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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攻坚换来山乡巨变
——重庆检察扶贫干警助力脱贫攻坚掠影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是催人奋进的战鼓！这是考验决心毅力的硬仗！近年来，重庆检察机关积极担当，主动作为，共派出百余名扶贫干警分赴全市78个

贫困村：从健全工作体系到确定扶贫对策，从产业扶贫到法治扶贫，他们精准出击，合力攻坚，同频共振，助力全市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检察答卷！

拔穷根 播种希翼

贫困不仅囿于山高谷深的阻隔，
更受制于精神的贫瘠。

竹木编织的土墙污迹斑驳，院子
里横七竖八堆满锅碗瓢盆、箩筐，这
就是荣昌区铜鼓镇刘骥村2社的贫困
户周长和家曾经的景象。

“老周，院子还是收拾一下嘛。”
市检察院派驻村的第一书记韦永华
好言相劝，他却以没时间为由拒绝。

说到底就是等靠要思想作怪，穷
了一辈子，小康，富裕？周长和从未
想过。韦永华和村支“两委”班子成
员一道，一遍一遍往他家跑。

在村委的帮助下周长和住进了
新房，门前清扫得干干净净，院子里
的柚子树郁郁葱葱，生机昂然。

同周长和一样，盘龙镇禾苗村贫
困户李名淮也常念：不知道苦日子何
时是个头？

市检察院派驻该村的第一书记
刘益帮他厘清发展思路，带他到处参
观学习种养殖经验。

苦熬变苦干！李名淮甩开膀子，
迈开步子，改变传统耕作方式，大起
胆子流转土地，种了14亩黄金梨、2
亩蟠桃及1亩花椒，加上生活补助，生
活过得有滋有味儿。

踏破门坎却吃了“闭门羹”。市
检察院五分院派驻巴南区二圣镇幸
福村第一书记廖从伟清楚地记得自
己的“遭遇”。

75岁老人周大爷全家仅靠儿子
打零工维持着生计。“旧房改造？不
搞不搞，没得钱！”任凭廖从伟磨破了
嘴，周大爷就是摇头不同意。

怎么办？廖从伟干脆打起“迂回
战术”：先抓生活。

落实好全家的低保金，老伴被安
排到乡村公路保洁公益岗位，儿子也
就近安排周边企业务工，眼见着两万
元的房屋改建补助资金即将到位，周
大爷开始主动提起了改造房子的事
儿。“大爷，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廖
从伟总算放下了心。

山里乡间，田间地头，绿色葱茏，
那是大山的色彩，孕育着生机与希
望，迸发出一个个精神焕发的村庄。

奔小康 耕耘未来

一场春雨，把紫土地的绿意彻底
浇了出来。沿着乡村小道拐上荣昌
铜鼓山半山腰，一个个花椒探着脑袋
欢快地摇摆。花椒正是该村的“王
牌”产业。

“发展花椒产业，并不是一时兴
起。”回望走过的路，韦永华有些感
慨。

一年前，驻村工作队入驻后，即
邀请专业人士对地域土壤、农作物培
育、产业发展等方面情况作了详细考
察检测，之后引进业主承包土地，村
集体提供土地流转服务，统一管理、
统一种植，初步走出了以花椒种植为
主导产业的增收致富之路。目前该
村花椒产业已达到4000亩左右的种
植规模。

花椒同样是相隔不远盘龙镇禾
亩村产业脱贫的希望。

在驻村工作队的多方统筹下，在
短短几个月时间扩建花椒产业基地
二期种植面积500亩，基本实现规模
化建设的同时，还引导禾苗村76户村
民积极参与发展花椒产业。

“在村里的带动下，我种了3亩花
椒。”脱贫户李富英算了一笔账，“鲜花
椒亩产可达750公斤，纯收益近5000
元，相比传统农作物产值增加5倍。”

