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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视界

金沙江水，奔流不息；山海同心，协力
振兴。

自上海市普陀区结对帮扶巧家县以
来，两地紧密协作，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资金、人
才、产业、消费、劳务等领域开展深入交
流和协作，推动沪滇协作工作向纵深发
展，使“东西部协作之花”在堂琅大地结
出了累累硕果。

项目支撑——促进群众就业增收

初冬时节，阳光照耀下的金沙江水碧
波荡漾。走进巧家县蒙姑镇文笔社区，一
幢幢民居小院排列整齐，一排排绿化树生
机盎然，一条条柏油路四通八达，一幅产
业优、移民乐的和谐发展画卷正在这里徐
徐展开。

在蒙姑镇文笔社区民族服装厂，一排
排绣花机、缝纫机快速运转，工人们正在
紧张有序地加工布匹和服饰。

刘太金是民族服装厂的领班，负责工
人管理、任务分派、机器维修等工作。

“我的工资一个月有 5000 元，工厂离
家近，我下班还可以照顾老人，现在我们
在‘家门口’就能赚钱，这得益于东西部协
作的好政策，在我们移民安置区建起了工
厂，让我们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过得越来
越好。”刘太金高兴地说。

蒙姑镇文笔社区民族服装厂通过申
请东西部协作资金 300万元，建成占地面
积2000平方米的乡村振兴帮扶车间，目前
配置先进设备 150余套，吸纳富余劳动力
50余人就近就业，移民在“家门口”务工，
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我们在这里上班，工作轻松且灵
活。今天是周末，娃娃没去上学，我就把
衣服领回家去缝珠子，顺便带娃和做家
务。我们社区有好几个厂，一出家门就能
找到就业的门路。现在我们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老人看病非常方便，小孩读书离学校也很
近。”工人李明姣也是移民，谈及现在的生
活，她感到很幸福。

除了民族服装厂外，蒙姑镇农文旅融
合发展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特色农业产业
提升项目等即将竣工。此外，巧家县还通
过东西部协作项目，投入资金 800万元在
中寨乡岩脚村建成自然能提水系统，日提
水量670立方米，可灌溉农田7454亩，惠及
农民 86 户 295 人。投入资金 2100 万元在

白鹤滩街道黎明安置区建设巧家县第五
初级中学学生宿舍，解决了1400余名库区
移民学生的住宿难题。

2023 年，普陀区投入资金 373 万元支
持东西部劳务协作工作，帮助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2000人；举办劳务协作培训班49
期，培训农村脱贫劳动力700人次。

“文笔社区抓住东西部协作机遇，促
进移民劳动力就近就业。如今，我们的移
民安置区处处彰显着生机与活力，宜居宜
业，移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蒙姑镇文
笔社区党委书记皮明飞激动地说。

产业协作——助力农业提质增效

日前，在文笔社区农业科技示范园毛
豆种植基地里，一串串绿油油的毛豆挂满
枝头，工人正在基地里俯身拔豆稞并搬运
至机器旁进行加工。通过豆叶分离机及
毛豆剥皮机加工后，一颗颗青翠的豆米就
呈现在眼前。

移民丁正莲在该基地务工，她乐呵呵
地说：“像我这样没啥技术只会种地的人，
还以为搬离了土地后就挣不到钱了。自

从有了这个基地，我每天可以挣到120元，
闲时还可以照顾家里，实在是太好了。”

为了更好地推动农业产业升级，扩大
巧家县毛豆产业对外市场，促进农民增
收，巧家县通过东西部协作，借助上海农
科院的科技实力，引进优质品种，解决农
民种植的后顾之忧。通过产业协作的方
式开启“上海技术+巧家生产、上海研发+
巧家基地、上海企业+巧家资源、上海市
场+巧家产品”的沪滇协作新模式。

自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普陀区积极
协调上海市农科院对接帮扶巧家县，以科
技兴农助推巧家县农业提质增效。2023
年，普陀区捐赠资金 600万元在蒙姑镇建
设巧家县农业科技示范园，届时，将为沪
滇农技协作交流提供技术成果的展示空
间、农技教授的培训课堂、新品作物的示
范苗圃等，并辐射带动全县各乡（镇、街道）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下一步，上海市农科
院将在目前种植毛豆的基础上，适时引入
瓜果、药材、花卉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
苗，充分利用好巧家山水的每一分潜力，因
时因地差异化地推广，并严格遵循绿色、有
机等食品标准，进军东部市场，全力开创

“东苗西种、西果东销”的东西部农业协作
新格局。

2023 年，上海市、普陀区援助巧家县
资金 6240 万元，以“产业振兴”为引领，助
推乡村全面振兴。以发展产业为目标，在
蒙姑镇新建乡村振兴助农科技站，促进蒙
姑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建立利益共同体，
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带动脱贫群众及
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巩固脱贫成效。

