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锐出战 携手攻坚
在精准扶贫中彰显上海力量与温度

自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以来， 宝山区
委、区政府强化组织领导，在产业扶贫、

智力帮扶、劳务协作、携手奔小康、村企
结对等方面，真金投入、真情帮扶、真心
付出， 深入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
支援工作提质增效， 为对口地区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围绕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要求，宝
山区注重构建造血机制 ， 因地因人制
宜， 先后推出了一批扶贫协作项目，孕
育出摆脱贫困的新动能，并持续加大政
策扶持，强化对接，帮助对口地区引进
了一批特色产业扶持项目，为当地的长
效脱贫和经济持续发展注入了活水。 在
云南曲靖市，帮助宣威市引进企业注册
成立了曲靖市虾坝优稻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帮助富源县引进云南滇擎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发展紫薯种植项目；帮助罗
平县引进 5 家企业累计投资 1 亿多元，

为促进当地产业发展，解决贫困人口就
业和增收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云南
迪庆州维西县，引进上海黄海制药与永
春乡政府、永春乡拖枝村合作社签订三
方种植五味子合同，种植规模将达 1000

亩。 在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宝山援疆
干部积极赴上海和江浙等地招商引资，

引进年产 500 万双手套、年加工千万套
服装、“昆仑第一城” 大数据中心等 30

多个援疆项目 ， 签约投资总额 5.9 亿
元，创造就业岗位 1 万多个，实现建档
立卡贫困户转移就业 8000 余人。

与此同时， 宝山区也积极拓展消费
扶贫渠道， 扩大对口地区优质商品在上
海的影响力，帮助提升销售额。 今年，宝
山区先后在吴淞街道诺亚新天地、 庙行
镇卜蜂易初莲花超市广场、 淞南镇淞南
公园、顾村公园、区机关食堂举办 5 场对
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 并建立起长效
产销合作机制。宣威市、罗平县、维西县、

叶城县分别在宝山区设立了特色农产品
展销馆、专营店；曲靖的姜茶、红糖、菜籽
油、小黄姜、宣威火腿等农特产品通过食
行生鲜等销售平台走进上海千家万户，

深受上海市民的喜爱。

人才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宝山
区优中选强， 选派优秀干部和人才赴

滇、赴疆对口帮扶。 目前，宝山区共有
22 名干部、57 名教师和医生在对口地
区挂职扶贫、支教支医。 宝山区抓住教
育这个关键，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
起来，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自我
发展能力，坚持智力输入，助力对口地
区加快人才培养，帮助来沪挂职锻炼和
参加培训的干部接受新理念、增强新本
领，有效提升脱贫攻坚的能力。今年，宝
山区共安排对口地区人力资源培训 80

批次 5408 人次， 培训批次和人次同比
去年分别增长 185.18%、19.53%。 宝山
援疆教师团队搭建了教师研修平台，开
展“微课”制作和优质课评比，建设“微
课资源库”， 帮扶的叶城二中高考成绩
持续上升，叶城二中“名师工作室”辐射
带动了全县教育教学工作，获评喀什地
区教学优秀活动。 在维西县， 宝山区 6

所学校和当地 6 所学校结对，开展“1+

11”基础教育互助成长计划，坚持问题
导向、点面结合、协作创新，分段实施互
助计划，促进彼此共育、共建和共发展，

为提升结对学校的办学品质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在劳务协作方面，宝山区专设了“招

聘管家”，深入排摸就业需求，开展企业
就业扶贫宣讲， 有效促进了就业信息精
准传递。云南曲靖市、迪庆州人社部门在
宝山区设立了工作站， 定期采集和发布
联系区域内就业扶贫岗位信息， 定向对
接相关扶贫基地和扶贫招聘企业， 配合
开展在沪就业人员跟踪服务， 适时开展
走访、慰问等活动。 今年，宝山区人社局
组织企业赴对口地区举办了 5 场招聘
会， 共有 130 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
现来沪就业 ，11281 名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目前， 宝山区 15 个街镇 （园区）、5

个区属国有企业与对口地区乡镇（园区）

签订了 24 个“携手奔小康”结对帮扶协
议，实现新疆叶城县、云南维西县所有深
度贫困乡镇全覆盖； 全区对口帮扶 7 个
县（市）的 579 个深度贫困村，已经签约
结对 299 个， 剩余 280 个年内将签约结
对，实现全覆盖。

