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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无远近，千里亦为邻。
东西协作将山东省与重庆市紧紧相连，跨越3000里

山河，携手开启共筑小康路、共画同心圆的新时代奋进
篇章。

鲁渝协作启动以来，山东省委、省政府急重庆所
需、尽山东所能，精准对接重庆贫困区县需求，建立健
全资金、人才、技术、产业、民生等组团式、立体化帮
扶机制，协作硕果累累。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近年来，鲁渝两地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坚持“科学协
作、和谐协作、务实协作、高效协作”理念，唱响产业
兴旺“交响曲”，坚持规划引领、注重精准施策，开展
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产业协作，扎实推进“东产西
移”，激发内生动力，助力乡村振兴，携手打造鲁渝协
作“升级版”。

以“组团式”帮扶为统领

绘制“东产西移”新路线图

鲁渝协作一家亲，东西协作情谊深。今年是鲁渝协
作的第十个年头，风雨过后，终见彩虹——— 两地协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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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一草一木一
砖一瓦上。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发展理念要求“东产西移”
走出“新路径”。随着今年鲁渝深度牵手发展，新路线
图逐渐清晰起来。

今年4月21日至23日，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渝考
察，两省市举行山东·重庆东西部协作第十六次联席会
议，并签署《山东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十四
五”东西部协作框架协议》。根据签署的框架协议，双
方将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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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一
条东西部协作新路子。

在蓝图的指引下，双方精心编制“十四五”鲁渝协
作规划，划定了未来5年鲁渝协作路线图——— 重庆市相
关部门与山东对口部门签署行业部门协作框架协议，形
成“1+N”框架协议体系；对照2021年度7个方面28项要
点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倒排时间工期，定期通报调
度，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全面完成。截至目前，山东已按
计划拨付财政援助资金，并动员社会力量捐款捐物4500
余万元，计划实施的417个帮扶项目已启动381个，开工
率达91 . 4%。

产业协作，扶智先行。一批又一批操着山东口音的
帮扶干部、农业专家为产业发展“问诊把脉”“辨证施
治”，他们不远千里进村传道授业，带来了山东省高效
农业、生态农业、病虫害防治、动物疫情防控等经验和
技术，让广袤的山区相继种出了“黄金”。

烟台市组织烟台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在巫山创建了
烟台(巫山)博士工作站，先后选派39人次农业技术专家
到巫山现场指导，专家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现代农业理
念，还从东部引进了果树、蔬菜、甘薯等先进品种37
个，带来基质穴盘育苗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绿色栽
培防控病虫害技术等一系列先进现代农业技术，为巫山
农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济宁市汶上县是汶上芦花鸡的原产地。得益于鲁渝
协作，汶上芦花鸡养殖技术已经“飞”入重庆万州区，
总产值已突破1亿元，成为脱贫致富的“金凤凰”。目
前，万州区正推动拓展深加工，拓宽融资、营销渠道，
做大做强芦花鸡全产业链。同时，济宁市依托“孔孟之
乡”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优质的政德教育资源，为万州区
培训党政干部和高端人才260人次以上，让帮扶干部、
村干部和致富带头人吃下了脱贫奔小康的“定心丸”。

脱贫攻坚奔小康，教育先行。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
动力的同时，山东大力扶持重庆贫困地区教育。据统
计，山东累计拨付省级教育援助资金超过3000万元，聚
焦18个深度贫困乡镇，用于重庆贫困乡镇教师培训、教
科研发展，援建重庆贫困地区幼儿园、小学。重点选派
深度贫困乡镇、定点攻坚村的校长、老师到山东交流，
跟班学习、提升能力。

鲁渝协作，既要“拔穷根”，也要“除病根”。山
东46家省、市级医院与重庆14个贫困区县医院，14家市
辖县级医院与54个乡镇卫生院结成协作对子，帮助建设
重点专(学)科36个，实现了硬件建设+软件提升+人才服
务全覆盖。来自烟台的医疗专家团队帮助巫山县建立第
一个全市胸痛急救中心，开展全国县级医院首例AI人
工智能全髋关节置换术、巫山首例直肠癌经自然腔道取
标本手术等，深得巫山人民认可。