另外，2023 年投入资金 233.7285 万
元，建立了巧家县马树镇高原特色产业园
区；投入资金 500万元在大寨镇海口社区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完善农文旅配套设
施；投入资金500万元，在大寨镇安澜社区
建设农特产品交易市场，为当地核桃、花
椒等特色农产品提供流通平台，促进白鹤
滩水电站库区移民安置区产业发展；投入
资金640万元在老店镇坪地营村建设1000
亩辣椒种植基地等。

组团帮扶——激活人才协作引擎

自结对帮扶以来，普陀区深入推动干
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充分发挥帮扶

人才的桥梁纽带作用，聚焦医疗、教育、产
业等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精准化支援，
帮助巧家在重点发展领域补短板、强弱
项。选派本土人才到普陀区培训学习、跟
岗锻炼，助力本土人才工作理念、专业能
力等方面的提升。推动 32名帮扶专家与
123名本土人才开展结对；资助54名老师、
医生、专技人才赴上海跟岗锻炼；组织党
政干部50人赴上海开展为期一周的培训。

在教育方面，普陀区“组团式”教育帮
扶助力巧家高中教学转型发展。帮扶团
队紧密围绕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谋划和
云南高考改革的形势要求，遵循教育帮扶
和高中办学的规律，明确将“聚焦课堂，稳
固帮扶立足点；围绕教学，推动办学现代
化”作为当前一个阶段的工作主线，在打
造“不一样的课堂”上发力。

“普陀区派了 4名老师到我们学校开
展教育教学工作，帮扶团队结合巧家高中
教育的特点和实际，将帮扶团队教师的课
堂教学实践作为基点，努力呈现不同教育
教学理念下不一样的课堂，丰富课堂样式
和教学方式，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开阔
学生的生活视野。”巧家县第二中学副校
长张时勇如是说。

在医疗帮扶方面，上海市普陀区人民
医院选派了3位专家到巧家县人民医院进
行对口帮扶，他们分别在神经外科、内一
科、内二科。3位专家通过传帮带、学术培
训、远程会诊等方式，助推巧家县医疗卫
生事业再上新台阶。

“2023 年，我们神经外科团队在上海
对口支援医生的带领下成功为一例颅内巨
大肿瘤患者实施全身麻醉，在显微镜下行右
侧颞顶叶、丘脑胶质瘤切除术。”据巧家县人
民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张祥介绍，自从上
海援滇医生到来以后，大大提高了神经外科
的医疗技术水平，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上海专业优质的医疗服务。

自开展东西部协作以来，普陀区人民
医院持续选派医疗帮扶专家到巧家县人
民医院进行对口帮扶，通过具体病例及日
常工作中相关问题探讨交流的形式，专家
将自己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传授给巧家
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帮助提升科室的
基础医疗管理水平，实现“输血式”帮扶向

“造血式”帮扶的转变。
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一件件暖心的举

措，一组组殷实的数据，为巧家县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注
入了强劲动力，直观地展现了东西部协作
的扎实成果和生动实践。

山海情谊厚，普巧一家亲。在筑梦未
来的新征程中，普陀、巧家将携手奋进，共
筑振兴之路，用实际行动续写“山海情”新
篇章。

巧 借 东 风 同 心 筑 梦
——上海市普陀区对口帮扶巧家县工作侧记

通讯员 姜连聪 文/图

巧家县蒙姑镇文笔社区民族服装厂的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加工布匹和服饰。

绥江县沪滇协作农业产业园区竹笋生产车间。

硬化竹林间产业道路、修竹笋加工
厂、建“半边红”李智能选果线和冷藏气调
库、帮建肉兔养殖基地、援建轻工业产业
园区、助力鲜笋和“半边红”李实现“云品
入沪”、资助乡村振兴示范点打造乡村旅
游……上海闵行区挂钩帮扶绥江县 3 年
来，以沪滇协作为桥，以产业为媒，加大产
业振兴资金投入力度，推动产业升级，不
断强链补链，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沪滇产
业协作的累累硕果。

为“竹”赋能 势如破竹

从金沙江边顺一条溪流旁的三级公
路上行 15 公里后，就来到了绥江县会仪
镇三渡村 6组一个曾经叫砂锅厂的地方，
一条八九米宽的水泥硬化公路从山脚通
到山沟沟里，一幢占地面积达 2000 多平
方米的两层标准化厂房拔地而起，冬日暖
阳下，一派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

“这里原来是个停产多年的煤厂，我
们闵行区帮扶绥江后，2023 年投资 2000
万元新建成了竹笋初加工厂，方便收购周
围出产的竹笋。”闵行区派到绥江县担任
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的张维向记者介绍说。

“我们这座山上有2万多亩方竹，2023
年大概采摘了 2万多吨，待进入盛产期后
可采四五万吨，之前山高路远，要么卖不出
去，要么来收购的老板压低收购价。有了
这个竹笋初加工厂，我们卖竹笋就近了。”
当地60多岁的笋农黄安培高兴地说。

