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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安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山东，于黄河之畔，渤

海之滨，河与海的交汇，成
就了黄河三角洲的神奇与
美丽；重庆，于长江上游，
群山环抱，江与山的共融，造
就了“站立”的城市的灵气与
独特。

这是一对建立了深厚感
情的“老朋友”：1994年，山
东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忠
县，拉开了两地大规模交往
的帷幕；2010 年以来，山东
对口协作重庆14个区县，双
方交流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二十九载，这份山海深情不
受距离所碍，将深厚情谊写
进碧海青山，写进沃野乡
村，写进城市社区，写进两
地寻常百姓家。

山海有相逢，来日皆可
期。就在一个多月前，重庆
市党政代表团赴山东考察，
两省市召开山东·重庆东西
部协作第十九次联席会议，
提出要携手打造山区库区强
县富民标志性成果，在中国
式现代化场景中谱写鲁渝协
作新篇章。

如 何 打 造 标 志 性 成
果？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
采访了市级相关部门、有关
区县，试图从产业协作的广
度、乡建合作的深度、人才
交流的力度三个方面，探寻
鲁渝协作走向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密
码”。

鲁渝协作应进一步
做好“四转”

1994 年，国务院在《国家八七扶贫
攻坚计划》中首次提出“东西扶贫协作”
构想，并于1996年正式付诸实施。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
作的指导意见》，东西部扶贫协作步入
规范化发展阶段。

2021 年，东西部协作进入新阶段，
由“东西部扶贫协作”扩展升级为“东西
部协作”。两字之差，既有内涵和政策
目标的变化，又包含了协作范围的扩大
和机制的创新。除了此前的产业、劳
务、人才、资金等外，东西部协作还包括
科技创新、教育医疗、文化建设、社会治
理、生态保护协作等。

记者跟踪报道东西部协作多年，发
现其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着产业合
作广度与深度不足、协作效用发挥不
够、西部消费产品供给不足不精、东部
消费市场未能有效突破等问题短板，亟
待补齐。

眼下，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接续乡村全面振兴的5年过渡期进
入后半程，鲁渝协作也应当顺应新形
势，把握新机遇，做好“四转”，进一步续
写“山海情”。

一是转“资金帮扶”为“产业驱
动”。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应当把
产业的培育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可以秉承“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
产业走”的思路，共建飞地经济产业园，
协调引进产业关联度高、互补性强、成
长性好的产业项目。

二是转“点上帮扶”为“扩面带
动”。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度，需要鲁
渝两地持续深化医疗、教育、劳务、科
技、群团等领域协作，实现协作“从点到
面、从线到网”的转变。

三是转“消费帮扶”为“共享拉
动”。要梳理各自优势，整合帮扶资源，
共同探索“东部企业+西部资源”“东部
总部+西部基地”“东部研发+西部制
造”“东部市场+西部产品”等全新模式，
让重庆山区的特色优势农产品与山东
消费大市场有效对接，不断拓宽重庆土
特产对外销售渠道，推动建立长期稳定
的产销对接长效机制。

四是转“分块帮扶”为“整合联
动”。通过资金池、项目库，对所有帮扶
协作资源进行归口管理和统筹调配，防
止“撒胡椒面”。同时进一步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使鲁渝协作从以政府为主延
伸到市场、社会领域协作中，形成政府
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格局，
合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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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渝 协 作
示 范 村 武 隆 区
沧沟乡大田村，
在 落 日 余 晖 下
静谧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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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广度
全域延展协作领域

当夏日余晖洒在酉水河上时，河
上升腾起一层薄烟，此时也到了大闸
蟹觅食、活动的时间。

在酉阳县黑水镇平地坝村，“东
营酉阳稻田养蟹产业园”的牌子格
外显眼。沿着小径向下走，一个个
蟹池映入眼帘，刚刚脱过 3次壳的
大闸蟹在水草间来回穿梭。几名村
民端着盆，将饲料一把一把地朝水田
里撒去。“在山东叫‘黄河口大闸蟹’，
在我们这里叫‘桃花源高山大闸
蟹’。”村党支部书记胡青松介绍，“去
年第一次养大闸蟹就实现了盈利，今
年更有养殖经验了，等到9月份请你
们来吃蟹！”

“当初选定‘东蟹西引’，看中的就
是这里的水！”东营市河口区委常委、
酉阳县政府党组成员（挂职）刘斌说，
酉阳自然生态环境良好，水资源丰富，
属全国水资源百强县，而且水温适宜，
可以为大闸蟹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黄河口大闸蟹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产品，东营市有成熟的黄河口大闸蟹
种苗繁育技术和养殖技术，品牌知名
度高，市场销量大。经过多次论证，酉
阳县把这个项目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抓手。

这是东营“东蟹西引、稻蟹共生”
的一次产业探索试验，也成为酉阳发
展的崭新名片。

产业园区是产业协作的重要载
体。

这几天，开州蔬菜种植大户范
建新的几百个大棚，改造施工热火朝
天——按寿光发展蔬菜产业“六统一
分”的规范，由开州区政府派技术人
员和工人，免费实施。

范建新在南门镇种了十几年蔬
菜，规模不小。从今年5月开始，开州
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的大棚
改造项目火热拉开，范建新的园区最
早实施改造。

“当前，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
业园首期400亩试验示范项目成功
投产运营，优选栽培品种表现良好。”
重庆鲁渝协作蔬菜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辉表示，将继续发挥资源
优势，通过品种推广、技术指导、模式
创新等手段，全力助推开州蔬菜产业
升级，提升开州蔬菜产品科技含量。

