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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奔流不息，沪滇情谊深长。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
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上海坚持“民生为本、产业为重、规划为
先、人才为要”的工作方针，努力找准“中央要求、云南所
需、上海所能”的结合点。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从去年起，上海与云南东西部协作结
对关系扩展为云南全省。2021年，沪滇双方紧紧围绕“巩
固、拓展、衔接”主线任务，实现了“十四五”沪滇协作工作
的良好开局。今年，沪滇协作干部人才选派力度越来越大，资
金项目进度越来越快，招商引资强度越来越大。

这同样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山海之恋。今年春天，云南省对
大上海保卫战鼎力相助、无私奉献，东西部协作谱写了动人旋
律。

上海市第十二批援滇干部联络组组长、云南省乡村振兴局
副局长边慧夏表示，为做好沪滇对口协作工作，上海援滇干部
将继承和发扬“要做一滴水融入，不做一滴油漂浮”的援滇精
神和工作态度，发挥“前方一群人，后方一座城”的资源和工
作优势，最终实现“一次援滇行，一生云南情”的工作情怀。

未来，上海将与云南干部群众一道，在巩固成果、拓展协
作、完善机制上共同发力，保持帮扶政策措施的稳定性和连续
性，围绕助力乡村振兴，创新产业协作、园区共建、消费帮
扶、组团服务等方式，将两地协作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推进。沪滇将着眼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加强战略协同，在服务“双碳”战略
中拓展合作空间，推动两地合作续写新篇章。

上海援滇：山海共绘同心圆，东西协作促振兴

在东华大学举办的非遗研修班上，

不时有来自楚雄州的彝族学员出现。作

为彝家人引以为傲的“指尖艺术”，彝绣

传承人和东华大学学生、英国曼彻斯特

城市大学学生结对设计；从课堂教学到

爱心市集、从静态展示到动态展演，从学

术研讨到公益讲座，“非遗传承人+中外

设计学专业大学生”的学习模式实现了

多方位、多角度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和研

究，为彝绣产业人才培养添砖加瓦。

近年来，沪滇协作着力培养一支高

素质的人才队伍。通过聚焦专业人才、

特技人才、适配人才、技术领军人才、农

村电商人才等“五类技能人才”培育，促

进沪滇劳务协作再上台阶。

与此同时，干部的培训交流机制也

在不断深化。去年年底，丽江市发展优

化现代产业体系专题培训班在上海财经

大学顺利举办。培训通过邀请复旦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防

大学知名教授，开展讲座。有当地学员

直言：“研修让我感觉到了差距，比如现

代知识的匮乏、知识结构的老化、信息化

应用能力的不足等，深感到压力，增强了

学习动力，提升工作能力。”

沪滇两地积极选派优秀干部进行双

向挂职锻炼、对口交流培养，增长云南当

地干部和挂职干部的管理能力、先进理

念，为今后做好云南乡村振兴提供智力

支撑。

自1996年沪滇协作开始以来，上海

援滇干部、人才进行了七轮增派。

今年以来，根据中央“三农”工作把

工作对象转向所有农民、把工作任务转

向推进乡村“五大振兴”、把工作举措转

向促进发展等要求，上海进一步增强援

滇力量，新选派援滇干部85人，“组团

式”帮扶医生50人、教师141人，在一线

的援滇干部人才目前共有700多人，实

现了跨越式增长。

教育卫生一直是上海的强项，也恰

恰是云南最急需帮扶的领域，上海积极

深化组团式帮扶发展新模式，坚持“市区

统筹、条线落实、街镇补充”，2021年，遴

选了10个重点帮扶县开展“组团式教育

帮扶”试点，动员了35家学校结对云南

38家学校，48所医院与云南35所医院结

对，将好经验和好做法扩大到结对的学

校、医院，为今年组团式帮扶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日前，昭通市盐津县人民医院DSA诊

