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福祉全面改善 携手共赴富裕路

鲁渝协作开新花深化产业发展协作
●深抓消费群体，拓宽流通面

2022年，累计实现渝货进山东购销金额逾4000
万元，带动销售丰都牛肉600余吨、花椒250余吨、马
铃薯1800余吨、榨菜100余吨；推动山东产品在丰销
售800余吨，两地产品双向流通实现常态化。

●善抓市场主体，畅通渠道线

2022年，紧抓电商经济发展风口，充分利用山
东优势电商资源，累计带动全县100余家传统企业
（专业合作社）在第三方 B2B、B2C 平台开设旗舰
店、专营店“触网”销售，逾1500款农文旅产品实现
线上销售；

全县实现农产品网络零售额23亿元，同比增
长20%，带动物流进出港总量实现2707.4万件。

●强化劳务协作，稳定就业促增收

2022 年，积极引入山东企业入驻丰都创业孵
化中心，设立惠众创客呼叫中心，累计带动就业
720人次，其中脱贫人口67人次，有效促进全县务
工人员就近就地就业；

持续强化技能培训，成立枣庄创业大学丰都
分院，开展无人机技能培训、鲁渝帮扶培训等各类
就业技能培训795人次。

“现在跳蹬河桥通车了，村民们出行更
加方便了。”日前，龙河镇金子庙村跳蹬河
桥及其连接道路工程正式建成投入使用。

据了解，龙河镇金子庙村跳蹬河桥及
其连接道路工程是丰都鲁渝协作帮扶资金
项目，总投资360万元（其中，山东枣庄财政
援助资金200万元），全长1.62公里，起于
龙河镇观音寺社区杨坪，止于金子庙村邹
教，其中包括箱梁桥一座。工程起于2022
年10月开始动工建设，在今年5月底完工
投入使用。

“自工程完工投用以来，为当地群众出
行缩短了近30分钟的车程，极大地方便了
村民出行、生产劳作、农副产品运输，提升
了居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丰都县
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说。

跳蹬河桥的建成通车，仅是丰都聚集
鲁渝协作，大力推动民生福祉改善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丰都扎实推动鲁渝协作工作，
聚焦就业、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拓展劳
动力协作路径，深化干部人才互派互学，加
大文化医疗教育支援力度，奋力谱写好鲁
渝东西部协作发展栆丰新篇章。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劳务协作帮扶
方面，丰都持续完善劳务协作机制、拓展对
接平台、发挥项目作用、强化技能培训、打
造劳务“三峡幺妹”品牌，扎实解决好丰都
群众就业问题。

今年以来，丰都立足稳岗就业促增收，
着力打造枣丰人力劳务协作品牌，帮助丰
都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590人（其中到山东

就业农村劳动力110人），脱贫劳动力实现
就业416人（其中到山东就业50人）。同
时，通过举办“康养护理、整理收纳师”等培
训班，完成鲁渝协作劳务培训179人次（含
脱贫人口152人次）。

在医疗协作帮扶方面，聚集医疗业务
技术输送、人才队伍建设及培养、人员互
派、组团帮扶等工作，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
健康帮扶。

其中，通过充分发挥医疗团队专业技
术优势，坚持以“建强一批临床专科、带出
一批骨干人才、填补一批技术空白、完善一
批管理制度”为己任，先后开展新技术新项
目20项、疑难危重病例讨论130余例、实训
操作20余次、教学讲座200余次，培训专业
技术人员及业务骨干2000余人，赋能协作

提质增效。
在教育协作帮扶方面，深挖枣丰两地先

进技术、先进模式、先进理念，着重在教育创
新改革、本土师资培训等方面全面开展“组
团式”支援协作。同时持续深化结对学校帮
扶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技术共用，切实推动
枣丰东西部协作工作再上新水平。

2023年以来，丰都以“教学评一致性”
课程改革为抓手，先后开展县级专题讲座8
次，县级示范课5次、校际空中联研活动1
次，分享教学案例和资源，以先进教育理
念、先进教育方式和成功经验有效促进两
地教育深入交流。

山海传友谊，鲁渝续深情。

近年来，枣庄和丰都两地坚持把枣丰协作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光荣使命，不断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优化协作方式，更大力度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持续培育特色亮点，有力有效推进东西部协作，聚力打造鲁渝协作“升级版”。

5月29日至30日，丰都县委副书记、县长唐守渊率丰都县党政代表团一行人跨越千里，赴山东省枣庄市考察，并召开枣庄·丰都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

“自枣丰协作开展以来，双方在产业发展、消费协作、人才交流等方面密切沟通往来，建立了互访共商、联席会议等机制，推动两地协作发展进入新阶段。”唐守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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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和我们携手高质量推进东西部
协作，以产业协作为重点，大力实施‘东产
西移’工程，极大地促进了两地发展。”丰都
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说。

