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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上世纪中叶勾勒的三峡
蓝图，如今早已化为现实。

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三峡门户”湖北省宜昌市夷
陵区，地处风景秀丽的长江西陵峡畔，是举世瞩目的三峡大
坝、葛洲坝所在地，被誉为中国非金属矿之乡、中国早熟蜜柑
之乡 （中国柑橘之乡）、中国名优茶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
乡、中国观赏石之乡。

夷陵是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最早、就地就近安置移民最
多、移民结构最复杂、安置难度最大的县市区。

30年前，上海与夷陵因国家重大工程——三峡而结缘。
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号召中央国家机

关、单位和全国有关省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安置，从而拉
开了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序幕。为实现移民“搬得出、稳
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上海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
召，心系移民，牵手夷陵。结合夷陵移民创业发展所需，用心
用情用力，扶资金、兴产业、促合作、育人才，为夷陵区经济
社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2021年，夷陵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71.08亿元，地方
财政总收入48.07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3975元、25907元，区域综合实力位居全省I类县市区第一
方阵前列，连续17年被表彰为全省县域经济工作成绩突出单
位。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
上海等对口支援地区的关心支持。

时至今日，上海对口支援夷陵项目543个，涵盖产业转
型、民生保障、社会事业等各方面，累计为夷陵区培训各级各
类人才8078人次，选派15批24名优秀干部到夷陵挂职，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春秋卅载，时光流转，岁月悠悠，留下了无数故事、诸般
回忆、许多精彩。

用情、用心、用智，对口帮扶，友谊跨越千山万水；
携手、协同、协作，奋进新时代，远不止眼前华彩。
第十五批上海援夷小组组长、夷陵区委副书记赵峰表示，

未来，上海与夷陵将携手共进、一路同行，共筑对口支援的平
台，再谱合作发展的新篇，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作出新的贡献。

上海援夷：乘文旅专列驶上乡村振兴“快车道”