疗中心，在新华医院援滇医生的带领下，

成功开展了该院首例心脏冠状动脉血管

内超声介入手术。这样的首次，是组团式

帮扶昭通民生事业的一个缩影——一年

多来，上海9家医院结对昭通11家医院，

加强医生互派、帮建专科、远程诊疗、建设

“医疗影像云平台”；组团上海教师、医生

40余人集中帮扶昭通市10个县级学校、

医院，通过播撒种子的方式带动区域公共

服务发展，提升技术水平。

上海帮扶团队还积极利用先进的设

备和技术，搭建远程协作平台，实现远程

“互动、互学、互助”。同仁医院以上海市

白玉兰远程医疗系统为载体，以影像科

X片、CT片、心电图为切入点，帮助红河

州金平县医院进行远程读片会诊，进一

步实现远程查房、会诊、疑难病讨论等医

疗互动。在迪庆州香格里拉中学，上海

不仅派出了一线帮扶团队，而且成立了

“大后方”团队，将通过线上等方式给予

更多的帮扶。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多年来，

上海把对口帮扶当作“自家人”的“分内

事”，在消费帮扶等工作中“人人皆可为、

人人皆愿为”。今年春天，云南省派出

1200多名医务人员奔赴上海抗疫。在

沪滇间近3000公里的公路上，时常可见

满载蔬菜、水果、药材等特色产品的货车

上的标语：“山海情谊厚，沪滇一家亲”。

数不尽的暖心事，道不尽的山海情，

沪滇携手踏出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奋斗和

拼搏，每一帧风景都写满了美好和希望，

两地人民的心被紧紧地连在一起。

2022上海咖啡文化周上，云南咖啡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在上海，00后姑娘何维琦是dehome