宝山区对口帮扶县

扶贫协作：云南曲靖罗平县、师宗县、

富源县、会泽县、宣威市，云南迪庆维西县
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叶城县

自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工作以来， 嘉定区向对口帮扶地区交出
了一份份靓丽的成绩单， 越来越多的产
业项目精准落地、优质农产品入沪销售，

结对发展渠道畅通、 扶贫协作模式不断
升级，让共同富裕的“新苗”不断结出累
累硕果。

产业是脱贫之本，也是致富的基石。

“企业开在家门口，就业脱贫好帮手”，一
批优秀的爱心企业以产业帮扶来变 “输
血”为“造血”，实现真扶贫、真脱贫、长效
可持续脱贫，带动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比如，大山里养起了“海味”。天盛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嘉定区引入云南省楚
雄州双柏县的首家水产养殖企业， 也是
第二家落户双柏的沪籍企业。 公司与上
海高校联姻，与上海企业对接，按照“政
府搭台、企业带动、发展农户”的帮扶模
式， 在大山里规模化养殖虾蟹类高端水
产品。 该项目首期投资 3000 万元，通过
流转农户土地建设养殖孵化基地， 返聘
农户到企业务工， 帮助贫困农户稳定增
收。项目实现直接产值 1 亿元、间接产值

2 亿元、 年利润 2000 万元以上， 帮助村
集体经济每年增收， 带动了 165 户当地
群众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11 户，

是目前全县沪滇协作企业的标杆。

又如，高原上种下了“绿食”。 云南百
蒂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嘉定区民企在
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投资的农业企业，公
司建设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基地，统一处理
污水，合理施下农家肥，大力示范发展绿
色有机蔬菜，促进地区生态环境改善。 项
目建成投产后，资产为村集体所有，通过
“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模式，带动
当地贫困户就业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目
前，蔬菜大棚面积达到 1000亩，带动 2000

亩以上的蔬菜产业发展， 产值达到 8000

至 10000元/亩， 利润超过 5000万元/年，

带动了 751户 2268人稳定增收，其中 1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贫。

在医疗等重点领域， 嘉定区精准发
力，区卫生健康委探索“派出去，请过来”

的模式开展组团式结对帮扶，选派学科专
家、 资深护师等到对口地区送医送药，邀
请对口地区医务人员来沪培训、 业务进

修，通过临床教学、门诊带教、技术培训、

手术示教、 疑难和死亡病例讨论等形式，

提高当地医务人员技术能力和水平。

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 高原紫外线强烈。 由于长
期受到照射，不少藏族同胞患有眼疾，但
受限于医疗条件， 不少眼疾无法在当地
得到有效医治， 给当地群众脱贫带来一
定的困难。 “藏汉一家亲，千里送光明”，

自 2014 年起， 嘉定区卫生健康委派出
“青海久治光明行”医疗队，他们背上“责
任、技术、担当”的行囊，为藏族同胞送去
“光明、健康、希望”。多年来，嘉定区已累
计派出 12 批约 180 余人次医务人员，开
展白内障筛查 2200 多人次， 完成了 200

余例手术。

短期的医疗援助并不能彻底解决医
疗卫生资源短缺问题，嘉定区卫生健康委
针对青海久治、云南德钦等受援地区地域
宽广、乡镇分散、交通闭塞等因素，在久
治县和德钦县人民医院，建立远程医疗会
诊中心，建设远程影像诊断中心，缓解藏
民看病难、看专家更难的问题，使患者能
够享受上海嘉定同质化的医疗服务。

除了“组团式”医疗帮扶取得成效，

嘉定的教育帮扶也是有声有色。 嘉定区
引入社会力量和爱心团队， 广泛动员区
内学校和学生捐赠图书， 全区 120 所中
小学校和幼儿园共募集图书 2128 箱 、

108106 册。 一本本写上寄语和满怀爱心
的图书通过上海享物公益基金会开展的
“知嘉事?聊嘉情”爱心图书捐赠活动，送
到了迪庆州和楚雄州 79 所学校的孩子
们手上，充实到了学校的图书馆书架上，

更好地帮助对口地区的学生用知识改变
命运，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多年来，嘉
定区在对口帮扶工作中， 坚持用力用心
用情，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
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有力地
助推了对口地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嘉定区对口帮扶县

