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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饮一江水，沪万心连心。今年，是上海对口支援万州30

周年。
万州区地处重庆市东北部，蓄水后因拥有三峡库区最宽阔

的江面，而被称作平湖之城。当年，为建设三峡水利工程，万
州累计搬迁、安置库区移民26.3万人，占整个三峡库区移民
量的五分之一，是移民任务最重的区县。为积极响应党中央、
国务院号召，做好对口援助三峡库区工作，从1992年起，上
海与万州山海情牵，携手书写协同发展新篇章，共同描绘全面
共进同心圆。

30年来，上海在万州持续实施一系列针对库区移民的帮扶
项目，如移民社区整治、校园校舍建设、医疗场所更新、农旅
产业布局等。一批批援万干部揣着炽热而浓烈的情谊，通过不
懈奋斗的足迹，在三峡库区的大地上，种下了一片片绚烂的幸
福之花。

于高山之巅，方见大江奔涌；于群峰之上，更觉长风浩
荡。近三年，在第十五批上海援万干部的努力下，来自上海的
帮扶力量推动对口支援实现了输血型向造血型、政府行为向市
场行为、单方受益向合作共赢的转变，为万州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打下坚实基础。

用心、用情、用力，只为跨越千里河山；协同、协作、协
契，奋斗不止眼前华章。30年风雨兼程，更看今朝继往开来。

第十五批上海援万干部、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
主任万明民表示，赴万以来，援万干部肩负拓展两地合作交流
的任务，服务社会事业新面貌、乡村振兴新格局、产业发展新
需求。未来，根据万州“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上海
将与万州干部群众携手并进，精诚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努力推动合作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发展，共
同谱写对口支援新篇。

上海援万：三十载心手相连，同筑梦再奋进

30年，精诚合作，使命书写在万州

大地。

今年，郑渝高铁已全线通车。从万

州出发，实现了“一小时重庆、三小时郑

州、五小时北京”的目标。未来，途经万

州北站的还有新渝万高铁、成达万高铁，

它将进一步把万州与成都、重庆主城之

间串联起来。随着交通基建的改善，万

州作为渝东北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吸

附力和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

万州围绕生态优先当示范、绿色发

展当标杆的战略定位，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凝聚战略共识、突出战略抓手、强化

战略保障，正铺陈出一片更加壮丽辽阔

的未来蓝图。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历史属于奋

进者。当城市能级提高之时，对这座城

市的居民来说，在此生活是否感到便利

和舒心、能否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是一

种软性却又重要的考量因素。姜轶栋表

示，上海不仅在万州实施了投资建设，还

把超大城市的管理经验带到帮扶项目

中，使万州群众的生活品质得到提高。

万州城区的百安坝街道学府移民小

区共有移民安置房23栋，常住居民近

4000人。由于修建时间较早，各项设

施陈旧。上海援万干部在此实施移民社

区综合帮扶项目，新建了门禁系统、视

频监控、水压监测、楼道烟雾报警装

置，并通过物联网将信息汇集到小区管

理数据平台。学府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

中全说：“设施更新后，居民们的安全

感更强了。”

老阿姨钟天华在富民花园小区住了

20多年。该小区有居民3000多人，因停

车产生的问题日益增多。经过上海援万

项目改造，这里增设了车辆道闸、停车视

频监控，通过智能停车管理平台，停车情

况一目了然。钟阿姨感叹，现在小区秩

序井然，安全系数也提高了。

对口支援30年，沪万彼此不负重

托，不负期待，以行动践行了“人心齐，泰

山移”的哲理。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到移民安置小区环境综合整治，从人

才培训干部交流到生态保护灾害治理，

一个个惠民工程为万州经济社会发展和

移民安稳致富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昔日

擘画的蓝图，已经成为现实最美风景；三

峡情谊的动人故事，平湖万州正在欢快

地诉说。

30年，携手逐梦，答卷印刻在人民

心中。

在万州区太安镇的凤凰花果山景

区，上海支持太安镇建成以“十里荷塘、

百亩花园、千亩茶园、万亩田园”为特色

的全域旅游示范镇。如今，太安镇每年

接待游客20万人次，许多村民吃上了旅

游饭。

穷日子远去，好日子节节高，这背后

的底气正是来自上海的温暖“援手”。谭

文星是土生土长的太安镇凤凰山人。他

记得，以前这里是个光头山，土地贫瘠，

村民只能种苞谷、洋芋、红苕这三大样，

劳作一年却经常食不果腹。“穷怕了，都

盼着能过上好日子。”