唱戏要搭台，产业协作这一出重头戏更需要援助资
金这一“点睛之笔”。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配套是基础。烟台市先后投入
1000余万元帮扶资金，将原巫山工业园区老旧的基础设
施和配套污水处理设施提档升级，还支持建设了建筑面
积2500平方米的山东烟台·巫山“双创”中心，已进驻
创业型企业电商10余家，为巫山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搭
建了综合服务平台。

援助资金，不是一投了之，而是要以“输血”实现
“造血功能”。今年，济宁市投入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
资金435万元，撬动万州区稻渔综合种养与稻田改造、
渔业发展、餐饮服务、特色民宿等业态联动、融合发
展，全力提升产业价值。同时，追加安排东西部协作资
金700万元用于厂区综合提升、蛋鸡车间和深加工车间
建设，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因地制宜创新“自选动作”

打造特色农业发展新模式

鲁渝协作，牵手而行，山东各地讲政治、讲大局，
用真情、聚合力，扎实推动各项工作开展。山东省协作
重庆干部领队董瑞忠介绍，今年以来，山东6个地市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赴重庆协作区县开展调研对接，重庆3
个区县党政负责同志赴山东对口协作市开展调研对接。
同时，山东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主动性、积极性，两地
县县结对14个、镇镇结对96个、村村结对82个、校校结
对111个、医院结对79个、村企结对95个、社会组织结
对17个，形成政府引导、社会支持、企业参与的协作帮
扶大格局。

“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欧啷罗，挑起扁担啷啷扯
啷扯……”入秋以来，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山头洒
向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时，一片片带着露珠的黄
精苗更显勃勃生机，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图景赫
然入目。

近年来，在山东帮扶专家、帮扶干部的努力下，华
溪村唱响了产业发展、壮大、增收致富“三部曲”，全
村黄精种植面积从220亩增长到670亩，还带动其他村组种
植黄精500余亩，华溪村大山脚下的“产业协作黄精木瓜
种植示范基地”生机勃勃，全乡黄精产业蓬勃发展。

在发展中药产业的同时，淄博将郝峪模式输出到华
溪村——— 注资110万元与华溪村联合成立乡径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对农家乐经营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
一培训，提升服务水平和接待能力，帮助策划打造游览
线路和文旅景点，年均接待游客达到10万人次。

郝峪模式同时在丰都县双路镇莲花洞村落地开花结
果。借助打造重庆九重天研学康养基地，不仅实现当地
2000人就业，带动莲花洞村165户贫困户及300户农户增
收致富，而且将流转的2万亩土地发展中药种植、加
工，产业更加兴旺，重要的是村集体、村民以资源、资
产入股共谋发展，真正助力产业持续兴旺。

“乡村旅游+产业”协作模式的成功不仅仅是个
例，近年来山东鲁渝协作注重结合重庆实际、发挥山东
优势，因地制宜、因需施策，“自选动作”有特色、有
亮点，已经从当初的一枝独秀，发展成如今的百花齐放
的格局。

深化产业协作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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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鱼米之乡”酉阳，东营将黄河口大闸蟹引入稻
田，摸索出一种稻蟹共生种养的绿色产业协作模式，不
仅仅实现“用水不费水、用地不占地、一水两用、一地
双收”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而且将“高山生态大闸
蟹”越叫越响亮，成为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发展的金字招
牌。

秀山是马铃薯种植的适宜区，具有传统的种植习
惯。为深化产业协作，德州主动作为，深入秀山调研，
签订了《科技助推马铃薯产业协作协议》，将“希森6
号”马铃薯这一新品种、新技术植入秀山。“希森6
号”作为一种绿色高产的马铃薯新品种，使秀山县一举
实现了“老产业、新技术、大效益”，切实帮助贫困人
员增加收入。秀山通过创新“希森6号”马铃薯产业合
作带贫机制，实现亩均增收1 5 0 2 . 5 3元，人均增收
1960 . 07元，“希森6号”马铃薯成为脱贫攻坚及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的“金疙瘩”。

产业协同发展，合作模式也要不断推陈出新，新套
路、新打法成为产业兴旺的又一“砝码”。

济宁市助力万州区全面布局打造渔业产业集群。依
托“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引入40万尾微山湖“四鼻孔
鲤鱼”到万州试养，促成济宁市微山县龙头水产品加工
企业与万州区“江来好”食品有限公司深入合作，推广
微山湖渔业区先进种养经验和优势品种，提升“万州烤