扶贫协作：云南楚雄双柏县、永仁县、

大姚县、南华县、姚安县、牟定县、武定县，

云南迪庆德钦县
对口支援：青海果洛久治县

宝山区：为受援地长效脱贫注入活水

嘉定区：让共同富裕的“新苗”结出累累硕果

闵行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广泛动员区内有关部门、企业和社
会组织共同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工作，凝聚扶贫合力、发挥专业优势、扩
大帮扶实效，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
发力的多层次扶贫格局、 有效实施精准扶
贫作了探索和实践。

落实携手奔小康行动，一直是闵行区
探索实践的亮点特色工作之一。不仅抓得
早，还持续抓好深化、完善和规范，更注重
抓出成效。 在狠抓市、区两级既定结对帮
扶工作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纵向体系
上求深化， 援助模式也由 “大水漫灌”向
“精准滴灌”转变。 闵行区于 2016年初在
全市范围内率先启动了乡镇一对一结对
帮扶模式， 并于 2017年实现对新疆泽普
县和云南香格里拉市所有乡镇结对帮扶
全覆盖。 2018年以来，又继续动员组织区
属国资企业、街镇、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对
云南保山市一区三县深度贫困乡镇、深度
贫困村的结对帮扶工作。截至 2018年底，

闵行区 14个街镇和 7家国资企业共结对
帮扶对口地区 6 个县（市、区）所属的 47

个乡镇（场）、105个贫困村。2019年底，闵
行区将实现与泽普、香格里拉以及保山一
区三县所有深度贫困乡镇、深度贫困村结
对帮扶全覆盖。 在持续做好乡镇、村企结
对帮扶的基础上，闵行区按照“三带两转”

的工作要求，在结对帮扶工作横向层面求
扩展，不断丰富、深化结对帮扶的内涵，将
精准扶贫工作深入到基层末端，持续激发
帮扶热情，全面提升精准帮扶成效。 首先
是加大两地基层之间的合作交流，进一步
加强专业领域的交流交往交融。通过推动
两地卫生院、学校、图书馆结对帮扶工作，

使对口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水平有了普遍
提高。 除了教育卫生方面， 两地农业、科
技、人社、工商联等部门，相继建立结对合
作关系，联动指导各自相关领域开展扶贫
协作工作。 截至目前，闵行区结对帮扶对
口县（市、区）50 所学校，32 家医院，7 个

部门。 与此同时，闵行区扎实开展形式多
样的交流交往交融活动，2018 年共开展
文化交流活动 10 次、 旅游交流活动 26

次、其他类交流活动 81次。 其中，在每年
组织开展的“闵·泽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
活动的基础上，今年复制推广模式并成功
举办了首期“闵·香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
活动。 2018年至今，已累计组织对口地区
585 名青少年来闵行开展“手拉手”夏令
营活动。

闵行区始终把助推对口地区农特产
品销售， 作为有效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发
展的一项重点工作，紧贴当地实情，结合
自身区情，创新思路举措，打出了一套组
合拳，掀起了“消费+公益”精准扶贫的热
潮。 在区内中心位置开设对口地区优质
农产品展销中心，并以点带面，逐步覆盖
全区， 先后开设了新安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展销分中心、浦锦街道展销分中心、马
桥镇展销分中心、 上海农科院展销分中
心， 同时在闵行区汇宝购物广场设立上

海首家“百县百品”专柜，在虹桥电商物
流港协调设立对口地区特产展贸中心，

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 在七宝古镇内开
设的“一座保山”上海·七宝旗舰店，不仅
让上海百姓零距离接触到了来自云南保
山的优质农产品，也让“一座保山”这一
品牌牢牢扎根闵行。 闵行区每年国家扶
贫日前后都会举办对口地区农产品展销
会， 组织对口地区优质农产品生产企业
来闵行宣传、推广、销售；平时定期举办
对口地区优质特色农产品进机关、 进商
超、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发动区内各
类企业、商会和个人积极订购，营造闵行
区消费扶贫的浓厚氛围。 2018 年至今，

闵行区共助推销售对口地区优质特色农
产品总额约 1.23 亿元。

闵行区对口帮扶县

扶贫协作：云南保山昌宁县、龙陵县、

隆阳区、施甸县,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
对口支援：新疆喀什泽普县

金山区结对云南普洱 23年来，始终把
做好对口帮扶工作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党
委政府高位推动、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合作
领域更加拓宽、社会力量全面参与，形成了
“政府援助、人才支持、企业合作、社会参
与”的帮扶大格局，有力助推了普洱经济社
会发展、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2016年至今，