产业园区是产业协作的重要载体。
栆丰协作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位于

丰都县仙女湖镇竹子社区，是鲁渝协作项
目，于2022年正式建成投入使用。

“自投入使用以来，丰都和枣庄累计投

资1220万元，聚焦农业产业发展五大支撑
体系项目，全面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栆丰协作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负责人
侯俊说。

何为农业产业发展五大支撑体系项目？
具体来说，一是建设农业种质资源圃，

注重本地优势资源发掘培育，外地优势品种
引进筛选；二是建立微穗快繁育苗工厂，只
需要一公分的接穗，用独特的技术最快7天

繁育一株苗子；三是建设高质高效示范果
园，用工业化思维运营农业，建设桃子、枣子
工厂；四是建立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中心暨新
农人学校，创制“打工式”“顶岗式”培训模
式，培养更多的产业技术骨干和产业带头
人；五是建设高山特色农产品加工中心。

目前，栆丰协作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
成效显著，已建成种质资源圃34亩、高标
准示范园10亩、种苗繁育场及果蔬采摘示
范园1万平方米，初步形成了现代农业生产
体系。

不仅是栆丰协作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园。自开展鲁渝协作以来，枣庄在丰都县
建设优质高山蔬菜（水果）产业园，高山蔬
菜育苗工厂2座、商品化处理及集散中心2
万平方米、标准化种植基地17个，年产优质
高山蔬菜8000万斤，产值近1亿元。

今年以来，丰都积极培育发展特色农
业，大力实施优质品种“西移”，变“资金输
血”为“产业造血”，为丰都县引进优良果蔬
品种和特色畜禽品种。

同时，充分发挥园区集聚效应，实施优势
企业“西移”，枣丰携手共建产业园区累计10
个，新增引导1家企业落地投产，实际投资额
4500万元；提升产业科技含量，实施人才技
术“西移”，今年选派42名科技人员开展“组
团式”帮扶，有力促进协作地产业发展。

目前成效显著——
累计投入商务发展专项资金1200万元、

枣庄援助资金210万元，可培育50家以上规
模化麻辣鸡企业，麻辣鸡销售额突破30亿元；

从“中国马铃薯之乡”枣庄滕州选择优
质适宜品种，在丰都推广种植滕州马铃薯7
万余亩，平均单产是当地品种的2.4倍，亩
产值达到3570元以上，实现总产值2.57亿
元，惠及8万余户；

针对丰都花椒烤制设备差、技术水平
低等问题，引导枣庄花椒大户在丰都投资
1500万元建设6亩花椒加工厂房，不仅提
升了丰都花椒烘制、分级、包装、精油提炼
等水平，还带动了花椒销售300余吨，提高
了丰都花椒市场竞争力……

“欢迎刚进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正在介
绍的产品是我们自己种的青脆李。青脆李
不仅果实饱满，脆甜多汁，肉厚核小还极易
脱粒……”下午1点，“重庆丰都农业科技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直播间准时在三建乡电
商孵化中心开播。

近年来，在丰都县乡村振兴局的指导
支持下，三建乡紧抓鲁渝协作契机，通过紧
跟网络直播经济新趋势，开拓东西部协作
新领域，创新创建发展了“1+8”（1个乡级

电商集配中心+8个村级平台服务站）电商
运营服务体系，实现了三建乡消费业态由
线下主导向“线下+线上”齐头并进转变。

目前，已形成了以“雪玉龙河”和“廖小
二”为主的电商品牌体系，产品品类增至5
大类70种，全年共有18种周边乡镇农产品
新纳入三建乡农特产品清单，三建乡电商
产业的带动力、辐射力、影响力持续扩大，
乡村振兴活力持续增强。

“今年上半年，我乡200吨雷竹笋、18

吨花果桃以及土豆等其他本地农产品，因
为搭上了互联网快车，不仅远销全国各地，
在同类产品中价格也十分看好。”三建乡相
关负责人介绍。

三建电商仅是丰都聚焦消费协作，大力推
动鲁渝协作取得积极成效的一个生动实践。

据丰都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多年来，丰都始终坚持“政府引导、市场
主导、产业联动、创新驱动”原则，大力实施
消费协作，创新做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产

销对接，促进脱贫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有效
带动脱贫群众就业增收，较好地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

今年，丰都通过持续推进“渝货进山东”
“鲁货进重庆”，搭建起消费协作专区、数字化
平台以及鼓励引导枣庄商超引进丰都农特产
品进超市，不断拓展消费协作规模。上半年，
枣庄采购和帮助销售丰都农特产品1460万
元，带动销售丰都肉类200余吨、蔬菜类300
余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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