抓产业必须因地制宜。驻扎在
２００公里之外的巴南幸福村第一
书记廖从伟却将扶贫产业定位在种
植瓜果上。刚一驻村，廖从伟便和工

作队队员们一起多次实地调研村里
的基础资源条件，积极跟进无花果
园、柑橘园等项目配套灌溉设施、生
产管理用房和产业道路建设。

一个个掷地有声的数字，讲述着
产业扶贫的累累硕果：

巴南区二圣镇幸福村的特色果
园里，137亩无花果、120亩玫瑰、600
亩柑橘四季飘香。

武隆区后坪乡文凤村打造生态
农业+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的产业体
系，120箱生态中华蜂、150亩高山蔬
菜基地、300亩烤烟种植，1000头生
猪养殖……一批产业项目落地见效。

石柱县金竹乡建设村，281.5亩
黄连，79.6亩黄精，23.5亩重楼，日渐
成熟的中药材基地培育出一批从事
中药材种植、加工的企业。

山还是那山，田还是那田，但荒
山已是绿水青山，荒田已变金仓银
仓。

安民心 法润山乡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
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翻开
石柱县金竹乡两名驻村第一书记秦
叙万、秦领的工作笔记本，标红的24
个字映入眼帘。

这正是镌刻在这对上阵“父子
兵”心中清晰的责任。

炎炎夏日，夕阳西下。石柱县金
竹乡“普法夜校”又一次开讲。

“脱贫攻坚不能只围绕给贫困户
引进产业，还应当在提升村民的法律
素养上着力，实行‘贫智双扶’。”秦叙
万说道。在乡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每
月两期的普法夜校办了起来。

解读法律故事，排练普法情景
剧，偶尔村民也上台自说法律困扰，
检察官在一旁聆听、支招……生动活
泼的夜校普法，让乡亲们乐此不疲。

与此同时，距离幸福村千米之外

的巴南二圣中心学校正在举行一场
特别的聘任仪式：检察官们当起了法
治副校长，而孩子们则当起了“未成
年人检察公益诉讼观察员”。

“这种双向合作模式可以实现乡
村法治教育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双促进、双收益。”廖从伟胸有成
竹。

乡村治，百姓安。驻村扶贫检察
干警贯彻执行“谁执法谁普法”的普
法责任制，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开展法律服
务，贡献检察智慧，全力推动乡村治
理，为乡村脱贫、乡村振兴打下厚重
底色。

法与治，相辅相存。在农村，法
治是重点，也是普法的难点。如何用
法律服务破解乡村发展过程的新问
题、新情况?

开辟新路径，提供法治新产品。
2019年4月，邱靖杰在文凤村成立了
法治扶贫工作室，“莎姐青少年维权”

“农民工维权”“公益诉讼”3个岗位也
孕育而生，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通过创造良好法治环境、提供优
质法律服务促进该村“自治、法治、德
治”三治融合发展。

“战疫”忙 凸显担当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出了一道加试
题，重庆检察扶贫干警给出的答案是
——“战疫”“战贫”，两场硬仗一起打。

“消毒通风勤洗手，卫生常识心
中有”“隔离观察14日，体温测量要重
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顺口溜通
过广播和流动喇叭在田间地头响了
起来。

刘益还清楚地记得春节假期还
没结束，他便匆匆忙忙赶回了村里。
和刘益一样，韦永华、廖从伟等众多
检察扶贫干警在关键时刻都放弃了
长假，和驻村工作队、村社干部们一
起通过村里面的大喇叭、微信群、拉
横幅、张贴公告等方式，普及疫情防
控知识，引导村民科学认识疫情，做
好自我防护，配合村社防控。

到了春耕季节，他们又开始为复
工复产忙碌起来。

5月11日，荣昌禾苗村驻村工作
队向46名贫困户发放了由重庆市检
察院资助的土鸡苗约1250只，赠送
饲料、防疫药品，并及时开展养殖技
术培训。

“今年我们将建设管理房（小作
坊）进行鲜花椒初加工销售，打造刘
骥村的花椒品牌……”韦永华信心满
满。

“我们讲究吃环保、吃健康、吃新
鲜，你们看这是刚生产出来的，保质
期还有半年呢……”这是武隆文凤村
驻村第一书记邱靖杰正在学习强国
平台为文凤村“直播带货”的场景。