金山区支持普洱实施农村基础设施项目
112个、产业发展项目 82 个、劳务协作项
目 24个、人才支持项目 39个，有力助推了
宁洱县、镇沅县高质量脱贫摘帽，以及景东
县、墨江县加速脱贫。

产业合作突出“自选动作”，高位推进
消费扶贫。近年来，金山区深入推进产业合
作项目， 依托两地共建的普洱市金山宁洱
产业园，引导上海强丰、上海麦隆等企业落
户； 上海泉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景
东建设的香菇种植基地也已投产。 与此同
时，普洱的龙头企业产品也陆续入驻金山，

澜沧古茶等在金山区设置了直销点， 墨江
县和镇沅县紫米等农特产品也已进入上海
销售渠道。

制定出台了 《金山区扶贫协作与合作
交流专项资金资助企业投资项目实施细
则》、《金山区扶贫协作地区特色商品销售
项目资助办法(试行)》、《金山区深入开展消
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等文件，对赴对口地区投资的企业、从事消
费扶贫的相关市场主体给予专项资金资助
等政策支持， 着力激发全社会参与消费扶
贫的积极性。

先后组织了普洱市企业参加金山区机
关美食节、金山购物节、老牌新品发布会等
展销活动，举办了景东县扶贫大礼包、镇沅
县瓢鸡产业等专项推介活动， 组织金山区
销售企业赴普洱市考察农特产品； 大力建
设景东营销中心，销售各类当地农特产品；

组织区内商超等销售云南的核桃乳、蜂蜜、

茶叶等。 率先推行“疗休养+扶贫”模式，结
合普洱特色生态环境资源， 开展机关事业
单位赴普洱地区定点疗休养， 推进消费扶
贫并支持康养产业发展， 提升 “疗休养造
血”功能。 2018年下半年，金山区赴普洱地
区开展疗休养的部门有 30家， 人数共计

1303人。 今年以来，赴普洱地区开展疗休
养的部门有 20家， 共计 98批次 2532人，

全年预计超过 4000人。 下一步，金山区将
依托现代农业优势， 继续帮助普洱实施特
色产业提升工程， 因地制宜发展增收带动
明显的种植养殖业、民族手工业、乡村旅游
业， 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扶贫产
业园。 同时，借助上海商贸展会平台，搭建
产销对接渠道，加快推进“互联网+农产品”

模式，拓展普洱的农产品进沪通道。

精心组织、精细对接、精准服务，深化
“就业扶贫”。 根据金山区与镇沅县签订的
《2018年度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书》， 区人
社局与镇沅县就技能扶贫工作达成一致意
见，挂牌成立“上海市金山区劳务协作镇沅
技能培训基地”， 为镇沅县深度贫困人口培
训中心提供教学资源支持、培训经费资助以
及硬件升级改造，提升当地造血功能，增强
技能培训能力，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同时，区
人社局组织赴普洱市开展专场招聘、第三方
平台入村招聘活动 12场次， 妥善推进务工
人员来金山区转移就业， 扎实做好稳岗、拓
岗工作。对在金山区务工人员定期不定期开
展技能培训、体验活动，根据需求组织参加
计算机初级培训，参与“世界青年技能日”体
验活动，帮助提升技能、拓宽眼界。

广泛动员、持续推进社会帮扶。金山区
在贫困县、 深度贫困乡镇结对帮扶全覆盖
的基础上，将对口地区 96个深度贫困村纳
入村企结对帮扶，实现深度贫困村全覆盖。

针对普洱专业人才缺乏的现状， 组织区内
医院、 学校结对帮扶普洱 20家医院和 30

所学校， 每半年增派 16名教师和 16名医
生到对口四县进行为期半年的支教支医，

邀请普洱 25名教师和 25名医生来金山区
跟岗进修，广泛开展两地干部、教师、医生
间的培训交流， 根据当地需求制定讲学计
划、培训人才方案，为普洱提供强力的智力
帮扶。

