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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北滨路渔人湾东
西部（重庆）消费协作中心巫
山馆内，有巫山县脱贫村农户
及36户脱贫户生产的特色农
产品在这里上架销售。

“红椿乡脱贫户生产的党
参庙党，是馆里的畅销货。”巫
山馆负责人说，乡里送多少货
来，就能够销多少，而且价格
也不错。

红椿乡的巫山庙党，是原
产地地理标志商标产品。红
椿乡负责人说，巫山馆和其他
线上线下渠道的畅销，拉动了
脱贫户和村民种植庙党的积
极性。目前，乡里已建起“千
亩庙党优质育苗基地”和“万
亩庙党种植基地”。全乡从事
药材产业的脱贫户和村民总
共有3000余人，中药材的年
产值已达7300余万元。

消费帮扶，促进了巫山县
的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加
了脱贫户和村民的稳定增收，
推进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消费帮扶机制让巫山农产品走向全国

“随着消费帮扶机制的日趋完善，巫山
脱贫户和农户生产的特色农产品，已走出
大山，走向全国。”巫山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杨本君说，巫山县委、县政府注重与对口帮
扶单位建立完善消费帮扶机制，从而走出
一条稳定的消费拉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

在消费帮扶中，巫山县通过定期召开
联席会等方式，与帮扶巫山的市文化旅游
委帮扶集团、东西协作中的烟台市、中国长
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对口帮扶巫山的北
碚区和铜梁区、以及三峡移民帮扶的广东
等，推动消费帮扶协作。

与此同时，巫山建立起了四大消费帮
扶机制：

一是在对口帮扶单位和地区建立专
区、专柜、专馆，直销巫山脱贫户和农民的
农产品。

由山东程果农业有限公司承办，在烟
台振华超市里设置的巫山消费帮扶专区，

销售巫山产的纽荷尔等特色农产品，年销
售额达600余万元。

巫山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巫
山除在重庆北滨路设立有巫山消费帮扶展
销馆外，还在山东烟台设有4个巫山消费帮
扶销售专区，在铜梁、北碚设有巫山农产品
专馆，直销巫山特色农产品；

二是对口帮扶单位和地区，鼓励员工
和群众，消费巫山特色农产品。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在公司
内宣传巫山特色农产品，将巫山的脆李、纽
荷尔等特色农产品在其员工商城三峡e购
平台上线，鼓励职工消费。仅去年一年，就
直接采购和帮助销售巫山特色农产品
3000多万元。市文化旅游委帮扶集团、北
碚、铜梁、以及烟台市等，都集中采购巫山
的特色农产品；

三是对口协作地区和单位帮助巫山宣
传、推介特色农产品，扩大销售市场。

今年1月，巫山特产纽荷尔上市时，山

东烟台帮助巫山到烟台市举办了“烟台—
巫山农产品消费帮扶对接会”，“巫山恋橙
诚信八方”和巫山“美景、美食、美物”进烟
台等推介活动。

“这一消费帮扶对接活动，使巫山的纽
荷尔在烟台的实体店上架，促进巫山纽荷
尔在山东销售了2万吨。”巫山县商务委相
关负责人说。

在与山东的消费帮扶对接中，还组织
了“山东旅客巫山行”活动，巫山在烟台设
立巫山旅游文化推广中心，宣传推广巫山
的旅游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等。

巫山农产品消费帮扶对接活动，也在
北碚、铜梁等地定期举行。巫山的数十家
农产品加工和经销企业，定期到北碚、铜梁
展销。今年7月，市文化旅游委帮扶集团在
重庆主城举行的巫山县消费帮扶专场推介
活动中，先后组织89个相关企（事）业单
位、2400余人（次）参加消费推介活动；

四是建立起以电商为主的线上消费帮

扶平台。
巫山县骡坪镇农民邱先登，到山东烟

台参加鲁渝协作电商带头人培训后，在巫
山创办了“映象巫山”电商平台，销售巫山
的高山土豆、纽荷尔、脆李、巫山腊肉等，并
与全国不少地区建立起固定的销售渠道，
年销售收入达300多万元。

