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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自 2021
年 6月上海市普陀区与巧家县结对协作
以来，两地干部群众跨越山海之遥，汇
聚千里之情，共同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

新篇章，为巧家县巩
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
支撑。

近年来，巧家县委、县政府紧扣“四
项行动”，高质量推动沪滇协作向纵深
发展。

特色产业提升行动
助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金沙江畔，蒙姑镇文笔社
区诗情画意，金沙江水碧波荡

漾，四周青山环绕。社区工
厂 里 工 人 们 忙 碌 的 身

影，勾勒出一幅产业
兴旺、生活幸福的

乡村振兴图景。
自 对 口 协

作 以 来 ，巧
家“巧”用

普 陀 各

类 帮 扶
资源，紧紧

围 绕“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先

行”理念，聚焦群
众持续增收这个中

心，立足资源优势和
产业基础，深耕特色农文

旅产业。在巧家县委、县政
府的统筹谋划下，两批上海援滇

干部接续奋斗，在蒙姑镇先后投入
协作资金 7120万元，援建项目 8个，撬动
当地社会资金 8000余万元，逐步把文笔
社区从一个单一居住功能的白鹤滩水电
站移民安置区打造成了一个涵盖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五大振兴”全面发展的东
西部协作引领示范综合体。

“我是移民搬迁到文笔社区的居民，
自民族服装厂开始运营，我就在这里上
班了，每月固定工资 5000 元，我妻子也
在这里上班，工厂离家近，下班还可以
照管老人、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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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一家人
其乐融融，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刘太
金是民族服装厂的领班，谈及如今的生
活，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2024 年，巧家县投入东西部协作资
金 1408万元，用于建设牛泥村热区水果
产业配套光伏提水项目和文笔社区康养
旅居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突出特色旅游
城镇和移民美丽家园配套功能建设，以
东西部协作全面助推蒙姑农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截至目前，文笔社区共接待游
客 7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00余万
元，通过乡村旅游开发带动周边群众稳
定就业 100余人。

产业集群打造行动
助力草莓产业发展

走进马树镇草莓科技示范园，一排
排草莓大棚鳞次栉比。大棚内，阵阵草
莓清香扑鼻而来，一颗颗果型饱满、色
泽鲜艳的草莓在绿叶中若隐若现，宛如
一颗颗红宝石，令人赏心悦目的同时，
绽放着致富的希望。随着草莓深加工项
目的建成投产，马树镇草莓产业实现了

“统一田间管理技术、统一收购、统一加
工、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推
动马树镇草莓产业的全方位服务和质量
监管迈上新台阶。

李先才，巧家县巧艳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草莓种植技术人员，土生土长的马
树镇人，在大学里学的是园艺专业，
2021 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的草
莓基地工作。“为‘莓’好生活而努力奋
斗，我感到很荣幸。我负责管理智慧农
业空中草莓采摘园，主要运用自己所学
的专业知识对其进行管理，希望把这项
产业发展好，给父老乡亲提供更多就业
岗位，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李
先才说。

自对口协作以来，普陀区用真情实
意、真金白银帮助马树镇打造高原特色
产业园区，累计投入资金 4805 万元，实
施各类项目 6 个，共建产业园区 1 个，引
进东部企业 3 家，帮助马树镇完善草莓
产业链，从产业前端种苗研发繁育组培
室，到草莓销售的交易中心，再到农产
品深加工的马铃薯加工车间、草莓冻干
厂、果脯厂，一项项东西部协作的丰硕
成果在马树镇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助
力马树镇在全产业链发展上迈出坚实的
步伐。

“‘家门口’建起了好几个工厂，为我
们就近就业提供了岗位。我去年 6月大
学毕业，11 月到草莓冻干加工厂上班，
主要负责工人的考勤、绩效管理等。在
这里上班，我感觉非常不错，工作轻松，
而且离家近。”马树镇马树社区居民习
雅婷高兴地说。

劳务协作提升行动
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转 移 就 业 是 群 众 增 收 的 重 要 途
径。为持续加大劳务协作力度，巧家
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影响力，通过抖音、
快手、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直播带
岗 92 场，发送岗位推荐信息 60 万余