金山对口帮扶县

扶贫协作：云南普洱宁洱县、镇沅县、

墨江县、景东县

闵行区：创新模式，打造多层次精准扶贫格局

金山区：因地制宜，拓宽扶贫协作领域

微信扫码关注

“上海合作交流”公众号，

了解更多对口帮扶信息。

闵行泽普两地青少年手拉手活动

嘉定区在青海久治县开展“光明行”活动，为藏族同胞送光明金山工业区向景东县文龙镇捐献爱心

宝山区举办对口地区旅游文化及农特产品展销活动

自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以来， 宝山区
委、区政府强化组织领导，在产业扶贫、

智力帮扶、劳务协作、携手奔小康、村企
结对等方面，真金投入、真情帮扶、真心
付出， 深入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
支援工作提质增效， 为对口地区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围绕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要求，宝
山区注重构建造血机制 ， 因地因人制
宜， 先后推出了一批扶贫协作项目，孕
育出摆脱贫困的新动能，并持续加大政
策扶持，强化对接，帮助对口地区引进
了一批特色产业扶持项目，为当地的长
效脱贫和经济持续发展注入了活水。 在
云南曲靖市，帮助宣威市引进企业注册
成立了曲靖市虾坝优稻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帮助富源县引进云南滇擎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发展紫薯种植项目；帮助罗
平县引进 5 家企业累计投资 1 亿多元，

为促进当地产业发展，解决贫困人口就
业和增收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云南
迪庆州维西县，引进上海黄海制药与永
春乡政府、永春乡拖枝村合作社签订三
方种植五味子合同，种植规模将达 1000

亩。 在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宝山援疆
干部积极赴上海和江浙等地招商引资，

引进年产 500 万双手套、年加工千万套
服装、“昆仑第一城” 大数据中心等 30

多个援疆项目 ， 签约投资总额 5.9 亿
元，创造就业岗位 1 万多个，实现建档
立卡贫困户转移就业 8000 余人。

与此同时， 宝山区也积极拓展消费
扶贫渠道， 扩大对口地区优质商品在上
海的影响力，帮助提升销售额。 今年，宝
山区先后在吴淞街道诺亚新天地、 庙行
镇卜蜂易初莲花超市广场、 淞南镇淞南
公园、顾村公园、区机关食堂举办 5 场对
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 并建立起长效
产销合作机制。宣威市、罗平县、维西县、

叶城县分别在宝山区设立了特色农产品
展销馆、专营店；曲靖的姜茶、红糖、菜籽
油、小黄姜、宣威火腿等农特产品通过食
行生鲜等销售平台走进上海千家万户，

深受上海市民的喜爱。

人才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宝山
区优中选强， 选派优秀干部和人才赴

滇、赴疆对口帮扶。 目前，宝山区共有
22 名干部、57 名教师和医生在对口地
区挂职扶贫、支教支医。 宝山区抓住教
育这个关键，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
起来，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自我
发展能力，坚持智力输入，助力对口地
区加快人才培养，帮助来沪挂职锻炼和
参加培训的干部接受新理念、增强新本
领，有效提升脱贫攻坚的能力。今年，宝
山区共安排对口地区人力资源培训 80

批次 5408 人次， 培训批次和人次同比
去年分别增长 185.18%、19.53%。 宝山
援疆教师团队搭建了教师研修平台，开
展“微课”制作和优质课评比，建设“微
课资源库”， 帮扶的叶城二中高考成绩
持续上升，叶城二中“名师工作室”辐射
带动了全县教育教学工作，获评喀什地
区教学优秀活动。 在维西县， 宝山区 6

所学校和当地 6 所学校结对，开展“1+

11”基础教育互助成长计划，坚持问题
导向、点面结合、协作创新，分段实施互
助计划，促进彼此共育、共建和共发展，

为提升结对学校的办学品质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在劳务协作方面，宝山区专设了“招

聘管家”，深入排摸就业需求，开展企业
就业扶贫宣讲， 有效促进了就业信息精
准传递。云南曲靖市、迪庆州人社部门在
宝山区设立了工作站， 定期采集和发布
联系区域内就业扶贫岗位信息， 定向对
接相关扶贫基地和扶贫招聘企业， 配合
开展在沪就业人员跟踪服务， 适时开展
走访、慰问等活动。 今年，宝山区人社局
组织企业赴对口地区举办了 5 场招聘
会， 共有 130 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
现来沪就业 ，11281 名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目前， 宝山区 15 个街镇 （园区）、5

个区属国有企业与对口地区乡镇（园区）

签订了 24 个“携手奔小康”结对帮扶协
议，实现新疆叶城县、云南维西县所有深
度贫困乡镇全覆盖； 全区对口帮扶 7 个
县（市）的 579 个深度贫困村，已经签约
结对 299 个， 剩余 280 个年内将签约结
对，实现全覆盖。

