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扶贫
2020年10月13日 星期二

主编：刘代荣 编辑：牛小芒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06

决战决胜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巫山县双龙镇多措并举促脱贫
本报记者 沈静

曾经“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
如今高新科技项目如雨后春笋加速在
巫山布局；曾经的巫山人选择外出务
工养家糊口，今天的巫山人在家乡种
植当地特色农产品脱贫致富；曾经在
高山上的日子很苦，如今通过高山生
态扶贫搬迁，村民搬新家告别出行难、
饮水难……巫山县科协在帮助双龙镇
脱贫攻坚中，积极作为，为村民脱贫致
富贡献了一份自己独有的力量。

科技助力 脱贫攻坚定点帮扶

2017年3月起，巫山县科协启动了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工作，成立了科
技助力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并和县农业
农村委、县扶贫办一道制定了《巫山县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工作方案》，在
该方案中，县科协帮助双龙镇落实了陆
军军医大学（原第三军医大学）、双龙镇
生态农业科普示范基地为定点帮扶科
技组织，为10个贫困村“一一配对”，落
实10个科技专家定点联系帮扶双龙镇
贫困村。

除了在人力技术上的帮扶，县科协
还为双龙镇20个村公共服务中心配备
科普信息化终端20台。双龙镇通过科
普信息化终端，将科普中国网、中国数
字科技馆、国家素质文化共享工程等权
威性信息落地应用，以科普信息化终端
为宣传载体，让老百姓免费阅读，轻松
掌握了解生活常识、前沿科技知识、扶
贫相关政策等知识。

近年来，县科协积极组织双龙镇中
小学生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次
组织中小学生参加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重庆科学营活动，让深度贫困乡镇的学
生开阔视野，探索科技奥秘，勇于科学
实践。

建基地 助乡村可持续发展

走进巫山县双龙镇，记者发现无论
是公路两旁还是河道的两岸，都被那绿
树成荫、江清岸洁、湖光山色的优美环
境所吸引。双龙镇的环境为何有如此
变化？近年来，他们在脱贫攻坚中实施
的“美丽乡村·双龙福镇”工程中始终把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支撑点。

双龙镇在巫山县科协、巫山县农业
农村委、双龙镇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打造了生态农业科普示范基地。该
基地创建于2010年，涉及12个乡镇56
个村，农户达 10244 户。结合自身优
势，整合农民分散的土地资源，双龙镇
探索出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
的经营模式、“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管理模式和“猪—沼—茶”的生态
循环经营模式，在高效农业、精品养殖
业、农业科技信息传播与普及农业产业
化经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带动群众
致富方面，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基地成立以来，致力于无公害种
茶和生态养猪的技术探索和宣传，共
培育科技示范户206户，帮助10244户

实现了致富梦。县科协积极作为，如
邀请西南大学与重庆市农科院的专家
教授现场兴办农民田间学校，通过媒
体演讲、现场演示、与农民手拉手、建
立科普惠农服务站等多种形式，进行
技术培训。

协会帮扶 促村民脱贫致富

科技助力脱贫攻坚以来，巫山县科
协迅速成立农技协联合会，并带动龙头
企业和农技协积极开展工作。来自农
业系统的专家们用农业科技知识助力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一是吸收当地贫
困户到企业务工，增加贫困户的劳务收
入。二是充分发挥科技扶贫优势，运用
科学技术手段，为当地贫困户增产增
收。三是加强产业技术培训，培养高素
质新型农民，为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保证。
走出去，组织镇村干部、家庭果园代表
20批次868人次，先后到北京怀柔、贵
州六盘水、成都蒲江、石柱中益、黔江金
溪及巫山曲尺、福田、大昌、官渡、庙宇、
骡坪、巫峡、竹贤等乡镇，学习借鉴产业
发展、乡村振兴和“三变改革”经验。请
进来，邀请北京林业大学、市农科院、林
科院、县农业农村委的专家对脆李、柑
橘、核桃、板栗、豌胡豆管护技术现场培
训23批次1500人次。

现在，巫山县双龙镇充分利用各项
扶贫政策，因地制宜，多措并举，让村民
的脱贫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酉阳县车田乡啃下脱贫“硬骨头”
本报记者 刘代荣 通讯员 涂银燕

