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是人才、智力、科技、文化的
聚集地，是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生
力军，自当在新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中实现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这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鲜明
态度。

作为我市职业教育的“领头羊”，
学院以深度产教融合赋能内涵发展，
成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高水
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全国首批28
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先后3次被
评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还勇
担社会责任，发挥人才和技术优势，
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重要力
量。

2018年，学校开始对口帮扶巫
溪县天元乡，本着“精准扶贫”的要
求，对学校帮扶的乡村进行了实地调
研。然而，由于该乡地处偏远山区，
群众文化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自
然资源匮乏，“精准帮扶”一度不知从
何抓起。

在与当地百姓的交流中，一名村
民说“能否把山上的‘洋桃树’砍了种
点啥”，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引起
了调研组的重视。经实地查证后，调
研组发现村民口中所谓的“洋桃树”
就是“野生猕猴桃”。整个天元乡野
生猕猴桃林业资源总量超过1万亩，
由于无人管护，挂果率低、病虫害严
重，对当地并未产生太多经济价值。

“有时候让思想转个弯，就能把
劣势变为优势。”调研组没有灰心，而
是迎难而上，深度调研、数次考察、几
番讨论，认为天元乡刚好具有适合野
生猕猴桃生长的海拔高度（800米—
1200米），经过与天元乡万春村等深
度贫困村的详细座谈，确定了野生猕
猴桃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拉开了
大力发展野生猕猴桃产业的序幕。

“职业教育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扶贫最终必须依靠培植当地产业、发
展地方经济来实现。”在学校看来，帮
助天元乡走出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新
路子，是帮扶的重难点。

带着决心和经验，怀揣信心和期
待，专家组聚焦天元乡的野生猕猴桃
产业开始酝酿一场“重大战役”。

在3年的帮扶工作下，天元乡成功建立起野生
猕猴桃从“种”到“销”的全产业链，野生猕猴桃种植
产业成为天元乡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

“天元乡的扶贫路子瞄得准、走得稳、走得快，
我们也要取取经。”在看到天元乡的变化后，巫山
县、万州区、丰都县等5个区县的10多个乡镇投来
了期盼的目光，纷纷邀请学校专家团队来指导。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帮扶团毫无保留，无私
奉献，截至目前累计培训产业农民超过2000人，指
导猕猴桃产业面积超过8000亩。

值得一提的是，帮扶团队在大力帮助产业发展
的同时，注重产学研相结合，将猕猴桃种植产业实
践形成理论研究加以推广应用，得到了群众的高度
认可。

2019年，团队撰写的《猕猴桃栽培及溃疡病防
控关键技术》成功入选科技部《科技精准扶贫先进
实用技术成果》，并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和
秦巴山片区推荐；主持4个课题，形成方法方案3

个，方便果农在田间快速识别、诊断及防控猕猴桃
溃疡病及相关主要病虫害。

在猕猴桃应用研究过程中，团队与万州区铁峰
山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等合作，课题组组织开发了万
州区企业标准《猕猴桃溃疡病防治技术规程》1套。
研究成果《猕猴桃栽培及病虫害防控彩色图谱》被
中国农业出版社选中列入“听专家田间讲课丛书”，
将在更大范围内发挥重庆市猕猴桃科研的创新作
用。

成绩写入历史，奋斗永向前方。
“尽管在学校的帮扶下，天元乡已经实现脱贫

摘帽，但学校将实施‘送一程’工程，摘帽不‘摘’帮
扶，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学校党委书记王官成
说，学校将持续发挥“双高计划”高水平学校作用，
深化科技帮扶，让更多的专家、教授派到乡村、田间
地头，助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服务乡村振兴。

胡忠英 刘兰泉 李应
图片由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因地制宜找突破

科技项目来撬动 日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院长郭天平带队深入巫山
贫困镇开展脱贫攻坚调研慰
问，将慰问品送进贫困学生家
里，赴洞桥村了解电商平台运
营情况……以实际行动助力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多年来，重庆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从“培养高技能型人才，
高质量就业改变家庭”入手，立
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
校办学特色，展现职教作为。

据了解，该校从“培训农业
职业经理人，撒下乡村振兴种
子”做文章，组织科技人员和教
师“走田坎”“访农户”“进农企
（合作社）”，运用“互联网+”构
建农业经理人学习“教学资源
库”，线上线下教学学习，持续

“培训后服务”。学院先后面向
重庆38个区县和四川达州开展
了10余期农业职业经理人系统
培训，培养了近 500 名“既懂农
业经营又懂农业技能的优秀农
业职业经理人”。

学院依托国家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中华全国总工会职
工培训示范点、国家示范职业技能鉴定
所等多个项目基地等平台，紧密对接30
余个区县、100多家合作企业，广泛针对
下岗工人、农民工和社会人员开展技术
技能培训、技能鉴定等工作，近3年累计
培训、鉴定认证近1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学院发挥示范辐射
作用，帮扶、帮带重庆、云南、贵州、云阳
等地的10所学校高质量发展，还直接对
口帮扶武隆后坪村等3个贫困村，通过各
类物资、资源捐赠，改进了贫困地区的教
育和文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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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定了，但是老百姓的疑惑还有不少：“这就
是一些野果果，能有什么大作为？”

“扶贫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与贫困户‘心连
心’，赢得他们的信任。”学校负责人说，老百姓对猕
猴桃产业持怀疑态度主要还是对技术、发展没信
心。高职院校的专业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积累
的大量生产实践技能技术与经验是破题关键。为
此，学校首先推出了一支高水平“智囊团”，给百姓
吃一颗“定心丸”。