宝山区对口帮扶县

扶贫协作：云南曲靖罗平县、师宗县、

富源县、会泽县、宣威市，云南迪庆维西县
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叶城县

闵行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广泛动员区内有关部门、企业和社
会组织共同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工作，凝聚扶贫合力、发挥专业优势、扩
大帮扶实效，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
发力的多层次扶贫格局、 有效实施精准扶
贫作了探索和实践。

落实携手奔小康行动，一直是闵行区
探索实践的亮点特色工作之一。不仅抓得
早，还持续抓好深化、完善和规范，更注重
抓出成效。 在狠抓市、区两级既定结对帮
扶工作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纵向体系
上求深化， 援助模式也由 “大水漫灌”向
“精准滴灌”转变。 闵行区于 2016年初在
全市范围内率先启动了乡镇一对一结对
帮扶模式， 并于 2017年实现对新疆泽普
县和云南香格里拉市所有乡镇结对帮扶
全覆盖。 2018年以来，又继续动员组织区
属国资企业、街镇、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对
云南保山市一区三县深度贫困乡镇、深度
贫困村的结对帮扶工作。截至 2018年底，

闵行区 14个街镇和 7家国资企业共结对
帮扶对口地区 6 个县（市、区）所属的 47

个乡镇（场）、105个贫困村。2019年底，闵
行区将实现与泽普、香格里拉以及保山一
区三县所有深度贫困乡镇、深度贫困村结
对帮扶全覆盖。 在持续做好乡镇、村企结
对帮扶的基础上，闵行区按照“三带两转”

的工作要求，在结对帮扶工作横向层面求
扩展，不断丰富、深化结对帮扶的内涵，将
精准扶贫工作深入到基层末端，持续激发
帮扶热情，全面提升精准帮扶成效。 首先
是加大两地基层之间的合作交流，进一步
加强专业领域的交流交往交融。通过推动
两地卫生院、学校、图书馆结对帮扶工作，

使对口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水平有了普遍
提高。 除了教育卫生方面， 两地农业、科
技、人社、工商联等部门，相继建立结对合
作关系，联动指导各自相关领域开展扶贫
协作工作。 截至目前，闵行区结对帮扶对
口县（市、区）50 所学校，32 家医院，7 个

部门。 与此同时，闵行区扎实开展形式多
样的交流交往交融活动，2018 年共开展
文化交流活动 10 次、 旅游交流活动 26

次、其他类交流活动 81次。 其中，在每年
组织开展的“闵·泽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
活动的基础上，今年复制推广模式并成功
举办了首期“闵·香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
活动。 2018年至今，已累计组织对口地区
585 名青少年来闵行开展“手拉手”夏令
营活动。

闵行区始终把助推对口地区农特产
品销售， 作为有效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发
展的一项重点工作，紧贴当地实情，结合
自身区情，创新思路举措，打出了一套组
合拳，掀起了“消费+公益”精准扶贫的热
潮。 在区内中心位置开设对口地区优质
农产品展销中心，并以点带面，逐步覆盖
全区， 先后开设了新安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展销分中心、浦锦街道展销分中心、马
桥镇展销分中心、 上海农科院展销分中
心， 同时在闵行区汇宝购物广场设立上

海首家“百县百品”专柜，在虹桥电商物
流港协调设立对口地区特产展贸中心，

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 在七宝古镇内开
设的“一座保山”上海·七宝旗舰店，不仅
让上海百姓零距离接触到了来自云南保
山的优质农产品，也让“一座保山”这一
品牌牢牢扎根闵行。 闵行区每年国家扶
贫日前后都会举办对口地区农产品展销
会， 组织对口地区优质农产品生产企业
来闵行宣传、推广、销售；平时定期举办
对口地区优质特色农产品进机关、 进商
超、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发动区内各
类企业、商会和个人积极订购，营造闵行
区消费扶贫的浓厚氛围。 2018 年至今，

闵行区共助推销售对口地区优质特色农
产品总额约 1.23 亿元。

闵行区对口帮扶县

扶贫协作：云南保山昌宁县、龙陵县、

隆阳区、施甸县,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
对口支援：新疆喀什泽普县

自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工作以来， 嘉定区向对口帮扶地区交出
了一份份靓丽的成绩单， 越来越多的产
业项目精准落地、优质农产品入沪销售，

