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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优秀案例展示

南川区科协、武隆区科协联合推动芙蓉街道堰塘村特色产业发展

培养一人 巩固一户 带动一片
通讯员 王宏伟

家畜秋冬怎么避免“草噎”

近年来，大足
区大力发展中药材
产业，产业规模和
效益不断提升。

目前，大足区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2.6万余亩，有力助
推农民增收和乡村
振兴。

图为大足区金
山镇天河村的村民
在整理佛手。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开展七彩陶艺活动，推动翡翠梨、蜂糖李等特色
产业发展，打造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自2021年6
月《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方案》实施以来，为贯
彻落实市科协安排部署，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乡土人
才培训、提升农民科学素质，南川区科协联合武隆区
科协尽其所能，解决当地群众所需，努力实现科协助
推乡村振兴落地见效。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全面统筹帮扶工作

武隆区芙蓉街道堰塘村是南川区科协的结对帮
扶对象。今年4月，南川区科协、武隆区科协、堰塘村
三方签订《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南
川区科协多次深入堰塘村，采取实地走访调研、群众

座谈等方式，与“村支两委”沟通交流，了解乡村发展
需求。

目前，南川区科协已开展实用技能培训 10 余
次，组织科普专家提供专业咨询30余次，共计200
余户村民从中受益，成为有一技之长的农业实用技
术能手。

“在合作协议基础上，南川区、武隆区两地科协还
专门组建了工作机构，从制度上保障帮扶计划顺利实
施。”堰塘村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地科协以助力堰塘村
乡村振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全面统筹协调指挥帮扶
合作工作。联席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专题会商，每月至
少收集一次工作动态。

同时，南川区科协根据堰塘村发展需求，围绕农
技推广、乡土人才培养等技术需求，整合南川区、武隆
区有关部门、学（协）会等科技力量，组建科技专家导
师服务团，围绕该村翡翠梨、蜂糖李等特色产业提质
增效、提高管护水平的需求，量身定制农民培训课程，
让他们掌握农业实用技术。

扎实推进技术提升
培训当地“乡土工匠”

村里的培训以课堂理论学习和田间实际操作两

种形式交替开展。在村里的乡土工匠人才培训场地，
指导老师会进行实地示范，然后村民谈心得体会，确
保村民掌握了知识点。除此之外，两地科协还联合堰
塘村开展陶艺技能提升、农家乐创业、梨树栽培等实
用技术课程教学。

“通过培训教学，种植方法、管理技术都熟记于
心。只要下功夫，撂荒地也结甜果果。现在除了种植
的4亩多梨和李子，我还修建起了鱼池。”村民龙小平
说道。如今，龙小平成了村里有名的“乡土工匠”、种
果达人。

据了解，自2021年以来，南川区科协已在堰塘村
落实帮扶资金3万元，解决了大批农业产业技术关键
难题；组织专家提供专业咨询30余次，共计200余户
村民因此受益。

为了进一步营造乡村振兴发展的浓厚社会氛
围，巩固合作成果，南川区科协开展特色农产品科普
宣传，以科普宣传带动堰塘村乡村旅游项目，提升该
村乡村旅游在南川、武隆两地的知名度。

下一步，南川区科协将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
确保需求收集更精准、培训更“对胃口”，搭建科技
专家与农户长期交流平台，培养一人、巩固一户、带
动一片，发挥科协优势，推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落
地落实。

牛、羊、猪等家畜在吞食草料或误食整块农作物
时，食料阻塞食道而不能下咽，通常称之为“草噎”，

“草噎”多出现在秋冬季节。
被“草噎”的家畜会突然停食，摇头缩颈，嘴流口

水，不断作呕吐或吞咽状；眼结膜呈暗红色，心跳加
快，烦躁不安。如不及时救治，往往会造成不良后果
甚至死亡。

那么如何预防“草噎”发生呢？首先需按时饲
喂，防止家畜过度饥饿，其次对地瓜、萝卜等块状料，
要切碎再喂。在家畜吃料时，不要突然鞭打，需要注
意的是刚结束劳作的家畜，不要着急喂料。

“草噎”发生后有以下救治方法：
方法一：家畜阻塞的部位在食道的前段，则可用

手捏住其口腔，然后掏出。
方法二：家畜阻塞的部位在食道的中部，应先灌

服150毫升植物油，再用手向咽部推压阻塞物，从口
腔取出阻塞物。

方法三：家畜在不配合的情况下，可以用短缰绳
拴住家畜的左前肢凹部，使其尽量把头低下，然后驱
赶家畜上下坡快跑，反复几次，阻塞物即可滑入胃中。

方法四：给家畜灌服少量植物油，然后用硬胶管
经鼻孔插入食道，缓慢地将阻塞物推入胃中。

（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 樊洁）10月28日，为培养和提升
石柱县黄连产业从业人员的种植技术水平，提高黄连
的产量和药材质量，着力黄连产业标准化、高质量发
展，由石柱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办，沙子镇承办
的黄连高产优质种植技术及高质量发展培训在沙子
镇卧龙村成功举办。受石柱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邀请，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验站站
长、重庆市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中药材产业技术体
系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李隆云详细讲解了黄连规范种
植技术。沙子镇农服中心人员、专业合作社和沙子镇
卧龙村种植大户共120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现场互动等多种形
式。培训会上，李隆云对黄连种类、育苗、林地选择、
遮阴、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加工等关键技术
进行了详细讲解。还针对药农在实作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了现场提问、交流。

在随后召开的种植大户座谈会上，李隆云针对
黄连良种应用、高产种植关键技术、除草剂使用、肥
料种类、初加工建设、市场销售、品牌建设等问题进
行了解答。

据介绍，目前，重庆市石柱黄连产业面临新的产
地调整，石柱黄水、枫木等地因黄连病虫害发生严重

及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石柱黄连产业将逐步向沙子镇
转移，并以沙子镇为主。本次培训是为了提高沙子镇
村民黄连种植水平，服务黄连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
措，通过技术帮扶和送学到户，解决黄连种植户在生
产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助农增收，为乡村振兴
注入不竭动力，加快黄连最新种植技术的推广应用，
促进石柱黄连产业的发展。

石柱：技术帮扶促进黄连产业高质量发展

黄连高产优质种植技术培训现场。
通讯员 叶小利 摄

近日，重庆市合川区龙凤镇经堂村示范基地一
片忙碌。由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重庆试验站、重
庆市农科院、重庆市农技推广总站的专家组成的专
家组对优质鲜食甘薯新品种“庆渝薯6号”进行田间
鉴评测产。

比较试验亩产2568.61千克，比对照品种“宁紫
薯1号”增产32.35％，商品薯率达85.04％；生产示范
亩产2808.10千克，比当地主推品种“普薯32”增产
95.31％，商品薯率达93.62％。根据考察和测产情
况，专家组认为在今年连晴高温干旱极端恶劣的气
候条件下，丰收实属不易。“庆渝薯6号”通过早育壮
苗、施用有机肥、地膜覆盖等配套种植技术，实现了
优质高产。

甘薯新品种“庆渝薯6号”获丰收
■邓 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