上海在库区积极改善农村基础设

施。在太安镇，实施了梯田特色小镇项

目建设。对观凤梯田区域和千层梯田区

域进行民房风貌改造、院落整治。改造

凤凰花果山园区民宿及农耕文化馆。新

建休闲观光亭、观景平台、生态停车场等

设施。往日的偏远山村变成了城里人愿

意来消费的美丽景区。

如今，凤凰茶乡云雾缭绕，一排排茶

垄依山起伏、错落有致，绵延无尽向远方

延伸。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不

同的风景。秋季，绿色的树木、碧绿的水

塘、金黄的梯田、浅白的道路相互交织；

待到春暖时节，漫山遍野的鲜花又将盛

开，把翠绿的山间铺染成彩色的锦缎。

情牵两地，从“输血”到“造血”，太安

镇开出“旅游花”，是上海对口支援万州，

改变落后山乡的生动剪影。

三峡库区走向乡村振兴，要克服产

业空虚问题。上海先后在龙驹、太安、武

陵、燕山、黄柏等乡镇13个村实施居民

点改造、村级公路硬化、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受援村基础设施条件变好、农村面貌

明显改善。更重要的是，上海干部深入

基层，走万里路，根据各地禀赋不同，为

每个村导入特色产业，使农民家庭收入

稳步增加。

燕山乡泉水村的特色是红茶种植。

燕山乡的红茶品质极高，品种为川小叶，

树龄均在50-60年以上。共有3000亩

茶园，年产“绿隐仙枞”有机红茶10万

斤。2019年，当地利用上海援万资金改

造村级道路2000多米，新建及硬化道路

500多米，并改造了种植基地的硬件设

施，新建了生产车间。改造后，茶叶生产

基地的面貌焕然一新，茶叶从采集、加工

再到成品的灌装在车间内一气呵成，极

大地提升了基地的生产效率，推动村民

实现增收。

新田镇义和村三组，又称“老湾院

子”，三面被山环抱住，宛如一个聚宝

盆。如何将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让绿水青山带来源源不断

的财富？这也是万州区水利局党委委

员、区对口办副主任姜轶栋等上海援万

干部的所思所想。

2021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万州区乡

村振兴示范点建设项目正式启动，选取

库区移民重点乡镇新田镇的义和村为项

目实施点，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产

业提升。其中，一期工程为老湾院子环

境整治。通过上海园林专家团队的精心

设计，将老湾院子打造成环境优美、产业

兴旺的乡村振兴示范院落。

在改造过程中，项目组针对每家房

屋的具体样式，定制改造方案。通过加

装安全护栏、安装石材地砖、整治阴阳沟

等措施，让村民房前屋后焕然一新。还

有很多村民参加了示范点建设。村民赵

本祥以前在外面打零工，示范点项目实

施后回来打工，每月收入可以达到2千

多元。

如今，效果初显：漫步于依山就势的

假山群、立体分布的花卉绿植带、富有情

调的小桥流水景观、曲径通幽的铺装石

材步道间，山野的自然景色和院落的园

林景观相映成趣、令人流连。

“做得巴巴实实的。”村民谭宗号说，

“以前是杂草丛生，现在变成了宜居的环

境，以后还可以搞点农家乐，带动水果产

业，大有帮助。真的要感谢党的政策好，

感谢上海的对口支援。”