结对发展渠道畅通、 扶贫协作模式不断
升级，让共同富裕的“新苗”不断结出累
累硕果。

产业是脱贫之本，也是致富的基石。

“企业开在家门口，就业脱贫好帮手”，一
批优秀的爱心企业以产业帮扶来变 “输
血”为“造血”，实现真扶贫、真脱贫、长效
可持续脱贫，带动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比如，大山里养起了“海味”。天盛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嘉定区引入云南省楚
雄州双柏县的首家水产养殖企业， 也是
第二家落户双柏的沪籍企业。 公司与上
海高校联姻，与上海企业对接，按照“政
府搭台、企业带动、发展农户”的帮扶模
式， 在大山里规模化养殖虾蟹类高端水
产品。 该项目首期投资 3000 万元，通过
流转农户土地建设养殖孵化基地， 返聘
农户到企业务工， 帮助贫困农户稳定增
收。项目实现直接产值 1 亿元、间接产值

2 亿元、 年利润 2000 万元以上， 帮助村
集体经济每年增收， 带动了 165 户当地
群众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11 户，

是目前全县沪滇协作企业的标杆。

又如，高原上种下了“绿食”。 云南百
蒂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嘉定区民企在
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投资的农业企业，公
司建设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基地，统一处理
污水，合理施下农家肥，大力示范发展绿
色有机蔬菜，促进地区生态环境改善。 项
目建成投产后，资产为村集体所有，通过
“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模式，带动
当地贫困户就业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目
前，蔬菜大棚面积达到 1000亩，带动 2000

亩以上的蔬菜产业发展， 产值达到 8000

至 10000元/亩， 利润超过 5000万元/年，

带动了 751户 2268人稳定增收，其中 1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贫。

在医疗等重点领域， 嘉定区精准发
力，区卫生健康委探索“派出去，请过来”

的模式开展组团式结对帮扶，选派学科专
家、 资深护师等到对口地区送医送药，邀
请对口地区医务人员来沪培训、 业务进

修，通过临床教学、门诊带教、技术培训、

手术示教、 疑难和死亡病例讨论等形式，

提高当地医务人员技术能力和水平。

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 高原紫外线强烈。 由于长
期受到照射，不少藏族同胞患有眼疾，但
受限于医疗条件， 不少眼疾无法在当地
得到有效医治， 给当地群众脱贫带来一
定的困难。 “藏汉一家亲，千里送光明”，

自 2014 年起， 嘉定区卫生健康委派出
“青海久治光明行”医疗队，他们背上“责
任、技术、担当”的行囊，为藏族同胞送去
“光明、健康、希望”。多年来，嘉定区已累
计派出 12 批约 180 余人次医务人员，开
展白内障筛查 2200 多人次， 完成了 200

余例手术。

短期的医疗援助并不能彻底解决医
疗卫生资源短缺问题，嘉定区卫生健康委
针对青海久治、云南德钦等受援地区地域
宽广、乡镇分散、交通闭塞等因素，在久
治县和德钦县人民医院，建立远程医疗会
诊中心，建设远程影像诊断中心，缓解藏
民看病难、看专家更难的问题，使患者能
够享受上海嘉定同质化的医疗服务。

除了“组团式”医疗帮扶取得成效，

嘉定的教育帮扶也是有声有色。 嘉定区
引入社会力量和爱心团队， 广泛动员区
内学校和学生捐赠图书， 全区 120 所中
小学校和幼儿园共募集图书 2128 箱 、

108106 册。 一本本写上寄语和满怀爱心
的图书通过上海享物公益基金会开展的
“知嘉事?聊嘉情”爱心图书捐赠活动，送
到了迪庆州和楚雄州 79 所学校的孩子
们手上，充实到了学校的图书馆书架上，

更好地帮助对口地区的学生用知识改变
命运，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多年来，嘉
定区在对口帮扶工作中， 坚持用力用心
用情，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
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有力地
助推了对口地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嘉定区对口帮扶县

扶贫协作：云南楚雄双柏县、永仁县、

大姚县、南华县、姚安县、牟定县、武定县，

云南迪庆德钦县
对口支援：青海果洛久治县

金山区结对云南普洱 23年来，始终把
做好对口帮扶工作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党
委政府高位推动、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合作
领域更加拓宽、社会力量全面参与，形成了
“政府援助、人才支持、企业合作、社会参
与”的帮扶大格局，有力助推了普洱经济社
会发展、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2016年至今，

金山区支持普洱实施农村基础设施项目
112个、产业发展项目 82 个、劳务协作项
目 24个、人才支持项目 39个，有力助推了
宁洱县、镇沅县高质量脱贫摘帽，以及景东
县、墨江县加速脱贫。