条，印发岗位信息推介通知，将招聘信
息推送至全县各乡镇（街道），确保有
就业需求的劳动者都能及时获取最新
的岗位资讯。

2024 年，组织 138 名巧家籍务工人
员在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参加安全
生产、法律常识等异地培训。今年以
来，已开展中药材种植、家政服务、网络
创业等领域的职业技能培训 4378 人
次，切实提升劳动力就业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积极组织开展线下招聘会 19
场，为求职者与用工企业搭建面对面交
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
配置和人员的充分就业。通过集中包
车，分 2 个批次组织“点对点”“一站式”
劳务输出，切实调动就业服务工作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2024 年 10 月，上海市普陀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携手优质企业招聘
代表到巧家开展劳务协作专场招聘
会。来自上海、江苏、广东以及本地的
11 家企业和人力公司，为巧家群众提
供了电工、焊工、机修工、餐饮服务员
等多个工种的 3200 余个工作岗位。此
次招聘会进一步深化了沪滇劳务协
作，促进了当地劳动力转移就业，为巧
家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巧
家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张琼介绍。

此外，巧家县与浙江、上海、江苏等
省（市）举行劳务协作工作座谈会，两地
人社部门共同为推动劳务协作发展出谋
划策，签署人力资源合作框架协议。与
多家优质企业签订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
合作协议，在劳务对接、平台搭建、劳务
输出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为巧家县农
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遇，力促巧家
县农村劳动力高质量转移就业，持续推
动巧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
助力农产品走出大山

自两地结对协作以来，普陀加大对
巧家农特产品的宣传推介力度，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销售巧家小碗红糖、食用
菌、腊肠、核桃、花椒等农特产品；安排
资金聚焦“百县百品”“云品入沪”“云品
出滇”工作，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组织开
展品牌建设、展示展销和推介宣传工
作，为巧家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作
出了积极贡献。与巧家县资质齐全、实
力雄厚的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达成长
期合作关系，借助上海大市场、大流通
优势，不断完善产销平台建设，两地建
立起利益紧密联结、产销密切衔接、长
期稳定的新型农商合作关系。

普陀区围绕巧家本地优势资源、特
色产品，不断完善产业链，提升产品质
量，将提振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依托大平台、大活动，整合援建资金，发
挥援建资源优势，通过打造农特产品体
验馆、参加展销会等方式逐步拓宽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截至目前，开展消费帮
扶采购、销售巧家特色农产品 5600 余
万元。

巧家县将持续深化拓展人才交流协
作，结合“组团式”帮扶，进一步在社会
治理、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加大协作

力度，搭建人才交流平台，推动形成多
领域、深层次、全方位的人才交流新格
局。充分发挥普陀在资金、技术、管理、
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将产业共建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主攻方向，协同培育龙头
企业，大力推进产销一体化供应链和流
通体系建设。同时，不断探索沪滇两地
在资源互补、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产业
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交流新模式，进一步
深化东西部协作，促进普陀、巧家两地
良好互动交流，共同谱写东西部协作

“幸福歌”。
筚路蓝缕，征途漫漫；山河携手，同

心圆梦。下一步，普陀区与巧家县将继
续携手并进、深度合作，用实际行动续
写“山海情”新篇章，将幸福的种子播撒
在希望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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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昭阳区青岗岭回族彝族乡沈家
沟村黄家沟自然村，房屋崭新、院落明
净、道路平坦，四周环境优美，邻里之间
互帮互助，一派祥和；田野中，一处处现
代农业园区鳞次栉比，一座座蔬菜种植

大棚生机勃勃，一幅村美民富的画卷正
随着“千万工程”的推进徐徐展开，以前
所未有的活力与魅力，书写着乡村振兴
的新篇章。

行走在黄家沟，原本杂乱无章的村
舍如今变得整齐划一，残败破旧的楼房
外立面被修缮一新，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在“千万工程”的润泽下变得更加灵
秀动人、活力满满。面对如今变了模样
的黄家沟，村支书陈启学感慨地说：

“‘千万工程’不仅改变了村庄的面貌，
还极大地提高了老百姓种植水果的收
益。我们不需要将樱桃、车厘子等产品
运往外部市场销售，在地里就能销售一
空，供不应求。”

