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的落地，发达地区
与欠发达地区的协作关系呈现出了新的样本——东西部协作。
相互派干部和专技人才挂职交流，成为了协作中的一种新模式。

前段时间，国家有关部委专门就“推进东西部人社协作”发
文，提出东部地区要加大人才选派力度，选派教育、医疗、产业、
科技、管理等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到西部地区开展帮扶工作，持续
为脱贫地区人才队伍注入新力量。

2017年以来，山东累计向我市选派教师、医生、农业等专业
技术人员6000余人，深入基层参与帮扶工作。其中去年就选派
专业人才1097人，选派科技特派员35人，重庆也向山东选派专
技人才349人。

从黄河之畔到长江之滨，这些人才跨越千山万水，身体力
行，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践行者、鲁渝紧密合作的见证者、两地
人民友谊的亲历者，成为了“不走的工作队”中的一员。

于是我们看到，山东的马铃薯、芦花鸡、四鼻孔鲤鱼、黄
河口大闸蟹在重庆脱贫地区落地生根，山东的灸疗、小儿推
拿等在山区大放异彩，山东的教师团队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
念，赢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而促成这些项目的幕后“推
手”，就是山东选派过来的干部和专技人才。

重庆的干部和基层人员亦从中受益。一位曾经到山东学习
培训的村干部说，通过了解产业发展、观摩乡村旅游、聆听电商
讲座，收获和感受颇多——思想更解放了、思维更活跃了，发展
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

在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等成为2023年“三农”工作重点的当下，这样的人才交流理
应更频繁、更紧密，才能碰撞出新的火花，掀起新的“头脑风暴”。

君在黄河尾，我在长江头。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两条母亲
河，让鲁渝两地人民形成了相似的性格：山东人，豪爽仗义；重庆
人，耿直豪放。性格上的契合也促成了更多的默契，让合作更加
亲密无间。新的一年，期待更多的人才实现“孔雀西南飞”。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
“孔雀西南飞”

正月初三，匆匆告别父母，武隆区中医院副院长王锡从山
东济南飞回重庆，“医院还有好多事等着呢。”

王锡曾是济南市中医院的医生，5年前因为对口帮扶来到
武隆区中医院，现在他已落户武隆，成了新重庆人。

山区缺医少药——
“这里的乡亲更需要我”

2018年5月，王锡到武隆区中医院支医帮扶，很快他就感
受到了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住着怎样的人——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同在武隆的山东老乡约王锡去捉
螃蟹，他们在大山沟里迷了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一户亮着灯的人家，老乡比划着给
我们指路，怕我们听不懂，他说了一遍又一遍。”王锡记得很清
楚，他们往回走已是凌晨1点多，路过老乡家，灯依然亮着，他
还站在门口张望，说怕他们再次迷路。

“多么淳朴善良的乡亲啊！”带着这份感动和认识，王锡投入
了工作。

与医疗资源较为充足的省会城市济南相比，山区缺医少
药的情况比较普遍。

一次到后坪乡进行医疗服务，听说城里来了医生，邻近乡
镇的乡亲们都来求医问诊。王锡每天看三四十个病人，一出
门看排队的人还有老长老长。“我们原本带了一个月的针药，
但没想到3天就用光了针头，7天用光了艾条。”王锡说。

这次义诊服务让王锡印象深刻。有一位老婆婆膝盖疼
痛，她拉着王锡的手泪眼婆娑，说走了一天一夜才走拢，就是
想让城里来的医生给她治治腿。一位50多岁的村民因长期
在水库边工作，湿气特别重。王锡用中医疗法给他祛湿气，效

果非常好，“他回家后把媳妇领来，问能不能治好她的聋哑
病……”王锡心里酸酸的。

从2018年5月到2019年8月，王锡及其团队累计接诊
1.2万人次，但他仍然觉得远远不够。一个声音在他心底里愈
发清晰：“这里的乡亲们更需要我。”

“出走”济南——
携家眷落户武隆

2019年8月，帮扶工作结束了。回到济南的王锡有些心
神不宁，家人关心他：“怎么啦，好不容易从那边回来了，还舍
不得了？”

“出走”的决定是在第二年做出的。当时武隆区出台了引
进高端人才的实施方案，他们第一时间接洽了王锡。恰逢此
时，济南、贵州等地的三甲医院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且待遇更
加优厚。

王锡选择了武隆。
“不仅是因为当地政府一次又一次真挚地邀请，更重要的

是我忘不了那里的乡亲，而且在那边我的本领更有施展的空
间，更能实现人生价值。”他告诉记者。

他硬着头皮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家人并没有反对，反而
是默默支持。

王锡是独生子，母亲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父亲才做了膀
胱癌手术，家里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但他们都支持王锡的决
定，“去吧，等你安顿好了，我们也来武隆和你团圆。”同为医护
工作者的妻子尽管刚开始有些不情愿，但后来也转变了想法，
办理了调动手续。