在消费帮扶中，巫山县职教中心还邀
请知名电商专家到学校，开展直播带货培
训100余人，并成立巫山（烟台）乡村振兴
学院下庄天路培训基地，开办抖音直播运
营课，培训电商人才。

据介绍，目前，通过消费帮扶，巫山已
建起800多家销售巫山特产的电商，去年
销售农产品4.5亿元，今年将超过5亿元。

这四大消费帮扶机制，已使巫山的特
色农产品走向全国，消费帮扶取得较好的
成效。据巫山县商务委的统计，今年前9个
月，全县消费帮扶已销售农产品3.14亿多
元。

消费帮扶拉动巫山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振兴，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产业振
兴的关键，是发展起有市场、高效益的特色
产业。“消费帮扶，已开始促进巫山的特色

产业高质量发展。”杨本君说。
巫山县两坪乡仙桥村，116个脱贫户与

村上5个专业合作社签订股份合作协议，种
植巫山脆李。目前，仙桥村已发展起家庭

果园100多个，全村共种植脆李5000余
亩。

消费帮扶的拉动，使巫山脆李的品牌
效应越来越好，种植面积也越来越大。据
介绍，目前全县脆李种植总面积达到30万
亩。

在面积扩大的同时，脆李产业也开始
走向高质量发展。今年8月24日，以巫山
数字果园为核心的巫山脆李产地云仓电子
交易中心正式建成。目前，这一中心建成
的数字果园系统已在巫山的1546个果园
部署使用，覆盖面积达17.6万亩。

据介绍，以“巫山数字果园”真实的农
产品种植数据和生产管理数据为基础，脆
李销售和服务为核心，将打通生产—供应
—销售—服务全环节壁垒，融合线上线下
交易，形成“巫山脆李产地云仓电子交易中
心”。

除巫山脆李产业在走向高质量发展
外，巫山的纽荷尔、中药材、烤烟、核桃、畜
牧等产业，也在围绕市场需求，提升科技和
品质，向高质量发展。如中药材产业，就已
开始在红椿乡红椿村、骡坪镇大垭村等新
建5个千亩标准化示范片；红椿庙党、笃坪
牛膝、官阳独活3个万亩示范区，带动全县
规模化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

消费帮扶，促进了巫山做强“1+3+2”
产业，推动生态产业提档升级。今年以来，
新增脆李种植面积2.13万亩，组建脆李柑
橘社会化服务主体7个。新增百亩示范基
地10个、千亩示范基地3个，新建庙党、独
活、牛膝种源基地1500亩。成功申报巫山
独活、巫山贝母、巫山淫羊藿地理标志商
标。补植补造核桃30.14万株，巩固15万
亩产业规模。在全县新建立5个示范基地、
3个示范园。在畜牧产业上，以新希望100
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为重点，一期15万
头规模养殖场已开工建设，明月天兆4800
头母猪和10万头仔猪扩繁项目建成投产。

消费帮扶，已开始带动巫山脱贫产业
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重庆巫峡粉丝有限公司，是巫山县消
费帮扶产品供应企业，由山东三嘉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投资在巫山兴建的。这家公司
利用巫山山区的红薯，开发生产红薯粉
丝。目前，公司除开发自有红薯基地1万余
亩外，还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

动形成红薯规模产业，并形成种植、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其粉丝产品已销
往湖南、湖北、重庆、云南、贵州、四川，市场
占有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巫山的中药材产业，也开始进行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目前，中药材产业已
培育经营主体1200余家，新建成中药烘
干、清洗、切片等产地初加工25处，扩建中
药饮片生产线2条，全县的中药饮片加工能
力达到了1.2万吨。开发出黄精茶、黄精饼
干、党参糖等8种中药材系列产品。

在创新开展消费帮扶时，帮扶单位、帮
扶地区还到巫山，建立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项目。

