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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来，烟台市、巫山县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 严格落实山东·重庆东西部协作联
席会议精神，持续巩固深化协作成果。

借智借力，两地建立烟台（巫山）博士
站。以进站博士为纽带，通过引进新技术，
孵化新产业， 助推巫山产业高质量发展。
与鲁东大学、烟台市农科院、中国农业大
学烟台研究院、 烟台山医院等单位合作，
柔性引进 100 余位博士、专家入驻博士工
作站。 并成立食用菌创新团队、农林作物
遗传改良中心团队、智慧农业与大数据服
务团队、 现代物流与供应链服务团队等
11 个专家团队， 为巫山科技创新助推乡
村振兴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眼下，正是秋月梨秋季管护的关键时
期。 10 月 7 日，山东秋月梨专家高飞虎在
田间地头查看清园情况，以及剪枝、拉枝
是否到位。

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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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秋月梨管护技术要点。 他还说，今年
秋月梨成熟上市后， 掀起了一股销售热
潮，带动村民们收入大幅增加，种植大户
最多的卖了 30 多万元。

技能培训是烟台帮扶的重点工作。近

年来， 烟台市持续派往巫山县挂职干部、
农技人员、医生、教师 150 余人。 同时，巫
山县也选派挂职干部定期到烟台市实岗
锻炼。

烟台和巫山始终坚持把科技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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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引进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帮助巫山组建脆李、柑橘等 3 个专家大院
（研究中心），精选 25 名高精专人才，集中
攻坚产业技术、攻关科研难题。现在，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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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挂职干部高杨介绍，根据“实际、
实用、实效”的原则，加强对农民的农业技
术培训，累计技能培训 5000 余人次，一大
批“土专家”、“田秀才”脱颖而出。

———烟台市倾力帮扶巫山十二载描绘东西部协作恢弘画卷

巫山县， 被誉为“巫山小香
港”。

巫山，在李白、刘禹锡等诗人
的笔下，更是一片神奇而迷人的土
地。

然而， 巫山是国家级贫困县，
生活着不少的贫困人口。

2011 年， 山东省烟台市扛起
了帮扶巫山的大旗。 从此，巫山就
成为烟台人念兹在兹，魂牵梦萦的
地方。

12 年来， 寒来暑往， 风霜雨
雪， 烟台与巫山人民始终心手相
牵、山海相连，想法子、出点子、找
路子，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2.58 亿
元，实施项目 179 个。通过 10 多年
来的协作，逐步实现由“单向帮扶”
向“双向互动”转变，由从“技术支
持”到“产业协作”，由“分块帮扶”
向“整合联动”，由“脱贫攻坚”到
“强县富民”。

山高水远，风雨无阻；行程万
里，初心如磐。悠悠长江水，见证了
巫峡大地的沧桑巨变，见证了烟台
始终不渝的坚定帮扶。 如今，双方
正携手打造山区库区强县富民标
志性成果，在中国式现代化场景中
推动“鲁渝协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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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千里，无问东西。 近年来，开
展巫山农特产品山东行， 在烟台市举
办巫山农特产品推介活动， 组织巫山
农特产品进超市、 进社区、 进机关食
堂。据统计，烟台市累计采购销售巫山
农特产品近 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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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巫山投资建设“巫山烟台好
品”特产专卖店，推动东西部协作消费
帮扶产品双向流通。 开通巫山脆李货
运包机， 有力拓展巫山农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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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地创新文化旅游协作
“1+6+N”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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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实现游客互送 20 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 1000 余万元，助力两地旅游协作向更深层次、更
广领域、更高质量迈进。

此外，鲁东大学、烟台市乡村振兴学院、巫山县
职教中心共建巫山（烟台）乡村振兴学院，构建理论
研究、实践指导、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综合供给中
心，学院自挂牌成立以来，已开班各类乡村振兴培
训 16 期，培训 1500 人次。 尤其是烟台巫山乡村振
兴曲尺分院开班以来，培养了大批农业实用技术人
才，深受农户好评。 创新探索“校企合作”劳务输出
模式受到脱贫农户认可，实现学生高质量顶岗实习
或就业。

如今，巫山的乡村环境优美，道路畅通，路灯明
亮……烟台帮扶模式正在渝东北开花结果，闪耀巫
峡大地。

“当前，我们立足巫山所需、烟台所能，拓宽帮
扶领域，优化帮扶方式，压实帮扶责任，集聚资源、
整合资金、集成政策，聚焦产业、消费扶贫等主题，
推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挂职副县长林福云表示，烟台市继续与巫山人
民一道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奋力续写助力巫山乡
村振兴的崭新篇章，在乡村振兴新征程的康庄大道
上阔步前进，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由记者向君玲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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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巫山“巫山恋橙”推介活动（资料图）。

发展靠产业，产业靠项目。 为了给巫
山群众建立长富久富的支柱产业，实现跨
越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烟台变“输血”为

“造血”， 在支持全产业链建设上不遗余
力。

“只有以‘输血’促‘造血’，才能激活
乡村振兴新动能。 ”这是烟台以产业振兴
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

产业兴，则乡村兴。这些年，先后引进
烟台大樱桃、秋月梨、海阳甜柿等烟台先
进果蔬新品种 36 个，东产西移结硕果。今
年秋月梨、 甜柿产量达到 100 余万斤，实
现产值 500 万元。

产业发展有势头， 农民致富才有奔
头。 围绕巫山县“1+3+2”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布局， 借鉴山东烟台果业发展优
势、设施蔬菜“寿光模式”，因地制宜在金
坪、两坪等乡镇发展秋月梨、大樱桃、甜杮
为主的“万亩精品果园”。

连日来，在平河乡起阳村甘薯高效种
苗繁育与轻简化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项
目基地里，一个个颜色鲜艳、薯形端正的

“烟薯 25”，被村民们从地里陆续刨起，整
齐堆放在田地里，再分级装箱，搬运上车。

据介绍， 借助“鲁渝协作” 机遇，
2021 年巫山引进烟薯 25、烟薯 29 等新品

种， 试验示范甘薯高效轻简栽培技术，现
实现商品薯较传统种植方式提早 1 个月
上市。

在骡坪、平河等乡镇，建起高山数字
有机蔬菜产业园。园区发挥基层党组织示
范带头作用，实行“集体经济组织 + 专业
合作社或农业企业 + 农户”“示范带动企
业 + 合作社 + 菜农”的合作模式，预期 3
年可达亩产纯收入 10000 元，实现“三变”
改革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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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带动
400 余人就业。 同时，烟台投入 500 余万
元支持建设 2500 平方米的烟台·巫山“双
创”中心，为巫山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搭
建综合服务平台……

尝到产业发展甜头的村民，打心里高
兴。采访中，村民们逢人便夸“烟台东西部
协作， 帮到点子上了， 扶到群众心坎上
了！ ”

“穷山沟沟”里的优质农特产品飞出
“山窝窝”换来“金元宝”，村民们的生活越
来越红火。

智力帮扶激活干群“脑瓜子”

烟台专家现场培训秋月梨的管护。 记者 王忠虎 摄

产业振兴鼓起群众“钱袋子”

收捡“烟薯 25”。 记者 王忠虎 摄巫峡粉丝生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