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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已至，气温逐渐升高，但陈正兵
再也不担心对花菇生长有害的高温了。

陈正兵是重庆市城口县修齐镇花
菇产业扶贫车间的负责人，他所在的
城口县位于大巴山深处，是重庆市最
偏远的一个县。“花菇在超过25摄氏
度的气温下就会停止生长。前两年的
这个时候，我每天都和镇里的干部用
扁担挑水降温，天气最热的时候甚至
专门找了两辆消防车来浇水。如果去
年引水渠项目不建好，我这扶贫车间
真的就干不下去了。”他说。

陈正兵所说的引水渠，是城口县
2019年在 1000多个申报使用扶贫资
金的项目中“海选”出来的。所谓“海
选”，就是县政府综合考虑扶贫效率、
紧迫性、投入产出比等要素后，通过县
级各部门现场评议、质询，确定财政资
金支持的扶贫项目并优先安排。

“各个条线在上报扶贫项目的时
候，申请的财政资金往往宁多勿少，如
果按申报配置，某个村级道路项目就
需要3000万元，财政资金只能是杯水
车薪，根本无法满足各个村的需求。”
城口县财政局副局长王宗伦说。

让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出最大效
益，才有助于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
任务。城口县迅速调整思路，建立起
县级行业主管部门扶贫项目资金台
账、乡镇（街道）扶贫项目资金台账、行
政村（社区）扶贫项目资金台账以及扶
贫项目资金台账明细表，这种“三账一
表”制度，将扶贫项目资金全流程纳入
监管范围，并在强化责任落实、督查检
查和责任追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优
化项目建设内容，提升群众知晓度和

参与度。
“以2019年为例，1000多个申请

财政资金支持的扶贫项目进入评审环
节时，其明细表订成了半个巴掌高的
一厚本，包括县扶贫办、乡镇、主管业
务部门负责人在内的100多位评委人
手一本，‘海选’了整整两天才出结果，
被淘汰项目的申报人也心服口服。那
条号称需要3000万元的村级公路，在
经过实地督查并调整建设方案后，最
终也只花了500万元就保质保量完工
了。”王宗伦说。

从乡村道路大规模硬化到村卫生
室全面建成，再到各个扶贫车间引水
渠和道路建设，城口县扶贫资金使用
效益不断提升，大大小小的扶贫项目
让越来越多建卡贫困户尝到了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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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桃果期施肥技术
油桃是普通桃的变种，果皮无毛

而光滑，颜色较为鲜艳，好像涂了一层
油。油桃果期的施肥直接关系它的质
量和产量，那么应该如何做呢？

1.初果期。全年施肥5次。第1
次，于2月下旬果实硬核期，施入含钾
量较高的氮磷钾复合肥，每株 500~
600克，适量浇水。第2次，于3月下
旬果实膨大期，以钾肥为主，磷肥、
微量元素肥为辅，每株施钾肥 500~
600克，适量浇水。第3次，于6月上
旬果实采收完，二次修剪后，补施以
氮为主的复合肥，每株 500~800 克，
辅以适量农家肥，适量浇水。第 4
次，于 8 月中旬，新梢长到 30 厘米
左右时喷植物生长调节剂，之后每
株 施 磷 钾 肥 500~600 克 ，适 量 浇
水。第 5 次，于12月下旬花前，以树
干为中心40~50厘米半径弧状施肥，
以有机肥为主，每株施农家肥8~12千
克，氮磷钾复合肥为辅（500~800克），
大水漫灌。

2.盛果期。油桃进入盛果期后树
冠展开，果实硬核期、膨大期、采收后
和喷植物生长调节剂后肥料均随水
施入，施肥量比初果期高，每株施
肥 800~1200 克，花前施肥每株施农
家肥10~15千克、氮磷钾复合肥600~
1000克。 （本报综合）

要花钱，先“海选”
——重庆城口县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新华社记者 伍鲲鹏 张翅

近日，武隆区农技协联合会在武
隆区白云乡举办林果种植与管理技术
培训班，来自区农技协联合会的“土专
家”“田秀才”为当地贫困户及种植大
户等50余人送上技术“套餐”。

现场，培训老师结合该乡林果
产业发展现状，采取理论教学和现
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脆红

李及桃树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
讲解了脆红李及桃树优质高产栽培
技术，尤其是对果树疏果、整形修
剪、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等技术进
行了系统、全面、深层次的介绍，深
受学员们欢迎。

参加培训的种植户纷纷表示，授
课老师基层经验丰富，解答了很多生

产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受益匪浅。
武隆区农技协联合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已与白云乡签订了相关种
植技术服务合同，将长期开展此类
培训，坚定群众依靠林果产业脱贫
的信心，增强当地发展林果产业的
积极性。