巫山县与山东省烟台市着力围绕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两篇
文章”，积极共商帮扶协作新路径，创建“三
园”帮扶模式，将东部发展的成功经验复制
推广运用，努力打造鲁渝协作“升级版”。

在创建现代工业园中。烟台市瞄准巫
山县的资源和劳动力潜力，运用东部技术
和市场优势，动员东部农业龙头企业、电商
销售企业到巫山创办企业。目前，已引进
龙口粉丝、烟台葛悠农业、烟台程果农业等
6家企业，为巫山的柑橘、脆李、红薯等农特
产品进行加工和销售。

在现代农业园的创建中，山东帮助金
坪乡，以“山东援助资金支持+党支部引
领+山东专家技术支撑+合作社统一管理+
山东企业保底价收购+品牌化运营”的全产
业链帮扶方式，发展秋月梨、甜杮等“万亩
精品果园”和“万亩茶园”等。

在创建科技人才园中，烟台市派出专
家到巫山，为巫山手把手带出来一批“土专
家”。组织农科院、鲁东大学、烟台毓璜顶
医院等科研院所专家力量，在巫山创建了
烟台(巫山)博士工作站，入驻了种植、加工、
医疗等博士专家36名，并帮助研发新产
品，培育新业态。鲁东大学食用菌创新团
队到巫山采集野生食药用菌33种进行驯
化栽培，指导巫山兔儿坪农业开发公司等
企业调整栽培品种、改进生产工艺。中国
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的果品加工专家，协
同巫山成功研发出脆李小烧、脆李白兰地、
脆李利口酒等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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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帮扶不仅推动巫山产业高质
量发展，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
进乡村振兴而言，更是一种持久稳定的
帮扶方式。”巫山县乡村振兴局局长杨
本君说。

双龙镇在大力实施消费帮扶过程
中，建起农产品电商平台，由村集体参
与，与民营资本合作的销售公司等，使
脱贫户和村民生产出的农产品有了销
路。同时，也促进了特色产业扩大规
模。

目前，双龙镇在产业上，在海拔
400米以下发展柑橘，400米—800米
种植脆李，800 米以上发展核桃、板
栗。目前，已种植巫山脆李2.3万亩，柑
橘1.1万亩，干果1.1万亩，引进培育各
类经营主体112个。不仅脱贫产业得
到了巩固，还形成了乡村振兴的产业基
础。

竹贤乡在市文化旅游委帮扶集团
的帮助指导下，按照“小规模、多品种、
高品质、好价钱”产业发展思路，积极建
立消费帮扶基地，着力构建高山特色生
态农业产业格局，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
模式，以石院、石沟、阮村、福坪等村集
体经济组织为依托，结合高山气候特
点，发展西红柿、辣椒、萝卜、甜玉米等
高山生态蔬菜基地500亩，带动周边农
户发展蔬菜2000亩，实现销售收入650
余万元，增加了集体收入，带动了农民
致富。

该乡下庄村集体经济注册“下庄天
路”系列生态农产品商标，全方位打造
竹贤乡农业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天路
下庄 云上竹贤”乡村信息化服务平台，
全方位宣传竹贤乡特色资源。依托龙
头企业、乡供销体系和合作经济组织，
采取统一产业管护、统一品牌打造、统
一宣传营销，提升特色农副产品市场认
可度和竞争力。

借助消费帮扶，竹贤乡将本地特产
“米大洋芋”做成了特色产品，全乡种植
了5000亩，年产值超1200万元。通过
山东华夏航鲜、邮政快递等电商平台，
使“竹贤米大洋芋”走向了全国。

今年10月中旬，在巫山县委、县政
府召开的全县农业产业振兴现场会上，
巫山所有的乡镇，都拿出了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特
色产业项目。这些项目，既有市场前
景，又突出了本地的生态资源优势。

消费帮扶，在巩固巫山脱贫攻坚成
果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增加了脱贫户和农户
收入，促进了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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