2020年9月，王锡被武隆区作为高端人才引进，举家搬迁

至武隆。

最高奖赏——
找山东来的王医生

再次回到熟悉的工作岗位，乌江水依旧碧绿，耳边的重庆
方言，听着也多了几分亲切和亲近。

王锡在武隆中医院主导建立了“灸疗”和“小儿推拿”两个
特色门诊，并很快发挥了作用。

一天凌晨零点过，王锡接到一对夫妇的求助电话——他
们的儿子刚满周岁，两天前开始哭闹不止，发烧，呕吐，无排
便，在其他医院诊断为疑似肠套叠和淋巴结肿大，但因医疗水
平限制无法手术，去中心城区又太远，于是他们想试试推拿。

王锡没说二话就出门了。经过40多分钟推拿，孩子不哭
闹了，第二天早上能吃奶、喝水，体温也降下来了。

七十来岁的张老太，长期后背及四肢发凉，不敢吃生冷的
东西。王锡对着他的穴位用艾条熏、用手法推拿。几次治疗
后，张老太的手脚有了温度，睡觉也敢脱厚袜子了。

如今，王锡的灸疗和小儿推拿已在武隆当地推广开来，接
诊的患者从牙牙学语的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者，从常见的感
冒咳嗽到危重复杂的脑瘫、截瘫、肿瘤术后等。

越来越多的当地群众知道中医院有一个从山东来的医
生，医术高超，“只是要和他说普通话”。有时候，王锡在小区
内散步，偶尔会听到群众说看病去中医院找王医生——殊不
知，本人就在他们身边。

王锡的办公室与接诊室墙上挂了许多锦旗，“这是对我的
最高褒奖，作为一名医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病人康复后
的笑容。医者不忘初心，我愿用自己的技术服务更多老乡。”

“等山东这边的工作对接完，过了元宵我就回来。”1月28
日，节后上班第一天，回山东过年的张斌给秀山县农业农村委
汇报了自己的行程。

张斌来自山东省德州市农业农村局，已作为鲁渝协作支
农专家在秀山工作了4个年头。每一年组员都在变，唯独张斌
这个组长没有变。一般而言支农专家的服务期为一年，张斌
为何超期服务？

“适应，适应，还是适应”

跨越黄河长江，相隔1500余公里，由北到南，从东到西。
2019年11月，张斌以工作组组长的身份，与14名支农人员从
山东德州来到了秀山进行扶贫协作支农工作。

秀山地处武陵山腹地，山高沟深、土地稀少、交通不便，
这让一直生活在平原地带的张斌有些不适应。“每次走村串
户，车子就沿着悬崖边上的乡村道路来回穿梭，我都不敢往
外看。”张斌说，除了地势，还有气候，这里不像北方，冬天没
暖气，一大帮老爷们儿冻得直跺脚。

在饮食方面，同行的伙伴经常向他反映，食堂的菜太辣
了，但张斌每次的回答都是：“我们人少，不能让大家来将就我
们，克服克服吧。”

“时间长了，也就吃习惯了，现在这边的饭菜辣度大家也
能接受了。”张斌对记者说。

最恼火的还是沟通。和本地同事打交道问题不大，双方
都可以说普通话，但和农民沟通聊天，方言根本听不懂。

“适应，适应，还是适应。”张斌说，“还好农业有很多相通
的地方，只要愿意下功夫，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张斌说。

“工作不能干一半就走”

在适应中工作，在工作中适应。
第一年，张斌和工作组的主要目的是推广“希森6号”马铃

薯。重庆的马铃薯产量不高，亩产只有大约2000斤，比山东少
了一半都不止。

要让秀山的老百姓接受山东的马铃薯并不是件容易事：
推广新品种农户听不懂，张斌就连比带划耐心讲解；农户没看
到效果不愿种，他们就搬出每亩补贴900元的优惠政策引导；
农户怕种出来卖不起价，他们联系山东企业承诺包售包销。
慢慢地，推广面积达到了2000亩。

眨眼间，第一年服务期的3个月很快结束，张斌跟随大部
队回到了山东，但过完元宵节他又回来了，这让秀山县农业农
村委的同事有些惊喜。张斌笑着说：“工作不能干到一半就
走，马铃薯才下种呢。”

在他的技术指导下，种下去的马铃薯大多丰收，亩产量较
之前提升了45%以上，按每斤1元计算，亩收入3000-4000
元，农户竖起大拇指：“山东来的专家厉害！”

除了推广新品种，张斌也推广新的生物制剂。比如激
活酶制剂，喷洒在叶面上后，可让茶叶、金银花等秀山农业
特色产业增产20-30%，水果也能实现提质，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

“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从2019年到2023年，身旁的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张
斌每年都始终如一来到秀山，被笑称为“铁打的组长”。

最近两年，他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技术培训上。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培训的目的就是想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主要给致富带头人和农民培训，针对育种、施肥，如何规
避农业风险等方面。”张斌说，大培训是800人一场，专场培训
是600人一场，已经做了好几场。他们还培训农技人员700多
人次，培养了一批农业科技新技术推广带头人。