沪夷心连心，抗疫肩并肩。

今年春天，上海抗击疫情期间，夷

陵区共向静安区援助防疫物资8批，送

至多家抗疫一线单位，共计474吨，包

括蔬菜、脐橙、中药汤剂，还有防疫香

囊等。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时针回

拨到2020年初，当时，援夷小组虽已

返沪，但心系湖北、情牵夷陵。为筹集

防疫物资，上海援夷干部抢时间蹲厂

家、进药店，采购筹集口罩、防护服、

消杀用品等紧缺物资1200余箱。这些

防疫物资分七批经绿色通道送抵夷陵，

解了夷陵燃眉之急，为夷陵送去了上海

人民的关爱。

如果将时间线再往后拉长，上海对

口支援的情谊，夷陵区妇幼保健院院长

李祖铭是感受最深的人之一。

2006年，他刚上任就遇到棘手问

题，老院区房屋破旧，想改建没有

钱，找到上海挂职干部提出老院区改

建的想法之后，援建的启动资金到位。

2006年起，上海和湖北省支援三

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先后投入

援建资金实施新院区配套设施、信

息化系统改造、儿童保健中心等项

目建设。

新建成的妇女儿童医院，不仅院

区环境在湖北省县市级保健医院名列

前茅，而且80%医生都到上海接受过

先进的医疗专业培训，服务理念得到

了很大改善，移民群众的满意度也有

大幅提升。

在人员交往方面，仅2021年，上

海援夷小组就组织夷陵4批200名党政

和企事业干部在沪培训。并通过“请进

来”方式，邀请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等7名专家教授到夷陵为600余

名当地干部讲学授课。

为持久学习上海先进经验，静安区

14个街镇和夷陵14个乡镇 （街道、试

验区） 结对共建，每年援助资金项目，

定期交流互访。这是静夷两地开创性的

探索。

长江如纽带，这一头是上海，那一

头是夷陵。

30年来，上海倾情聚焦夷陵建

设，同频共振“时代脉搏”，既“输

血”又“造血”，既扶“资”又扶

“智”，搭建服务平台，输入先进经验，

汇聚智力支援。上海高度关注、关心、

关怀夷陵移民群众生产生活，把夷陵当

兄弟，把移民当亲人。

双方以对口支援平台为桥梁，在

携手交融中大胆探索，碰撞新火花，

营造了互促共进的氛围，让夷陵在奋

进中快速发展，充分展现出上海的责

任与担当。

如今，山黛海蓝的中堡村，初步

形成了“处处是风景、处处可旅游、

人人是导游”的新格局。村里，有的

移民投身民宿行业，积极参与上海的

培训讲座，门店经营更加规范；有的

移民开起饭店，招牌菜是辣椒烧江

鱼，当然改良版是不辣的辣椒，因为

“上海亲人不太能吃辣”；有的移民在

家门口卖起各色农产品：脐橙、茶

叶、菜籽油……

如果有人问援夷30年，最大的变

化是什么？或许，答案就在移民灿烂笑

容里、在移民身后的建筑里，在移民鼓

起的钱袋里，也在三峡移民对上海人民

一声声“亲人”的呼唤里。

走进夷陵官庄柑橘种植园，这里绿

树成荫，橘子红了，果香四溢，沁人心

脾。

园区负责人引以为傲地说，每到橘

子丰收的季节，小鸦路沿线百里精品柑

橘走廊总是人气爆棚。

夷陵柑橘种植历史悠久，现有面积

33.5万亩，年产量稳定在 70万吨以

上，通过举办柑橘节，以橘会客、以节

促销，农文旅融合，先后荣获中国早熟

蜜柑之乡（中国柑橘之乡）、“全国柑橘

产业三十强”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在上海对口帮扶下，夷陵

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三峡蜜橘产

业集群等项目统筹推进柑橘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

一产指推广柑橘栽培先进集成技

术，完成宜昌蜜橘标准化基地改造

15538亩，形成以官庄为核心的千亩宜

昌蜜橘现代化生产基地，以宋百路环

百里荒旅游干线为核心的现代生态橘

园，以小鸦路沿线为核心的万亩精品

柑橘走廊。

二产指实施冷链仓储提升工程，

通过集中式和分散式冷库的建设，全

区冷库库容达12万立方米，夷陵柑橘

初加工企业实现冷链仓储全覆盖。同

时，引入全国先进的柑橘智能化分选

加工设备。

三产指大力推进橘旅融合，以官庄

村为核心，以宜昌官庄柑橘文化广场有

限公司为主体，利用三峡柑橘博物馆、

柑橘文化广场，深度挖掘、保护和传承

宜昌蜜橘农耕文化，按照4A级旅游景

区标准打造官庄三峡柑橘公园。

眼下，夷陵围绕打造中国知名“橘

都”，建成全国现代橘园技术集成示

范、全果加工综合利用示范、三峡柑橘

产地交易市场建设示范、湖北“橘文

旅”融合示范的要求，力争到2025年

柑橘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亿元。

30年来，上海始终坚持“夷陵所

需、上海所能”，以项目为根本，以文

旅新动能为抓手，通过创新实干，聚焦

样板打造，有力助推夷陵乡村振兴、高

质量发展。

不久前，上海君越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与夷陵区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推进智能制造、现代中药等相关产

业项目合作，助推夷陵实现“2345”战

略目标。

“夷陵区的发展气场令人振奋，干

事创业的劲头鼓舞人心，自然人文环境

得天独厚，是一片投资兴业的沃土。”

上海君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忠

表示，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推进智

能制造、现代中药等相关产业项目在夷

陵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据了解，本次签约的智能制造产

业项目，将结合夷陵主导产业发展需

求，在夷投资布局智能制造产业，并

协助引进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夷

完成不低于50亿元投资。签约的现代

中药产业板块，将结合夷陵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需求和道地药材资源禀赋，

以中药种植、中药提取及饮片加工、

中药材交易为核心，打造天麻、白

芨、甘草等中药材“种产销研”一条

龙的现代中药产业基地。

与此同时，配合上海对口支援地区

特色商品展销会，静安区专门设立两处

夷陵区农副产品展示体验中心，帮助夷

陵销售特色农副产品，如柑橘、茶叶等。

不久之后，上海“静安—夷陵”

