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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7个扶贫日，也是第28个国际消除贫困日。我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推动乡村振

兴发展、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报即日起开辟专版，宣传地方的扶贫工作，宣传重庆市科技
助力精准扶贫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事例和先进个人，展示重庆市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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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农技协主动“结亲”，精准帮扶贫困户脱
贫。9月7日，记者从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治县科协获悉，今年，彭水县共有41
家农技协积极参与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工程，并已全面完成与941户建卡贫困
户（或巩固脱贫成果户）的帮扶协议签
订，充分发挥自身产业资源优势和辐射
带动能力，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有针对性地帮扶当地贫困户脱贫增收。

“自2018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探
索组织农技协参与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工程，及时进村入户签订帮扶协议。”
彭水县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年，38
家农技协对贫困户承诺保护价收购，
并采取产前无偿投入办法，组织了近
300名“土专家”利用院坝、田间地头
开展技术培训，免费提供了30多万元
产前物资，将科普与扶贫有效衔接，
691户建卡贫困户得到了实惠。

针对贫困程度较深的边远村社，彭
水县农技协联合会还集中调度子高中
蜂养殖专业技术协会、新田辣椒种植专
业技术协会、彭水县苗妹香香专业技术

协会等5家科普资源丰富、辐射带动能
力较强的农技协开展整村扶贫。

据悉，农技协主要采取土地流转、
入股分红、劳务用工、保护价收购等扶
贫措施，并通过组织开展技术培训，让
每户有劳动生产能力的贫困户至少掌
握 1-2项脱贫致富的实用技术和技
能，至少能够参与一项农业增收项目，
预计户均年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

以珍珠鸡养殖为特色的彭水县三

义特色养殖专业技术协会，今年与38
户贫困户签订了帮扶协议，通过解决
务工、免费提供鸡苗、资金入股承诺分
红10%以上、产品统一销售等方式帮
扶贫困户，预计户均增收将达到5000
元以上。

彭水县科协工作热情高，基层农技
协广泛参与，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成
效明显，得到彭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和肯定。2019年，彭水县从全县扶贫

盘子中落实扶贫资金50万元予以支
持。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今年再次
落实90万元扶贫资金，推动科技助力精
准扶贫工程的深化实施。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
之年。我们将继续以科协改革为动
力，进一步实施好以农技协为主导的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推动脱贫攻
坚取得更大成效。”彭水县科协相关
负责人表示。

彭水41家农技协主动与贫困户“结亲”
发挥产业资源优势和辐射带动能力助力精准扶贫

64岁的文允祥一家，住在彭水县
三义乡弘升村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
上。这里森林茂密、山花盛开，在他家
旁边，建立起了占地一亩多的中蜂养
殖示范基地，而在家养病的他也成为
管理基地100多个蜂箱的管理员。

最近这段时间比较轻松，每天去
巡视一圈蜂场，打扫卫生、除草，查看
蜂箱有无异样，他就基本上完成了一
天的工作。

文允祥的老伴谭宗明多年患病，
家里只有靠他在周围做些木工活儿、
种点庄稼勉强度日，还欠了不少外
债。最苦的时候，敲了13户亲朋好友

的门，好不容易才借到7000元钱，去
医院一看病，又用光了。

2018年，位于彭水县长生镇的子
高中蜂养殖专业技术协会在县科协的
调配下，开始在三义乡以“公司+村集
体+建卡贫困户+散户”的模式发展中
蜂养殖。协会与三义乡弘升村的贫困
户签订了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帮扶协

议，给加入协会的贫困户会员免费帮
扶价值7万元的种蜂100群，投入15
万元给村集体修建标准化养蜂基地，
让贫困户常年在基地务工，解决贫困
户增收的问题。文允祥也在此时加入
了中蜂养殖的队伍。

文允祥告诉记者，在基地上班，一
个月保底工资有1500元，还可以享受

投资分红和村集体分红，这样算下来，
一年的收入在2万以上。

不仅是弘升村，中蜂养殖协会还
与三义乡莲花村、龙阳村，以及深度贫
困乡大垭乡全乡4个行政村进行了对
接，按照同样的扶贫模式发展中蜂养
殖，如今蜂群达到5000余群，建有蜂
群100群以上的标准化养蜂示范基地
达到27个。

“目前，协会已有1000多户建卡
贫困户加入，在会员中占比60%。跨
区域精准扶贫，让农户加入协会抱团
发展，有效实现了脱贫增收。”王子高
表示。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彭水县三义乡曾是出了名的穷乡
僻壤，地无三尺平，山高坡陡还缺水，长
期都搞不起产业来。

如今，在三义特色养殖专业技术协
会的带领下，以“协会+基地+专业合作
社+科技示范户”的模式，当地有50多
户农户都养起了非洲珍珠鸡。而且，协
会还把珍珠鸡打造成“弘升珍珠鸡”的
品牌推出市场，和大型餐饮企业、商超、
园区食堂等建立了合作关系。

“品牌扶贫”模式实现了珍珠鸡的订
单式养殖，让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端上
了城里老百姓的餐桌，农户的珍珠鸡不

愁销路，深度贫困乡也摘掉了“穷帽子”。
“我们充分发挥了协会的载体作

用，利用养殖示范基地开展各项新技术
的试验示范活动，有效地解决了单体养
殖规模小、科技示范推广难的问题。”今
年36岁的李方龙，是特色养殖协会的
理事长，先后组建彭水县建龙特色养殖
专业合作社、彭水县弘升养殖场，通过
加强技术培训开展高产技术应用及推
广，以解决务工、免费提供鸡苗、资金入
股承诺分红10%以上和产品统一销售
等方式对贫困户进行帮扶，2019年帮
扶贫困户70户，户均增收一万元以上。

弘升村村民李开国，过去家里除了
有两位老人要赡养，还要供养3个儿子
读书，2014年因学致贫。2016年，在
外打工的他回乡加入了协会，一直在合
作社务工。

除了务工有稳定的收入，他还成为
了当地的珍珠鸡养殖大户。2019年自
养了1500多只珍珠鸡，加上在合作社务
工以及入股分红，年收入超过了3万元。

“有了协会作为靠山，不仅有稳定的
务工收入，还能自己养鸡不愁卖，比在外
打工强多了！”他乐呵呵地说，今年虽受
疫情影响，但他仍然自养了1200多只珍

珠鸡，合作社收购有保底价，算一算自己
的年收入仍可达到3万元以上。

据了解，经过5年的努力，特色养殖
协会已经从新成立时的55名会员，发展
到如今的123名会员，除了三义以外，彭
水县下辖的诸佛、平安、莲湖、马武、普
子、石柳、桥梓、黄鹤等地也建立了养殖
基地，全县珍珠鸡养殖面积达到500亩。

“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做强做大协
会所属品牌‘弘升珍珠鸡’，开发具有民
族地区特色的彭水大山农特产品，促成
珍珠鸡产业持续、健康、高效益发展。”
李方龙表示。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跨区域精准扶贫

贫困户过上“甜蜜”生活

“品牌扶贫”让珍珠鸡飞出大山

（本版图片由重庆日报记者张亦筑摄）
左图：文允祥在查看蜂箱有无异常情况。右图：李方龙在养殖场给珍珠鸡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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