产业合作突出“自选动作”，高位推进
消费扶贫。近年来，金山区深入推进产业合
作项目， 依托两地共建的普洱市金山宁洱
产业园，引导上海强丰、上海麦隆等企业落
户； 上海泉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景
东建设的香菇种植基地也已投产。 与此同
时，普洱的龙头企业产品也陆续入驻金山，

澜沧古茶等在金山区设置了直销点， 墨江
县和镇沅县紫米等农特产品也已进入上海
销售渠道。

制定出台了 《金山区扶贫协作与合作
交流专项资金资助企业投资项目实施细
则》、《金山区扶贫协作地区特色商品销售
项目资助办法(试行)》、《金山区深入开展消
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等文件，对赴对口地区投资的企业、从事消
费扶贫的相关市场主体给予专项资金资助
等政策支持， 着力激发全社会参与消费扶
贫的积极性。

先后组织了普洱市企业参加金山区机
关美食节、金山购物节、老牌新品发布会等
展销活动，举办了景东县扶贫大礼包、镇沅
县瓢鸡产业等专项推介活动， 组织金山区
销售企业赴普洱市考察农特产品； 大力建
设景东营销中心，销售各类当地农特产品；

组织区内商超等销售云南的核桃乳、蜂蜜、

茶叶等。 率先推行“疗休养+扶贫”模式，结
合普洱特色生态环境资源， 开展机关事业
单位赴普洱地区定点疗休养， 推进消费扶
贫并支持康养产业发展， 提升 “疗休养造
血”功能。 2018年下半年，金山区赴普洱地
区开展疗休养的部门有 30家， 人数共计

1303人。 今年以来，赴普洱地区开展疗休
养的部门有 20家， 共计 98批次 2532人，

全年预计超过 4000人。 下一步，金山区将
依托现代农业优势， 继续帮助普洱实施特
色产业提升工程， 因地制宜发展增收带动
明显的种植养殖业、民族手工业、乡村旅游
业， 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扶贫产
业园。 同时，借助上海商贸展会平台，搭建
产销对接渠道，加快推进“互联网+农产品”

模式，拓展普洱的农产品进沪通道。

精心组织、精细对接、精准服务，深化
“就业扶贫”。 根据金山区与镇沅县签订的
《2018年度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书》， 区人
社局与镇沅县就技能扶贫工作达成一致意
见，挂牌成立“上海市金山区劳务协作镇沅
技能培训基地”， 为镇沅县深度贫困人口培
训中心提供教学资源支持、培训经费资助以
及硬件升级改造，提升当地造血功能，增强
技能培训能力，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同时，区
人社局组织赴普洱市开展专场招聘、第三方
平台入村招聘活动 12场次， 妥善推进务工
人员来金山区转移就业， 扎实做好稳岗、拓
岗工作。对在金山区务工人员定期不定期开
展技能培训、体验活动，根据需求组织参加
计算机初级培训，参与“世界青年技能日”体
验活动，帮助提升技能、拓宽眼界。

广泛动员、持续推进社会帮扶。金山区
在贫困县、 深度贫困乡镇结对帮扶全覆盖
的基础上，将对口地区 96个深度贫困村纳
入村企结对帮扶，实现深度贫困村全覆盖。

针对普洱专业人才缺乏的现状， 组织区内
医院、 学校结对帮扶普洱 20家医院和 30

所学校， 每半年增派 16名教师和 16名医
生到对口四县进行为期半年的支教支医，

邀请普洱 25名教师和 25名医生来金山区
跟岗进修，广泛开展两地干部、教师、医生
间的培训交流， 根据当地需求制定讲学计
划、培训人才方案，为普洱提供强力的智力
帮扶。

金山对口帮扶县

扶贫协作：云南普洱宁洱县、镇沅县、

墨江县、景东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将其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
位置，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作出了一系列工作部署。 上海始终高度重视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
口支援工作，按照“中央要求、当地所需、上海所能”原则，真情实意付出、真金白银投入、真抓实干攻坚，全
力以赴助推对口帮扶地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上海的 16个区坚持“全市
一盘棋、上下一股劲”，持续强化责任意识、加大工作力度、发挥各自优势、创新工作方法，取得了丰硕的帮
扶成果。 为此，10月 13日至 16日，连续四天对各区对口帮扶工作特色亮点、典型案例等进行系列报道。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二8 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