文旅专列将发车，驰骋千里赴夷陵。

去年首次开行的“静安—夷陵”

文旅专列，以三峡大坝、三峡人家、

三峡大瀑布和百里荒等景区为主阵

地，集合“景点旅游”与“乡村旅

游”相融合的全域旅游新业态，通过

沉浸式体验、主题文化活动、特色美

食、文化创意及农产品展示等内容，

打造特色游览线路，共有700多名上

海游客满载而归。

“我们看到了浪漫的百里荒、灵秀

的三峡人家、壮丽的三峡大瀑布和宏

伟的三峡大坝，夷陵风景秀美、文化底

蕴深厚、人民热情好客！”上海市民周

先生说。

第十五批上海援夷干部、夷陵对

外交流合作办副主任吴鸿波解释道，

之所以开通文旅专列，是因为看好夷

陵的旅游资源和市场前景。“夷陵自然

风光秀美，旅游线路品质高。不同于

江南水乡，三峡山水独具特色，高峡出

平湖，美有明月湾，奇有灯影石，山珍

河鲜美味爽口，广受上海和长三角市

民青睐。”

今年，“静安—夷陵”文旅专列又

添新花样，除了“三峡之夜”文旅专场，

还有网红打卡地——三斗坪镇中堡

村。

三斗坪镇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南

岸，是三峡工程坝址所在地，先后斩获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湖北省旅游

名镇、湖北省旅游发展突出贡献乡镇

等荣誉。

中堡村位于三斗坪镇西北角，纵跨

三峡水利枢纽上下游，被誉为“三峡坝首

第一村”。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禀赋突

出，历史源远流长。站在村里高处，远眺

三峡库区的高峡平湖、黄牛岩极顶、西陵

长江大桥、秭归新县城，雄奇壮阔；驱车

10分钟可以抵达三峡大坝、三峡人家、

屈原祠3个5A级景区；中堡村的“镇村

之宝”——中堡岛，发现有距今6800多

年的大溪文化遗存，刻画在164块陶片

上的文字是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

不过，在过去很多年，中堡村这块宝

地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并没有享

受太多的旅游产业红利。究其根源是村

里的旅游配套较为老旧落后，旅游内容

不适应社会新需求，以致游客“匆匆而

来，匆匆而去”。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喜欢来、留得住，

上海援夷整合多方力量，积极探索支援

新路径，创新支援新模式，培育壮大民宿

产业集群。

三斗坪镇党委书记王涛介绍，中堡

村围绕中堡岛设立客落中堡服务区、峡

江怀古历史区、流光溢彩网红区、松枝密

境康养区。建设上坝路“三峡宿集”民宿

一条街、中堡移民文化为核心的游客换

乘中心、水电研学为核心的研学公园，着

力培育夜游、乐活游、网红游、亲子游等

新兴业态，全面提升吃住行游购娱综合

体验，打造水电研学、观坝住宿、农业采

摘、亲子休闲等多元一体的国家级乡村

振兴示范区。“高峡平湖观景台建成后，

游客可以在这里就餐、休息，也可踏上玻

璃栈道观赏三峡大坝雄伟身姿。”

长江如纽带
这一头是上海，那一头是夷陵

柑橘文旅、智能制造、现代中药
一个不能少

“三峡坝首第一村”中堡村
打造宿集2.0版

▲三峡大坝，气势恢宏。 (均资料照片)

 夷陵柑橘喜获丰收。

◥“静安—夷陵”文旅专列发车。

 静安区

援建的中堡乡

村 振 兴 示 范

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