手工挂面、手工苕粉、碗碗羊肉
等当地土特产纷纷亮相。在短短半
个小时，销售额就达到数千元。

“网络直播让村民们找到了新的
外销平台和销售模式，土货飞上云端
飞出大山，我们再也不愁销路了。”邱
靖杰脸上扬起憨厚的笑容。

同样尝到外销新模式甜头的还
有幸福村。疫情之期，落地该村电商
服务点的微信小程序“二圣源产地”
上线试运营。在线上，农村鸡鸭禽
蛋、鲜果蔬菜等商品一应俱全，甚至
连乡村旅游项目，也可以轻松下单。

“夏秋正是无花果陆续成熟的季节，
这个平台打通后，我们的果子都有点
供不应求了！”言语间，廖从伟对今年
无花果的销路充满信心。

肩负新使命、迈向新征程，为了
让8.24万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重焕
新彩，重庆检察机关朝着脱贫攻坚的
最后阵地，发起冲锋、不获全胜、绝不
收兵。 张博 彭静

重庆市检察院派驻荣昌区铜鼓镇刘骥村第一书记韦永华带领村民种植花
椒4000余亩，人均实现增收4000余元 摄/马慧

第九届李曼中国养猪大会暨世界猪业博览会在渝成功举办
参会代表8000多人，展示面积5万平方米，全球性行业盛会落户山城

10月16日，全球养猪业盛
会——第九届李曼中国养猪大
会暨世界猪业博览会在重庆落
幕。本届大会全球嘉宾75位，
参会代表8264人，展示面积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613家，专
业观众73537人次，规模创历
届新高。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下，大会仍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彰显了出色的品牌影响力。

10 月 14 日，2020 世界猪
业博览会举行开幕仪式。中
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会长
翟虎渠、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
长何新天、中国优质农产品开
发服务协会副会长王振海、重
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
贺德华等150领导嘉宾出席开
幕式。开幕式由李曼大会中
国主办方——世信朗普公司
董事长曹林炳主持。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会长翟虎渠在开幕式上表示，
李曼中国养猪大会暨世界猪业
博览会的规模在世界养猪业界
是绝无仅有的，李曼大会必将
发展成为畜牧行业首个万人大
会。

服务世界，聚焦中国，彰
显国际范

李曼大会始创于1985年，由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兽医学院动物医学继续
教育计划主任Allen D.Leman博士发
起并创建，旨在搭建出一个不带偏见的
共享知识与经验的平台，迄今已有35
年历史。李曼大会始终致力于为世界
养猪行业面临的复杂挑战提供科学解
决方案，是全球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养
猪行业盛会。

2012年，在明尼苏达大学和信朗
普国际展览（北京）有限公司的共同努
力下，李曼大会秉承Leman博士的公
益初衷和专业精神，进入中国，作为全
球性的知识和资讯共享平台，依托并服
务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养猪大国和猪
肉消费大国。

倾力合作，联袂搭台，共
策未来

每一种成功的背后，都有旗帜一样
鲜明的精神。秉承“科学为本”的精神，
李曼大会得到了行业广泛支持。本届
大会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吉林大学、河南农业大
学、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双汇发展等单

位的大力支持。
重庆市畜牧业协会、重庆畜牧兽医

学会、四川省畜牧业协会、山东省畜牧
协会生猪产销分会、河北省畜牧业协
会、河北省饲料工业协会、北京畜牧业
协会、上海生猪业行业协会、湖北省养
猪行业协会、湖南省饲料工业协会、湖
南省养猪协会、安徽省畜牧兽医学会、
江西省畜牧兽医学会、河南省养猪协
会、安徽省猪业协会、浙江省养猪行业
协会、江西省养猪行业协会、福建省畜
牧业协会、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等协
办单位，为大会的举办提供了诸多帮
助。

