12 个春秋， 东西部协作的
山海情谊将烟台和巫山紧密
连接。烟台巫山聚焦“固基础、
兴产业、带就业、扶智力”等重
点任务，实现产业互补、人员
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
风互鉴，共同发展，为“山”增
强了发展势能，让“海”拓展了
发展空间。

海风吹得山花艳，山呼海
应齐致富。烟台巫山初心不改
携手前行，推动两地协作上升
形成“全方位、深层次、多领
域、立体化”的新格局，谱写了
奋力推动东西部协作高质量
发展，努力打造鲁渝协作加强
版的生动乐章。

时值初夏，万物竞发。 巫山县金坪乡漫山遍
野的秋月梨树长势喜人，青绿的果实陆续开始挂
满枝头。 眼下正是秋月梨管护的关键时期，山东
秋月梨专家高飞虎在田间地头仔细查看着秋月
梨疏果是否合适，拉枝管护是否到位。

听闻“高技术”在田里，金坪乡袁都村种植户
翁万吉马不停蹄地赶到，仔细询问着当下秋月梨
管护技术要点。“以前种植‘三大坨’基本都是自
己吃， 现在种植烟台的秋月梨一斤收购价在 10
元左右，每亩能有 1.5 万元收益，看着一个个‘金
果果’慢慢长大，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翁万吉笑
着说。

金坪乡种植有秋月梨 1852.6 亩，今年 450 亩
进入初挂果期， 预计产量 30 万斤， 收入将达到
250 万元以上。未来进入成熟挂果期，预计产量达
到 120 万斤，收入将达到 800 万元以上。

巫山县属高山高海拔地形特点，气候上拥有
天然立体气温带， 但在海拔 800 米至 1000 米少
有优势作物，形成了相对“产业空缺带”。 近年来，
巫山主动奔向“海”的怀抱，携手烟台紧紧围绕全
县“1+3+2”特色产业布局，共建烟台?巫山现代农
业产业园，因地制宜引进烟台大樱桃、莱阳秋月
梨、海阳甜柿等经济价值高、市场竞争强的优质
农业品种，共建平河乡鲁渝协作蔬菜育苗繁育基

地，组织烟台支农专家开展栽种、病虫害防治、地
膜覆盖栽培等新技术培训， 大力推动水肥一体
化、网格支架种植、生物防治等科学种植技术。 同
时实行“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 + 农户 + 集体经
济组织”的合作模式，发展“万亩精品果园”和“万
亩茶园”，不仅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更
是补齐了巫山现代农业发展短板。

在促进“山”这头产业起势、加快发展的同
时，力推“海”那边资源互补，迈向更高质量的发
展。 烟台巫山两地立足双方优势产业和资源基
础，共建烟台巫山产业园，先后有三嘉粉丝、光明
彩印、烟台葛悠农业、烟台程果农业等 9 家企业
落户巫山。 山东三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采用先进
工艺，实现豌豆、红薯粉丝一体化生产和不间断
流水线作业， 年产能可以达到 6000 吨， 年产值
8000 多万元，是巫山县目前最大的农产品加工企
业、重庆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打开国际市场
的农业企业，有效提升了巫山农业产业附加值。

兴一门产业，活一方经济。 烟台和巫山两地
携手打造重点产业优势互补，从支持产业基础配
套、产品研发、仓储物流、冷链加工、产品营销等
方面着手， 为当地农产品加工开拓全新增长点，
两地协作实现“1+1>2”的效果。

产业互补 延伸巫山特色产业链条 实现“1+1>2”效果

脆李在巫山适宜地区被广泛种植，是群众增
收致富的“黄金果”。 在巫山各大土特产专卖店，
巫山脆李酒被摆放在最明显的位置，不时有顾客
前来询问和购买。 巫山脆李特色产业园项目正在
加紧施工，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加工脆李 1.5 万
吨，年产脆李酒 1100 千升，有效拓宽巫山脆李精
深加工渠道。

“我们引进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帮助巫
山组建果酒酿造技术研发团队，实现了巫山果酒
酿造技术研发零的突破， 成功研发脆李小烧、脆
李白兰地、脆李利口酒等系列产品，进一步提升
了巫山脆李产业附加值。 ”巫山县有关负责人介
绍。

近年来，烟台和巫山坚持把科技和人才合作
作为东西部协作重要内容，引入烟台高校、科研
院人才，培养了一支留得住、能战斗、带不走的人
才队伍，让协作的力量转化为发展的能量，推动
巫山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相互匹配和相互促
进。

借智借力，两地建立烟台（巫山）博士站。 来
自鲁东大学、烟台市农科院等多家单位，成立食
用菌创新团队、农林作物遗传改良中心团队等 11
个专家团队，组建脆李、柑橘等 3 个专家大院（研
究中心），精选 25 名高精专人才开展巫山淫羊藿
提纯、酵素生物有机肥研发等九大课题攻关。 引

进烟薯 25、烟薯 29 等新品种，试验示范甘薯高效
轻简栽培技术，实现商品薯较传统种植方式提早
1 个月上市。 引进医疗技术 10 余项，协助建立了
巫山第一个全市胸痛急救中心和具有国家级标
准的消化内镜检查室，实现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模式再造，成立巫山（烟台）乡村振兴学院。
借力山东省高校、 科研院所人才与技术优势，依
托巫山职教中心办学资源，规范建设集乡村振兴
理论研究、实践指导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教
育平台———巫山（烟台）乡村振兴学院。 打造立足
巫山、辐射全市的乡村振兴实践培训基地和返乡
创业成果交流、展示推广基地。 累计举办农村致
富带头人、烤鱼、电商等各类“三农”培训班 14
期，培训乡土人才 2100 人次。