（武隆区科协供稿）

武隆区农技协联合会技术服务“套餐”送到果园里

本报讯（记者 刘代荣 通讯员 刘浪）为贯彻落
实《重庆市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合作框架协
议》，6月10日，重庆市商务委员会、贵州省黔西南州
人民政府在兴义市万峰林国际会议中心签署《渝黔合
作“渔+”行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渔+”合
作协议），双方将在“渔＋旅游”“渔＋野钓”“渔＋康
养”“渔＋农产品”“渔＋山地运动”等领域开展协同合
作，实现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带动黔西南以渔业
为链条的多产业快速发展，促进双方互惠互利。

这次“渔+”合作协议，按照政府搭台、协会推进、企
业唱戏原则，围绕“以渔为媒·生态共享”主题，以黔西
南州“万峰生态鱼”为媒带动全州生态环保、绿色有机
的农特产品进入重庆市场，以重庆的大都市、大开放、
大市场和资金、技术等优势，带动黔西南渔业产业快速
发展，让重庆市民走进“多彩贵州·美丽黔西南”，共同
助力乡村振兴。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合作：

——建立两地产销市场合作机制。推动黔西南
州“万峰生态鱼”和薏米、小黄牛、食用菌等农副进入
重庆市场，在渝设立直营店、展示中心，每年向重庆市
场销售优质生态鱼1万吨以上。同时，将一些规模生
产地纳入重庆市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并挂牌订单
生产，支持重庆知名餐饮品牌在黔西南开设直营或加
盟店。

——建立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合作机
制。支持重庆在黔西南建立高端渔产品养殖研究所，
建立冷链产业和大型综合物流企业、渔产品深加工企
业，利用重庆水产行业技术、市场优势为黔西南水产
企业提供技术、养殖、物流运输、渔产品深加工等服
务，在仓储、分拣、加工、冷链、配送等方面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打造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

——建立渔旅和康养业发展合作机制。两地旅
行社开展深度对接合作，互为重要旅行目的地，实现
渔旅结合。支持重庆客商同黔西南州合作或兴办独
资企业，在沿湖、非饮用水源保护地水库周边建设客
栈、民宿、康养中心，共同发展康养业，引导重庆旅友、
钓友到黔西南钓鱼旅游度假。

——推动两地会展、赛事协作发展。黔西南州组
队参加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西部农产
品交易会、中国西部旅游产业博览会等重庆市内重点
展会。重庆市组队参加国际山地旅游发展暨户外运
动大会、中国万峰湖野钓大会等黔西南州重点展会。
探索在黔西南州共同举办野钓大赛、万峰湖水上皮划
艇赛、帆船赛、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赛等各类赛事和
培训项目。

——共谋生态环境、生态农产品的推介发展。加
大对黔西南州生态渔业产品、优质农特产品、优质旅游
资源等的宣传推荐，鼓励重庆社会团体、企业、商会、协
会与黔西南州相关团体、企业结成友好伙伴。

据了解，在签署“渔+”合作协议之前，6月8日至10
日，由市商务委牵头，组织我市社会团体、企业、商会、
协会70余名代表，实地考察了黔西南州义龙新区龙广
镇小场坝“稻渔”综合种养项目、兴义市鑫祥水产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鲟鱼流水养殖基地生态养殖项目和万
峰湖生态养殖基地，并就渔旅结合、康养环境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双方企业、商家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

参加此次行动的重庆市商务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重庆和贵州同处中国西南和长江上游地区，两地山水
相连、人文相亲、产业相融，经济社会发展素来联系紧
密。渝黔合作·“渔+”行动洽谈会，为渝黔两地企业开
展产销对接合作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开启了渝黔
商务合作新的征程。黔西南州政府负责人在洽谈会
上说：“渝黔合作·‘渔+’行动一开局就站上了高平台、
跑出了加速度，明天，必定会行千里、致广大。”

记者从重庆市商务委服务发展处获悉，6月11日
早上7时许，首批20吨万峰湖生态鱼从750公里外的
黔西南州万峰湖运抵重庆市三亚湾水产市场，已进入
市民餐桌，标志着渝黔合作·“渔+”行动拉开序幕，正
式驶入快车道。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政府

签署“渔+”行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义龙新区“稻渔”
综合种养基地人员在展
示他们人工饲养的鲟鱼。

◀6月9日，“渔＋”行
动重庆代表团考察黔西
南州兴义市水产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
本报记者 刘壹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