鱼”产品质量和市场空间，共同打造产业联盟。同时，
将万州区“脆豌鱼”引入济宁繁养推广，打造双向促进
的产业合作升级版新模式。

泰安市则与巫溪县成立产业合作招商联盟，助推企
业打破地域局限，引导有实力、有信誉的山东企业落户
巫溪县，引导有实力的重庆企业落户泰安市，构建了两
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产业合
作新机制。此外，巫溪县每年在泰安市举办一次产业合
作项目招商推介会，借助泰安市登山节、矿机展、肥桃
节等活动大力开展产业合作。

做足补链强链延链文章

现代农业产业“链”出新希望

产业协作升级，怎样做好全产业链这一大文章？山
东始终聚焦产业兴旺，立足重庆当地资源禀赋，围绕特
色农产品、中药材、非遗文化等优势产品强链、补链、
延链，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铸
魂赋能。

“日照市海通丝绸进入黔江，包收购蚕茧，给我们
养蚕户吃下了稳定增收‘定心丸’ !”在黔江区金溪
镇，漫山遍野的桑林绿意盎然。在金溪镇望岭村7组现
代蚕业协作车间里，44岁的蚕桑大户王少友正在忙碌
着。

王少友口中的“海通丝绸”，是去年黔江区新引进
的海通茧丝绸全产业链项目。借助山东省日照市海通集
团品牌、技术、管理、资金等优势，加快茧、丝、绸全
产业链发展，打造在全国具有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优质
桑蚕茧、高品位生丝生产出口基地。通过发展栽桑、养
蚕、烘干、缫丝加工，形成种植、收获、加工各生产环
节配套的产、加、销一条龙和农工商齐发展的产业格
局，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鲜天麻上市了！”几天前，重庆硒旺华宝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守宝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一条消
息。在淄博帮扶干部的帮助下，他已经掌握了高海拔条
件下天麻蜜环菌和萌发菌生产技术，带动洗新、南宾、
马武、黄水、中益等多个乡镇600余户开展天麻种植。李
守宝的鲜天麻不仅仅是一道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也可
以进行入药、泡酒、打粉等深度加工，实现价值翻番。

天麻产业仅仅是石柱县发展康养经济的一个缩影。
站在乡村振兴的新起点上，淄博和石柱围绕“全域康
养、绿色崛起”发展主题和“风情土家、康养石柱”价
值定位，聚焦辣椒、莼菜、蜂蜜等特色康养产业，实施
莼菜新产品研发、蜂蜜储藏、辣椒粉深加工、山楂和高
山食用菌种植等5个项目，扩大康养经济产业链和生产
规模，增强本土产业“造血”功能。同时，实施东果西
种，针对山东黄桃、苹果、山楂等建设示范种植基地，
积极探索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系统，探索建立以
山楂为主，融当地脆红李等果品为一体的生产加工、冷
链物流和销售链条，着力延长产业链、拓宽增收链。

升级产业提档升级，创新驱动发展，致富才更有底
气———

聊城市与彭水县，通过引进山东企业投资入股的创
新方式，以“公司+农户+基地”的模式共建鲁渝茶叶
产业园。通过引种、引资、引技术扩大产业园规模，发
展白茶5000亩；通过“帮产、帮销、帮推广”逐渐形成
“苗旺养心茶”品牌，亿级产业正逐渐形成；通过土地
流转、劳务收入、固定分红，促进老百姓增收、集体经
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烟台市与巫山县，以打造特色农业产业为思路，依
托巫山县工业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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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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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就业，年产值8000余万元，成为巫山最大
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今年8月份，烟台光明彩印包装有
限公司与烟台(巫山)产业园签订环保包装制品项目投资
协议，年内拟投资近2000万元建设先进的环保包装制品
生产线，产业链集聚度进一步提高。近年来，先后组织
引导30余家烟台企业来巫山考察对接，烟台本地6家企
业纷纷在巫山注册企业，落地巫山，为巫山乡村振兴注
入烟台元素，贡献烟台力量。

（下转第十版）
①千人开镰现场
②彭水县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③万州区芦花鸡繁育养殖项目
④山地高效农业食用菌种植项目
⑤“鲁渝协作 相扶香橙”万吨奉节脐橙进山东

“鲁渝有约·东产西移”

打造农业产业协作“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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