很快，学院依托本校科技创新研发平台，由学
校教师、重庆市级科技特派员、重庆市“国家三区科
技人才”刘兰泉教授作为带头人，组织李莎莎、崔丽
荣、王菲、梁丽、李云均5位环境资源、土壤学、植物
营养学等方面的博士，组建成“教授博士帮扶团”。

“教授博士懂不懂我们这些庄稼活，能真心帮
我吗？”老百姓在兴奋的同时又心存疑虑。担心很
快被打消，这些教授博士没有一点架子，不怕累不
怕脏，先后2次驻村开展土壤采集分析、水源采样检
测，分3批发放300余套技术资料，每月1-2次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培训指导，推广“挂袋式”防控技术。
百姓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这些专家真懂技术，是
真帮扶！”随后，越来越多的百姓打消顾虑，加入到
野生猕猴桃种植大军中。

“作为重庆高等职业院校派出的特派员及‘三
区科技人才’，我应当义不容辞地帮助他们不断提
升专业技术技能，提升服务对象的产业技术技能水
平、农业管理现场经验、农业产业经营理念，促进他

们更好发展，从而产生示范与带动放大效应。”刘兰
泉教授说。

就这样，博士教授团队和当地百姓心连心、肩
并肩，共同克服一个个难关。

猕猴桃种植技术特别是病害防治是限制产业
发展的关键，帮扶团队制定了操作性强的《野生猕
猴桃产业帮扶技术路线》，分别围绕野生猕猴桃种
苗基地选建、种苗繁殖、栽培管理等方面，线上线下
结合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技术指导，先后集中开展
专题培训10余场，覆盖了该乡11个贫困村。

专家们又发现天元乡优质野生猕猴桃种苗极
其稀少，必须要通过嫁接才能长出高品质的野生猕
猴桃。帮扶团队为天元乡在4个不同海拔高度规划
了130亩野生猕猴桃种苗繁育基地，为11个农户的
种苗基地免费赠送了优质野生猕猴桃种苗砧木，推
动了超过2000亩野生猕猴桃开发林地早日量产。

随着果树挂果销售，村民尝到了种植野生猕猴
桃的甜头。专家们又思考如何规模化发展，通过组
织动员、案例引导等方式，带领意向村民实地考察
等方式，指导龚道廉等10多家种植大户及贫困农
户成立“天元乡万春村野生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筹
备小组，进一步推广发展“万春牌”“天元牌”等品
牌，推进野生猕猴桃的规模化、专业化种植。

几年间，超过200天深入镇（乡）村，走了3万多
公里乡村道路，教授博士帮扶团用心用智开展科技
扶贫，和当地百姓想在一起、做在一起，帮助老百姓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教授博士出高招 团队智慧解难题

打造产业品牌梦 “天元模式”辐射广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产业扶贫让巫溪“野山果”变身致富“金果果”

“教授博士团”走出产业扶贫特色路

刘兰泉教授团队在巫溪天元乡新华村为猕猴桃种植大户示范讲解猕猴桃栽培技术

学校党委书记王官成（右）带队
赴巫山深度调研，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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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天元乡
是大巴山深处的一
个国家级深度贫困
乡，当地基础设施落
后，自然资源匮乏，
经济发展缓慢。然
而，当重庆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的“教授博
士团”走进这里，变
化就此发生。他们
瞄准猕猴桃产业展
开科技扶贫，让昔日
的“野山果”变身为
贫困山区致富的“金
果果”，并且辐射到
巫山、江津、丰都等4
个区县的10多个乡
镇，走出了产业扶贫
的特色路子。

“职业教育是脱
贫攻坚不可或缺的
重要力量，职教人肩
负着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要使命。”重
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负责人强调，学校
充分发挥办学优势，
以为民之心答好“民
生卷”，以担当之举
绘好“致富图”，以奋
进之行走好“发展
路”，在脱贫攻坚中
发挥出巨大作用，彰
显职业教育在技能
扶贫中的实招优势。

学校院长郭天平（中）一行赴江津区
对口扶贫村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作为重庆高等职业院校派出的一名科技特派员及“三区科技人
才”，我们应当坚持服务农业市场主体，通过对帮扶与技术服务手段，
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从而产生示范与带动放大效应。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兰泉教授

真没想到，坡上荒了几十年的“洋桃树”能让我和邻居们走上致富

路。我以后还要努力学习技术，多增加收入，让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天元乡万春村一社社员 龚道廉

猕猴桃种植技术，特别是病害防治是限制产业发展的关键，学校
“全天候”式的技术帮扶给我们发展野生猕猴桃产业吃下了“定心丸”。

——市教委天元乡工作组 赖杨昊

扶贫有爱 脱贫有声

开展“野生猕猴桃资源
开发与产业发展”的专题培
训 10余场，全覆盖指导该
乡的 11个贫困村，支持组
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7个
（6 个其他乡镇），帮扶种植
专业大户及农业公司超过
20个，培育出“万春牌”等野
生猕猴桃品牌2个。

数字见真情
变化显不凡

“一对一”培训帮扶辐
射贫困户260余人次，帮助
10个贫困家庭摆脱贫困。
累 计 培 训 产 业 农 民 超 过
2000人，指导猕猴桃产业
面积超过8000亩。

培育野生猕猴桃种苗
繁育基地 130亩，指导 5个
贫困村开发野生猕猴桃林
地31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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