（德宏谐音）网红咖啡馆店主；在云南，她

经营着一个占地4000亩的咖啡庄园。

她发现，在德宏能看到越来越多上海精

品咖啡店主的身影，“都是亲自来采购

的”。成为店主后，她更清晰感受到，终

端消费如何切实反哺产业链上游升级。

云南咖啡一直不缺品质，但只有实

现产业链升级、走上精品化发展之路，才

能更加健康持续发展。上海，除了给产

业链上游赋能之外，还能向产业链深处

进发——作为国际贸易中心，优进优出

的外贸发展格局已在上海基本形成，上

海能带动云南咖啡更好走向海外，并最

终形成新的产业链，辐射相关产业，从而

完成一场咖啡精深加工的“工业革命”。

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云南当地特色

产业，沪滇协作全力打造“种养—提质—

冷链—物流—采销”的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越来越多的蔬菜大棚、冷库扶贫车

间、道路建设等协作项目从图纸走进了

现实。如今，“让青豌豆从种子到餐桌成

功跨越3000公里”的美丽故事在保山市

施甸县已传为佳话。

沪滇协作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关键

路径，坚持优势互补，强化产业协作，推

动产销对接，延伸骨干产业链，构建全方

位、多领域、深层次沪滇产业协作新格

局。值得一提的是，两地共建产业园区，

把上海成熟的营商环境、招商政策、管理

经验引进来，用市场化的手段吸引更多

企业入滇发展。积极推动企业落地，实

现沪滇两地产业互补、人才互动、技术互

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截至今年10

月底，沪滇两地已共建产业园区67个，

其中农业产业园37个，引导入园企业

129家，入园企业实际到位投资额8.12

亿元。

在上海各界的努力下，结合《上海市

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开

放协同支持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

射中心的框架协议》，大项目、大龙头、大

合作纷纷落户云南共建产业园区：立足

资源优势，上海鹏欣集团与云南签署打

造千亿级肉牛产业合作协议，引进海外

优良肉牛种群，在昆明、临沧、保山、德

宏、普洱、红河、昭通等地进行产业布局，

积极打造“高原肉牛产业示范园区”。提

升产业能级，临港集团与云南签署合作

共建产业园区框架协议，规划建设临港

昆明科技城，未来这里将成为对当地产

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显著作

用的东西部协作先行园区与示范园区。

从平台建设、投资促进、管理提升、

产学研结合、产供销拓展，到共建产业园

区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因地制宜

寻突破、数字赋能搭平台、“四权分立”强

管理、租金累进稳增长、“一园N片区”，

在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农业增收、吸纳农

民就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大理州祥云县申洱花卉产业园区便

是园区新模式的探索之一。基地采用现

代农业种植管理技术立体种植布局、精

准水肥管理，以“粮食作物＋玫瑰花”立

体种植模式和“粮食作物＋菊花”应季轮

作种植模式，提升土地利用率、增加土地

产出效益。同时，园区采用“沪滇协作+

政企合作”的投资模式，不仅有上海对口

支援资金和当地财政资金的投入，又有

上海企业投资参与和运营管理，实现各

方利益紧密结合。

有了好产品，销路也不用发愁。上

海市援滇干部联络组聚焦产品、渠道、市

场“三端”发力，不断做强产业链、做宽流

通链、做强消费链，扎实推进沪滇消费帮

扶，昭通苹果、临沧坚果、宾川葡萄、石屏

豆腐、寻甸牛肉等一批地域性强、辨识度

高、质量有保障的产品在沪上赢得了口

碑。2021年已实现销售云南消费帮扶

产品53.7亿元，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并创历史新高。

蓝天白云下的绿色山丘上，佤族

风情的民房与飘扬的五星红旗，在蔚

蓝的天空下闪着光，生活一派富饶与

安详。

这里是临沧市沧源县上龙乃自然

村。上海在此投入沪滇帮扶资金，实

施产业路、村庄功能和人居环境提升，

把1960年才回归祖国的中缅边境线

上的阿佤山寨，打造成云南省第一批

睦邻友好型边境小康示范村。

佤族大姐肖美英站在村口观景

平台上，开心地说：“以前我家房子

是用竹子和茅草当顶，下雨天怎么

能不漏？如今生活就一个词——翻

天覆地！”

国境之旁、鲜花盛开的村庄，亭台

之邻、树影婆娑的人家，云端之上、若

隐若现的山寨……这是促进各族群众

共同迈向现代化，建设好美丽家园的

有力举措；是维护好民族团结的重要

抓手；是筑牢祖国安全稳定屏障，守护

好神圣国土的现实需要；是增强国家

感召力，展示好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

载体。

“沪滇山海情，携手共奋进。”在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蚌寨，记录着从

贫困到富裕的村史亭中有这样一副醒

目对联。上海援滇干部推动曼蚌与景

莱、龙利、曼厂、曼掌的党建、产

业、村貌联动发展，打造“一村一

品”——有的聚焦做功能提升改造，

有的专注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还

有的围绕乡村旅游实施文化改造，避

免了振兴手段的同质单一，让乡村有

了造血功能。

在广袤的彩云之南，上海援滇紧

紧围绕“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与当地干部群众

携手，整合使用援滇资金、政府部门资

金和社会资金，聚焦某一特定示范村

或示范区，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交通出

行、供水保障、物流体系、人居环境全面

提升，以精品引路，以示范带领，让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滇西北的怒江州贡山县嘎拉博

村，一幅幅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新

农村画卷映入眼帘。村间道路宽敞整

洁，房前屋后栽种着各种蔬菜和兰

花，一排排生态竹篱笆与传统特色的

住房相映成趣。

在滇东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石笋村

的边境集市覆盖境内外多个乡镇，旺季

上千人赶集。如今，集贸市场场地硬化、

摊位、边贸商铺正抓紧建设，农家超市电

商平台正在组建……

云南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如

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挖掘乡村文化的内

在价值、弘扬先进民族文化、赋予新的意

义和时代价值，是上海援滇干部长期思

考的路径。

今年4月，位于普洱市澜沧县的班

利村文旅园正式开园，一场盛大的文旅

“大餐”如火如荼展开。近年来，沪滇

协作按照整体打造、分步实施、压茬推

进的长期帮扶策略，充分发挥班利村临

近空港的交通地利优势和作为“摆舞之

乡”的传统文化优势，采取“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文化振兴+动力提升”的

综合帮扶举措，在帮助班利村实施道路

硬化、雨水沟渠、人畜分离等项目的基

础上，建设农特产品交易展示中心、文

化舞台、文化传承展示馆等游客服务设

施，对群众民族歌舞进行重新培训辅导

和整体编排包装，让老百姓在农忙之余

通过演出增加收入，将民族文化与旅游

产业有机结合，形成以民族特色、民族

舞蹈、民族音乐为核心的文旅景点，借

势文化旅游业拓展发展致富路子。

这些举措紧密围绕“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人才振兴、文化发展、有效治理”的

目标，促进云南乡村振兴破局、破势，步

入发展“高速道”。

促共赢，以智力人才培养传续

激活力，以共建产业园区造血

强示范，以乡村振兴精品引路

▲杨浦区消防救援支队迎来了新招录的一批专职消防员，他们之中有多名来自云南丽江。

 “组团式”医疗帮扶帮助当地留下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普洱瑶家山村展新颜，特色的瑶族民居、平整的水泥路、多彩的民族墙绘引人入胜。 （均资料照片）
 黑山羊全产业链助昆明禄劝乡亲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