截至目前，示范点项目一期工程已

基本完成，共改造村民房屋14幢，整治

院坝1000余平方米，建设生态停车场

800平方米，新增居民活动场地250平方

米，实施绿化4785平方米，修建蓄水池

190平方米。未来，持续实施二期工程，

新建产业便道，巩固提升义和村柑橘等

特色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对在紧要处，援到点子上。一笔笔

资金的大力投入，一个个帮扶模式的不

断创新，库区产业正在由“空心化”向“特

色化”“多元化”“生态化”转变，移民群众

正在由“搬得出、稳得住”向“逐步能致

富”转变。

30年，心手相连，深情厚谊熔

铸于血脉。

因为三峡工程与对口支援，万州

人对远隔千里之外的上海有着一份别

样的情愫。曾有人描绘一位地道的

“80（90）后”万州人的生活大概是这样

的：小时候住的房子被滔滔江水淹没

后，幼年搬入宽敞明亮的移民社区。

童年时在万州上海飞士幼儿园内尽情

玩耍，在万州上海小学的操场上运动；

初中、高中在重庆市重点中学——万

州上海中学度过，于“上海楼”的教室

里念一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工作

以后，常常开车行驶在“上海大道”上，

到万州上海文华福利院看望长辈，到

万州上海医院做每一次的孕期检查，

准备新生命的到来……

对口支援，对的是难与困，援的

是情与心。

30年间，万州的面貌日新月

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人

民由衷地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万州

区上海医院主治医师张伟说：“现在

我们可以轻松而且成熟地完成肝脏肿

瘤介入治疗，这在以前缺设备、缺技

术的年代是无法做到的。”医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张学斌介绍，1990年

代初，五桥卫生院（万州上海医院前

身） 仅有职工70余人，万元以上医

疗设备仅一台，年医疗业务收入80

余万元。如今，医院有550多名职

工，年总诊疗量 50多万人次。而

且，由两地共谋、上海设计、占地

120亩、建筑面积近14万平方米、规

划床位1000张的新院正在如火如荼

地建设中。

上海援万坚持“民生优先”原则，

聚焦库区群众最关心的医疗、教育、养

老、增收等民生问题，解决了群众的心

头事儿，“补齐”和“完善”由于移民搬迁、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遗留下来的“短板”，

走出了一条“帮基本、扶重点、重智力”的

对口支援新路，万州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显著增强。

如今，上海和万州之间的深情在

下一代年轻人中得到传承。“投我以木

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

也。”这是从万州的另一所重庆市重点

中学——万州新田中学传出的琅琅读

书声。

2002年，上海力量担负起新田中

学全淹后迁建的重任。而今，整个学校

依山而建，报告厅、教学楼分别以黄

浦、浦东、卢湾、嘉定和宝山命名，校

园背山面江，临江而眺，气势非凡。党

委书记、校长牟其明说：“过去20年

来，新田中学持续接受上海各界无私援

助，学校环境和办学品质有了显著提

升。可以说，没有上海人民援助，新田

中学就不可能从一所农村初级中学发展

成为重庆市的重点中学。”

沪万真情，双向奔赴。

今年春天，在上海抗击疫情最吃劲

之时，万州组织物资千里驰援，第一批

100吨蔬菜瓜果在3月31日晚抵达；第

二批次200吨物资按份装入定制的塑料

筐内，用4辆超长冷链车一昼夜不停赶

路，在次日早8点运抵上海。收到物资

的上海市民纷纷晒照片致谢：“我们小

区收到了重庆市万州区送来的物资，水

果蔬菜很新鲜，硬东西也不少，而且还

贴心准备了辣椒酱和榨菜，谢谢重

庆。”“感谢重庆万州政府和万州人民。

解封了一定要再去重庆旅游！这包装不

得不夸，里面有绿叶菜、调味料、洋葱

姜蒜，甚至还有水果和榨菜。”

这份情，这份爱，碧波荡漾的平

湖记得住，流淌不息的浦江同样难以

忘怀。

奋力提升渝东北中心城市能级

精准盘活三峡库区乡村产业
沪万真情书写双向奔赴华章

▲黄浦区助力万州新田中学建成全重庆首个校园农耕文化园。

 万州区上海飞士幼儿园。

▲重庆万州，黄金水道，百舸争流。 （均资料照片，三峡融媒体提供）
 万州区太安镇依托绿茶等重点产业推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