竹影摇曳，鲜笋出山。最近 3 年来，
闵行区着眼于绥江竹产业，持续实施强链
补链措施，累计投入协作资金 6540 万元，
建竹基地、做竹加工、兴竹产业。援助会
仪镇黄坪村黄连坝、中城镇中村村水竹

坝、铜厂村二台坡等地打造 2万多亩郁郁
葱葱的方竹林，近千户农民有了“竹银
行”；资助中城镇、南岸镇修建硬化 39 公
里长的产业道路，受益群众近 3000 人；援
建云南永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业车间，
为 124名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实
现每人平均月收入 4000 元。从种植到运
输、从道路到工厂，为绥江竹产业注入了
蓬勃的闵行力量，绘就出高质量发展的崭
新画卷。

助“李”转型 投桃报“李”

走进新滩集镇后面的绥江县沪滇协
作农业产业园区，一个投资 80 万元的冷
藏仓储库、一条新投资 208万元的智能选
果生产线已经建成，一条投资 65 万元新
建的流水线分拣平台正在调试运行，今后
可全智能化自动化完成“半边红”李打包、
开单等工作。这个产业园每年可为新滩
镇石龙村集体经济带来年租金 19.5 万元
的收益。

绥江，李果之乡。10万亩“半边红”李
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致富果”。闵行区
倾情帮扶，以共建冷链物流产业园区为主
体，建强基础设施，补齐产品供应链；落实
科技赋能，建立专家工作站，上海农科院
专家全程指导产业发展；推动消费帮扶，
援滇干部牵线搭桥，闵行企业和网络公益
组织参与，动员社会组织和市民踊跃采
购，约 5000吨绥江“半边红”李实现了“云
品入沪”，带动 3200余户群众持续增收。

造“美”村庄 带火旅游

在板栗镇罗坪村，闵行区投入沪滇协

作资金 700 万元帮助打造乡村振兴示范
点，改建休闲农庄，建设亲子乐园、农产品
集散地和农产品展销中心，让罗坪村这只
孵化于深山的“蝴蝶”破茧而出，成为了国
家 3A 级旅游景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展翅飞翔。

民居亮了，村庄美了，产业兴了，村民
富了。两年来，闵行区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1255万元，助力罗坪村、中村石板溪自然村、
农业村马刁林自然村建设乡村振兴示范点，
受益群众达271户1169人。昔日贫穷落后
的小山村焕发新面貌。“五一”小长假、“十
一”黄金周、文化旅游艺术节、红叶节……
游客纷至沓来，感受别样的乡土风情，体验
乡村旅游魅力，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人气旺，则旅游兴；山有所呼，海有所
应。闵行区通过媒体大力推介绥江，对接
旅行社开发金沙水上乐园—蝴蝶苗寨—
大团岩等精品旅游线路，推动“吃、住、行、
游、购、娱”全要素升级。分批次组织游客
到绥江康养旅游，助推绥江旅游“热度”持
续升温。在蝴蝶苗寨景区，一批批闵行游
客助推景区效益稳中向好，帮助当地 10
多名劳动力稳定就业。截至 2023年 10月
30日，闵行区来绥康养游客达 4743人，创
造旅游收入 1422.9万元。

建“园”兴业 钱“兔”可期

在绥江县中城镇福兴社区，一幢 4 层
楼房正在进行外装饰和坝子硬化。据了
解，这就是闵行区通过沪滇协作对口帮扶
项目新建的绥江县轻工业产业园区，该园
区规划用地面积 3139.52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3768.81平方米，总投资 1533万元，其
中沪滇协作帮扶资金 1300 万元，每层均

建有生产车间、储藏室、更衣室等，配套建
设餐厅 1 间。绥江县正在协商云南天瓜
农业技术有限公司、云绣娘等企业入驻，
为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平台，使留守妇女
有了工作、留守儿童不再远离父母、空巢
老人有了依靠。

在中城镇大沙村 14 组，有一个占地
面积达 5亩多的大沙肉兔养殖基地，已经
建成的 16 棚中，就有 2022 年由闵行区资
助 70 万元建的 6 个大棚及配套设备。有
了闵行区援建资金的加持，大沙肉兔养
殖基地养殖规模增加了一倍，目前存栏

13000 多只兔，平均 75 天出栏一批，销往
四川宜宾、自贡等地，2023 年下半年已经
产生效益，实现利润 15 万元左右，其中
村集体经济公司收益 5 万元，2024 年的
效益可望增加一倍以上。目前，有 6 名
当地人在基地就业，每人月工资 4000 元
至 6000元。

滔滔长江，从彩云之南到东海之滨，
穿山越岭 2000 公里。绥江、闵行，同饮一
江水，以协作为桥，以产业为媒，用智慧和
汗水共同浇灌出沪滇产业协作的累累硕
果，续写着产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江 海 携 手 富 山 乡
——上海闵行区、云南绥江县产业协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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