产业协作一直是东西部协作的
重点。过去，鲁渝产业协作的重点集
中于农业及三产融合的相关领域。
而打造“升级版”，势必要求将协作领
域向全域延展。

记者注意到，新近出台的《山东·
重庆东西部协作第十九次联席会议
议定事项落实方案》里，将“深化产业
发展合作”作为重要内容，其中山东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重庆市经信委都
是牵头单位，合作领域包括汽车、电
子信息、生物制药、装备制造等，合作
范围包括产业配套链、要素供应链、
产品价值链、技术创新链，外延正不
断扩大。

有深度
建设乡村振兴示范镇村

产业的广度拓展之外，如何加深
协作深度？鲁渝两地给出的答案是：
携手建设乡村振兴示范镇村。

今年端午小长假，巫溪县通城镇
龙池村一下子火了——接待游客5万
余人次，旅游收入150万元，成为渝
东北片区新的热门打卡地。游客除

了能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外，在龙池的
“啤酒花园”、肉食品加工厂，还能就
着肉串喝啤酒。

龙池村党支部书记胡三平这样
介绍村里的景象：方方正正的微田园
里各类蔬菜苗长势喜人，人居环境改
造工程热火朝天，夜晚时分，游人在
啤酒花园里欢歌笑语……

一个偏远小山村，缘何会一夜
“爆红”？这背后也凝聚着鲁渝协作
的力量。

作为鲁渝协作示范村，龙池村在
山东省泰安市的对口协作帮扶下，聘
请了参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的一家公司编制规划。同时，村里引
进山东一家企业的精酿鲜啤酒微型
生产线，建设龙池村啤酒花园和田野
秀场，打造啤酒音乐季，为龙池村旅
游接待注入时尚餐饮元素，还引入山
东一家食品企业投资建设了食品加
工项目。

正是在泰安市的帮扶下，龙池村
发展起了畜禽养殖、蔬菜种植、乡村
旅游，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不光是产业，鲁渝协作深度参
与重庆乡村振兴的各个方面。”市乡
村振兴局有关人士这样形容鲁渝协
作的深化，“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地复
制粘贴，而是更加注重输出技术、标
准和管理经验。”

淄博将郝峪模式输出到石柱中益
乡华溪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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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打造九重天
研学康养基地，当地2000人实现了
就业，并带动165户脱贫户及300户
普通农户增收。流转的2万亩土地发
展起了中药材种植、加工，村集体和
村民以资源、资产入股，真正助力产
业持续兴旺。

在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东营
市先后投入290余万元东西部协作
资金，重点打造何家岩村鲁渝协作乡
村振兴示范村，助力激活生态、人文、
资产三类资源，实施了非遗苗绣工
坊、水稻高效种植气象科技创新示范
等重点项目，探索出“文创+贡米+互
联网+乡村旅游”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最新消息显示，我市将借鉴山东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做法，年内启动
第二批鲁渝协作乡村振兴示范村和
50个左右乡村振兴示范镇创建工作，
至“十四五”末打造100个以上鲁渝
协作乡村振兴示范镇村。

有力度
推进“组团式”人才协作

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都离不开
人才支撑。山海携手，一群有志之士
远道而来。

眼下，正是巫山脆李上市的旺
季。在巫山各大土特产专卖店，巫山
脆李酒被摆放在显眼位置，吸引了许
多顾客的目光。巫山县引进中国农

业大学烟台研究院，帮助组建果酒酿
造技术研发团队，实现了巫山果酒酿
造技术研发零的突破，成功研发出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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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重庆把人才作为联系两地
的桥梁，互派互学互鉴，以“组团式”
协作，全覆盖医疗、教育、农业各领
域。“尤其是医疗和教育领域，这是山
东的强项和重庆脱贫地区的弱项。”
市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说。

6月 28日上午，山东聊城市第
三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磊、
聊城市传染病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
田林、聊城市东昌府人民医院医学
影像科主治医师王鲁光三名帮扶专
家抵达彭水县郁山镇卫生院，开展
医疗帮扶。

跨越1300公里，放下行李，他们
便投入了工作。当天下午1点，田林
听说有急性阑尾炎患者正在急诊室，
他立即赶往处理。

由于患者心肺功能尚可，可以耐
受手术，在同家属充分沟通后，田林
决定为患者在全麻下行腹腔镜阑尾
切除术。在麻醉、手术、护理团队的
共同努力下，手术顺利完成。

而在酉阳，一个个数字记录了山
东支教团队工作的轨迹。

203级台阶。酉阳第二中学高三
级部在大山顶端，教师必须爬过这
203级台阶才能到达教室，垂直距离
有10层楼之高。挂职酉阳第二中学
校长的东营教师古爱兵每日在这203
级台阶间穿梭，把爱播撒在酉阳学生
的心中。

2小时。这是在花田乡中心小学
校支教音乐的东营教师闫玉霞步行
到最远的学生家需要的时间。这所
学校80%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
更好地了解孩子情况，闫玉霞和所有
支教老师一起走到每个学生的家中。

接下来的“组团式”帮扶如何强
化？鲁渝两地已作出安排：

推动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
学等10所高校与重庆大学、西南大学
等高校，联合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研发
项目，推进青年教师访学交流；

完善鲁渝医疗机构间的合作机
制，开展“鲁渝有约·山东支医千村
行”活动，向重庆14个协作区县1000
个村开展免费诊疗活动；

实施鲁渝劳务品牌领军人才培
育工程，帮助协作区县提升打造“巴
渝工匠”“万州烤鱼师傅”“云阳面工”
等一批特色鲜明、市场认可度高的劳
务品牌；

……
山川一脉同风雨，鲁渝何曾是两

乡。新起点上，鲁渝协作正孕育着更
多有辨识度的东西部协作成果，一条
更宽广的路正在我们眼前铺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