2023年 12月，黄家沟“千万工程”示
范点正式启动，项目投资 1100 万元。全
村99户人家中，95%以上的民居均进行了
提升改造，同时，还规划建设了集中养殖
区、乡村会客厅、特色民宿等配套项目。
村头巷尾，过去杂乱的“三园”（花园、果
园、菜园）变身微景观；改造后的“时光流
水”文化廊道旁，烧烤营地、樱桃采摘区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在这里，每一处
细节都透露出黄家沟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将
这个小村庄打造成了集休闲、观光、体验
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68 岁的张发英坐在思源亭内和乡
亲们晒太阳、话家常，脸上洋溢着满足
与幸福的笑容。她指着远处新建的民
宿和热闹的农家乐，对乡亲们说：“看看
现在我们的村子，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啊！以前，这里破破烂烂；现在，
它却变得这么美丽，这么繁荣。感谢党
和政府为我们打造了这么好的生活环
境，还让年轻人有了在‘家门口’赚钱的
机会。”

乡亲们纷纷点头赞同，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地聊着黄家沟近年来的变化。
有人说村里的道路修得宽敞平坦，出行

更方便了；有人说村里的环境干净整
洁，住着很舒心；还有人说村里的旅游
项目越来越丰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观光游玩……

从“整环境”到“兴产业”，黄家沟
蹚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路
子。青岗岭乡工作人员马进东细数发
展脉络：“在推进‘千万工程’过程中，
青岗岭乡党委、乡政府特别重视产业
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特
色 农 产 品 种 植 以 及 提 供 就 近 就 业 机
会，有效促进当地居民收入增长。得
益于市、区两级政府和帮扶单位的大
力支持，我们已经实现了资源整合和
优势互补。目前，文化旅游产业已开
始显现积极成效。”

青山映碧水，秀水绕村流。黄家
沟以晚熟樱桃而闻名，全村已种植晚
熟樱桃 1600 亩，车厘子 400 亩，深受消
费者喜爱，供不应求。樱桃、车厘子种
植已成为黄家沟的一大特色产业，每
年樱桃、车厘子成熟时，都会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采摘品尝。村民们通过种植
樱桃，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

绵延 4.5 公里的洒渔河穿村而过，
“昭阳八景”之一的“洒渔烟柳”景色宜
人，河岸盛开的樱花绚烂多彩，这里是康
养休闲、旅游度假的不二之选。在“千万
工程”的推动下，黄家沟村积极探索“农
业+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将农业产业与
乡村旅游紧密结合，打造了一系列以樱
桃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活动，如樱桃采摘
节、樱桃文化节等，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
的内涵，也提升了黄家沟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作为村庄变化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村民黄太虎把自家的房屋改造成了民
宿，目前正谋划着如何植入樱桃文化以
吸引游客入住。黄太虎说：“黄家沟的
樱桃甜度极高，声名远扬，如何利用这

一优势来带动民宿发展是我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我打算在民宿的装潢和布
置上融入更多樱桃元素，比如挂上樱桃
造型的装饰品，摆放一些樱桃主题的艺
术品，让游客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浓浓的
樱桃氛围。此外，我还打算与村里的樱
桃种植户合作，推出一些特色的樱桃美
食，比如樱桃酱、樱桃酒等，让游客在品
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把这份甜蜜带回
家。我相信，通过这些举措，我的民宿
一定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入住，实现
收入持续增长。”

“千万工程”不仅是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工程，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从“美丽村庄”升级为“美丽经

济”，需要充分挖掘乡村的特色和价值，
探索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
业优势、发展优势的新路径。黄家沟正
是充分利用其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以
樱桃种植为突破口，带动了整个村庄的
经济发展。如今，樱桃树不仅是黄家沟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是村民们增收致
富的“金果果”。

傍晚时分，洒渔河面波光粼粼。河
岸民宿升起袅袅炊烟，孩童追逐着掠过
樱桃林的飞鸟。这个曾经藏在乌蒙山深
处的小村落，正依托绿水青山的馈赠，从

“一处美”发展为“处处美”，从“一时美”
变成“长久美”，在“千万工程”稳步推进
下，谱写着乡村振兴的甜蜜篇章。

村民话家常、谈幸福生活。

“家门口”的务工车间。 草莓深加工草莓深加工。。

草莓种植草莓种植。。

葡萄种植葡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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