酉阳县车田乡属典型的峡谷丘陵
地带，山高石头多，是全市18个深度贫
困乡之一。虽然名中有“车”有“田”，其
实这里田并不多，早年也不通公路，偏
僻、穷乡、贫困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车田乡现有人口 8414 人，土家
族、苗族约占全乡人口的97%。建档
贫困人口有622户2784人，已脱贫450
户 2116 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24.13%降至2019年底的1.12%。”酉阳县
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周建国告诉记者。

近年来，车田乡构建起“市—县—
乡—村”四级联动的帮扶责任体系，精准
规划实施各类扶贫项目141个。而今，车
田乡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人居环境
得到了极大提高，乡里出产的油茶、茶
叶、中药材、枸杞等特色农产品，通过四
通八达的乡村“四好公路”源源不断运往
外地，百姓笑了，再也不为吃、穿发愁了。

科技兴产业 产业助脱贫

清明村是酉阳县车田乡最东边的
一个村，是车田乡唯一的未脱贫村，也
是酉阳县9个未脱贫村和全市100个定
点攻坚村之一。

记者在清明村目睹了科技助力修建

起的枸杞大棚。偌大的大棚里，枸杞苗长
势良好。清明村第一书记方文，正在大
棚里指导农民育苗种枸杞。方文是当地
家喻户晓的双博士书记，这个枸杞大棚
正是他亲自指导建立起来的苗营。

早在2017年，方文作为上级派驻清
明村的第一书记，在深入走访调研的基
础上，如何改变清明村发展滞后、群众
增收渠道单一的困境，针对当地自然地
理、土壤气候，科学选定了劳动力要求
不高、收获周期较短、具有一定特色的
叶用枸杞作为清明村发展的重点产业。

2018年初，车田乡政府引进了森丰林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清明村进行科技
成果转化，开始试种示范，建起了叶用枸

杞科技成果转化暨精准扶贫示范基地。
同时，为了延伸叶用枸杞产业链，

拓宽增收渠道，在扶贫集团的支持下，
挂牌成立了“重庆市油茶叶用枸杞研究
所”，长期派驻4名科研骨干人员常年
驻村研发帮扶。

目前，清明村有“叶用枸杞科技成果
转化暨精准扶贫示范基地”120亩，开发
了“车田香”和“清明春”枸杞芽茶等系列
产品，有效带动100余户村民增收致富。

修建致富路 走出贫穷门

“制约车田乡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交通问题。”酉阳县科协的工作人员

介绍。过去，车田乡交通闭塞，基础设
施薄弱，村民出门走山路，下地一身泥，
运输全靠肩挑背扛。

修建脱贫致富路，不仅是车田乡
百姓多年的夙愿，也是扶贫集团的共
识。几年前，车田乡的主干道泔百路
（泔溪—车田—湖北来凤县百福司镇）
的泔溪—车田仅有24公里的三级路，
且弯道多、坡度大、破损严重。其他乡
镇的连接路、村组道路全部为泥石路，
一遇暴雨冲刷，基本不能行车，严重制
约乡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2018 年，车田乡实施泔（溪）车
（田）路“三改二”工程。据了解，泔溪到
车田公路改建工程为深度贫困乡扶贫
项目，设计等级为二级标准。同时，从
小寨村5组吴家湾分道上天龙山的公
路、清明村4组蜂子湾至5组彭家盖的

“四好公路”、小寨村墙院至文家湾的进
寨公路等，一并开工。目前，“泔车路”
已全面完工通车，31条98.6公里“四好
农村路”也已完工，建成全乡10户以上
的院落公路通畅率达100%。

“修路是车田乡脱贫攻坚的一个缩
影。在水利、电力、通信等多个基础设
施方面，都将加大投入和改造力度。”车
田乡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建成集中
式供水厂1座、农村人畜饮水池34口，
贫困群众安全饮水保障率达100%。

如今，以市级旅游度假区为主题的
天龙山旅游度假区正如火如荼地推
进。随着一个个脱贫“硬骨头”被啃下，
车田乡正齐步奔向小康。

车田乡“四好乡村路”。 酉阳县科协供图

双龙镇乌龙村集中安置点新貌。 巫山县科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