75位演讲嘉宾，百场主
题报告，共享行业新知

李曼大会始终把会议质量放在首
位，每届大会内容均严格通过国际专家
组调研审议。本届李曼大会邀请了来
自中国、美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法
国等国家和地区的75位嘉宾，在10月
14-16日分享了100余场主题报告。
同期举办的“莫瑞森科学实践奖”，旨在
发掘年轻一代兽医杰出代表并资助其
出国学习交流，体现大会公益初衷。本

届李曼大会7场会前论坛免费对外开
放，向更多的中国养猪业从业者分享最
新资讯和成果。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中外养猪业学
术交流的影响，整合全球研究成果和经
验，李曼大会首开先河——跨国连线国
际嘉宾，借助互联网传递新知，服务养
猪业。

行业高端论坛，把脉养
猪业，分享顶层视角

李曼猪业领袖峰会是李曼中国养
猪大会特别策划的行业顶层代表参与
的高端论坛，旨在分享顶层格局、视角
及经验，为养猪业产业链企业高层提供
咨询服务。2020年李曼猪业领袖峰会
10月14在重庆召开。

本届峰会邀请了正大集团中国区
副董事长徐春玉、新希望六和副总裁吉
崇星、大北农副总裁兼大佑吉养猪研究
院院长宋维平、中国农科院北京兽研所
研究员王立贤、京鹏环宇畜牧董事长高
继伟、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约翰·迪恩、
DSP咨询公司史蒂夫·波尔曼、美国派
普斯通兽医服务公司董事长高登·斯邦

克等领袖和专家,围绕“非瘟下的合同
生产”、“猪场的技术改进和人才需求”、

“行业调控的设计和规划”专题进行交
流分享，数百家企业高管与会。

跨国企业、领军企业，同
台展风采

2020世界猪博会展示面积5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25%，吸引了法国展
团、英国展团，德国勃林格殷格翰、美国
硕腾、美国礼蓝动保、美国奥特奇、美
国诺伟司、荷兰帝斯曼、法国维克集
团、意大利亚士可、意大利施华、
法国科普利信、法国大欧、法国
卡苏、法国安乐福、英国BPA、
英国DP、荷兰佰高威盛、英国
伊科拜克、美国嘉吉等跨国家
和地区的养猪行业领军企业参
与。

我国养猪业领军企业，牧原
食品、佑本疫苗、生泰尔、宁波第
二激素厂、加农正和、中牧股份、新
疆天康、天兆猪业、迈微科技、新希望
六和、大佑吉、海正动保、播恩集团、海
林格生药、兴旺药业、回盛生物、冀中药
业、镇江威特、鲁抗动保、派尼生物、河

北远征、德信生物、小龙潜行、农信互
联、天兆猪业等亮相博览会，与国际企
业同台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

智慧养猪、禁抗减抗，行
业新热点

全球养猪业面临着智慧养殖技术
的数字化重构。本届世界猪业博览会
上，以小龙潜行、农信互联、安乐福为代
表的智慧养殖技术供应商，提供了智慧
养猪大脑、巡检机器人、身份标识、智能
饲喂等智慧养猪技术装备及系统，吸引
了大量专业观众驻足咨询。由于我国
政策规定2020年7月1日起饲料禁用
抗生素，所以勃林格殷格翰、硕腾中国、
佰高威盛、生泰尔、加农正和等兽药、中
药试剂备受关注。

业内专家表示，第九届李曼中国养
猪大会暨2020世界猪业博览会的成功
举办，为养猪业从业者带来了新的知识
与经验，为养猪业从业者搭建了一个专
业的展示交流平台，也为今后畜牧业展
会的举办提供了样板。未来，期待李曼
中国养猪大会暨世界猪业博览会能够
更好地服务养猪业，护航人民群众的

“菜篮子”。
杨敏 徐启全

第九届李曼中国养猪大会现场 摄/孙彬文

世 界
猪业博

览会观众
等待入场

摄/周亮
2020世界猪业博览会开幕式 摄/鲜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