此外， 两地还健全完善劳务协作对接机制，
围绕转移培训、就业招聘、劳务输出等方面，持续
提高组织化程度。 联合巫山职业学校，开展创业
沙龙、创业巡诊和青峰面对面活动，推动就地创
业孵化，促进就地就近就业。 建设鲁渝就业帮扶
车间，成立“巫山县驻烟台劳务办事处”，通过出
台务工补助政策、技能培训、政策宣传、项目推
介、 维稳维权等方式， 帮助巫山劳动力就业 306
人，其中脱贫人口 148 人，确保赴鲁就业人员“应
出尽出”“应稳尽稳”“应享尽享”。

人才互通 “引智＋引技”双管齐下 创新人才交流模式

去年 6 月，巫山（烟台）城市推广·消费
协作馆在烟台市重点打造的省级旅游度假
区———牟平区养马岛烟威旅游集散中心揭
牌。

这是继东西部消费协作升级版平
台———“巫山人家” 后的又一创新项目和举
措，馆内设置有巫山城市介绍、旅游推介咨
询、农副产品展销等功能区，向游客宣传推
广巫山的美景、美食、美物，将其打造成巫山
在烟台乃至山东的城市形象宣传推广中心
和窗口。

消费帮扶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内容,也
是烟台巫山两地协作创新发展的一篇大文
章。 近年来，烟台巫山两地探索创新消费协
作模式，积极搭建营销平台，着力打造“互联
网 + 消费帮扶协作”模式，促进特色增收产
业健康发展。

巫山产品山东卖，将巫山特色农产品带
到了烟台人的餐桌。烟台在巫山成立了农产
品采购企业，围绕脆李、钮荷尔、土豆、腊肉、
粉条等巫山农特产品，组织巫山农特产品进
超市、进机关食堂、进社区。通过在烟台设立
25 个巫山特色农产品专区和 3 个专卖店，
以及专门的展示体验中心和分选配送仓，协

助建立巫山特产进入烟台市场的专属供应
链，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山东游客巫山行，组织更多客源到巫山
游高峡平湖、品巫山脆李。两地以繁荣旅游、
扩大消费为落脚点，支持巫山设立驻烟台旅
游营销和招商引资工作组，开通烟台至巫山
机场航线，通过山东半岛连接日韩等游客到
三峡库区旅游，实现两地旅游部门在旅游营
销、旅游产品开发的深度合作，促进长江三
峡旅游一体化宣传营销、 一体化营运管理、
差异化景区建设和功能区域打造。

同时，两地还探索建立“1+6+N”协作
机制，在烟台设立“巫山人家”，在巫山设立

“烟台人家”，先后开展“鲁渝一家亲?巫山快
乐行”“相约飞巫山?陆上游三峡”等宣传推
广活动。 不断扩大消费帮扶规模和质量，构
建“百家企业齐助力、百万市民共参与”的东
西部协作带动文旅消费升级的工作格局。

山风阵阵，海浪滚滚，志和者，不以山海
为远。针对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产业
优势，巫山创新方式方法，突出优势互补，充
分用足“问海借力”金钥匙，巫峡大地收获了
东西部协作的硕果累累。

过去一年，烟台巫山两地围绕鲁渝协作
资金向农村教育、医疗、住房、饮水、产业发
展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村倾斜，安排
产业帮扶、环境整治等项目 21 个。目前各个
项目都在有序推进， 把好项目设计策划关、
过程质量监督关、竣工决算审核关，确保项
目质量安全。

在劳务协作方面，续建一批就业帮扶车
间、就业帮扶基地，通过组织山东优秀师资
力量到巫山开展培训、组织巫山职业培训教
师到山东学习等方式，促进巫山农村劳动力
实现就业致富。

在消费协作方面，支持开展东西协作电
商培训和农产品集配中心建设，开展“万吨
渝货进山东”产销对接，推广巫山美食美景

美物吸引山东籍居民赴巫山旅游，力争来巫
旅游人数达到 2 万人次，实现社会综合效益
1200 万元。

在产业协作方面，提升烟台（巫山）产业
园， 深化巫山县东西部协作博士工作站建
设，建设曲尺乡哨路村脆李精品果园、双龙
镇花溪谷旅游示范点、官渡镇店子村脆李产
业园、三溪乡高垭村秋月梨精品果园产业配
套、福田镇茶叶特色产业等。

在民生事业协作方面，开展东西部协作
残疾人救助项目， 建设龙泉希望小学综合
楼、骡坪镇楚阳场镇污水管网、曲尺乡产业
路道路硬化工程，提升龙溪镇卫生院服务能
力等。

链接》》》

有序推进 21个东西部协作项目建设

数读》》》

烟台巫山共谱协作山海情

消费互动 双向联建通道 深挖消费协作潜能

烟台农技专家现场讲解甜柿种植技术。

金坪乡秋月梨基地。

首批烟台 100 余名游客直航游巫山，“十万山东人游重庆，万名烟台人游巫山”文旅互
动迈出新步伐。

核心提示》》》

巫峡粉丝生产现场。

（本版文稿转自《重庆日报》，图片
由县乡村振兴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