从温暖的春天到火热的夏天，从金黄的秋天到寒冷的冬
天，张斌每年在秀山的工作时间超过11个月。

今年，山东省农科院和科技局将在秀山设立工作站，主要
研究茶叶和中草药的提质增效，张斌又是牵头人员之一。

“所以过了年我肯定会回来，也许明年就不来了，但我每
次都食言……”说着说着，他笑了起来。

“铁打的组长”——德州农艺师张斌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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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
早春马铃薯种植忙

当前气温回暖，正是抢抓农时开展播种的好
时节。连日来，巫溪县多个乡镇的田间地头，村
民正在种植早春马铃薯。

在凤凰镇蔬菜保供基地，村民种植的早春马
铃薯，选择成熟期短、效益高的马尔科为种薯，亩
产可达到2000斤，市场价格在2元（每斤）以上，
预计4月前可上市销售。

马铃薯是巫溪当地主要的农作物，年播种面
积36万亩，年产马铃薯50万吨以上，商品薯收益
达6.5亿元。“巫溪洋芋”先后获得取得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认证，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地理商标注册，是重庆市唯一中欧互认地理
标志农产品，马铃薯产业正逐步成为当地村民增
收的致富产业。

为保障顺利播种，当地农业部门加强了种
薯、肥料等物资储备。

巫溪融媒体中心 乔洛阳 冉梦竹

丰都：
青菜头丰收农户增收

近日，在丰都县高家镇祥和、汶溪、石龙等村
（社区）田间地头，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收青菜头，
会有榨菜加工厂指定的人员前来收购。

“我们种植的青菜头，都是去年跟榨菜加工
厂签订了产销协议的，由厂方统一提供种子，并
承诺按当时市场行情负责收购，大家只管种植，
到时菜头采收后不用为销路发愁。”高家镇祥和
社区八组村民谭正明说。

种植青菜头投入小，一般头年立冬前移栽秧
苗，次年的春节后集中采收，中间只需施1-2次
肥，亩产量最高可达2.5吨以上。村里部分有条
件的留守妇女和老人，都把选择种植青菜头作为
增收的主要途径。

去年，丰都县青菜头种植面积24万亩，其中
面积在1万亩以上的乡镇有7个，种植青菜头20
亩以上的农户681户，青菜头种植覆盖全县25个
乡镇（街道），有效促进10万农户35万余人实现
增收。

丰都融媒体中心 李达元

万盛经开区：
两项非遗文化获“国字号”荣誉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乡村文化产业创
新发展大会上，万盛经开区报送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金桥吹打”“万盛苗族踩山会”分别入
选文艺榜样类、文化强链类全国乡村文化产业创
新影响力典型案例。

本次大会以“创新引领，文化繁荣，产业强
盛，共同富裕”为主题，旨在征集和推广各地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和创新
探索。

近年来，万盛区高度重视民间文化艺术传承
保护工作，非遗文化蓬勃发展，为旅游注入了强
劲动能。

目前，该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56
项，其中，以金桥吹打为代表的国家级非遗项目1
项，以万盛石林苗族踩山会为代表的市级非遗项
目21项。

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加强非遗文化“活化”利
用，推动非遗+旅游+生活深度融合，让非遗产品、
非遗活动走进景区，融入生活，持续激发非遗文
化强大的生命力。

万盛融媒体中心 兰舒

巴南胜天村：
草莓采摘正当时

眼下，草莓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巴南区惠民
街道胜天村三月半生态农业草莓大棚基地里的草
莓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

该基地有玫瑰香、奶油、巧克力、粉玉等多个
品种，味道香甜，果实大、口感好。游客入园不收
费，采摘价格根据品种分为28—66元/斤不等。

联系人：彭老师；电话：15102367108
巴南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酉阳县麻旺镇：
3000余只老鸭子寻买家

近日，酉阳县麻旺镇米旺村村集体经济负责
人张发安向本报求助，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帮忙
销售村集体放养的3300多只老鸭子。

麻旺鸭属于优良地方麻鸭品种，是国家级畜
禽遗传资源、国家地理标识产品，重庆十大优异农
业种质资源。体型比普通鸭子小，肉质鲜嫩。

麻旺镇是麻旺鸭的发源地，麻旺镇米旺村集
体经济在属地饲养正宗的麻旺鸭，引用水库活水，
在青山绿水间坚持生态养殖。

每一只鸭子均有1年半至两年的鸭龄，是
名副其实的老鸭子。一只活鸭重量在 3 斤左
右，杀完约在2斤左右。如果有市民需要，可杀
好再寄出。

联系人：张发安；电话：13308271701
酉阳融媒体中心 白凤英

济南中医师王锡为何落户武隆

山东滕州马铃薯东移西植技术落地丰都武平镇坝周村，平
均亩产3000公斤，亩收5000元以上，成为农民稳定增收致富的
亮点产业。（资料图片） 通讯员 林登周 摄/视觉重庆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颜安、见习记者刘冲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