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楚雄州大姚县石羊镇，不少村

民的背上都有道道伤疤，那正是工程

性缺水情况下沉甸甸的背桶留下的

印记。

今春，云岭大地遭遇了较为严重

的旱情。以往，烤烟田灌溉和人畜饮

水就成了村民李得平最犯愁的问题。

利用沪滇协作的机遇，当地开工

建设自然能提水项目。“不用油不用

电，水往高处流”，生产和生活用水就

有了保障。山上的村民兴奋地说：“上

海援滇干部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

水’，为我们斩断了‘穷根’。”

上海援滇按照中央“四个不摘”和

上海“四个不减”工作要求，聚焦产业、

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保持帮扶政策

措施的连续性、稳定性，增强脱贫地区

内生发展动力，并与当地携手逐步建

立起防返贫的长效机制，关注当地

“急、难、愁、盼”问题。

为了突破集体经济单村发展模式

的局限性，昭通市鲁甸县沪缘合作联

社在构建核桃深加工全产业链的过程

中应运而生。该合作联社由15个易

返贫村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组成，打

造出“合作联社+公司+合作社”的发

展新模式：上海援建核桃深加工生产

线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所产生的部分

收益资金向沪缘合作联社15个集体

经济成员和三类对象、脱贫户倾斜。

并通过所有权、经营权、受益权、监督

权“四权分置”措施，建立健全带动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长效利益联结

机制，充分发挥联农帮农带农效益。

也有不少地区把劳务协作促就业

视作防返贫的“托底工程”。

长期以来，“气候不适、交通不识、

人头不熟、语言不通、技能不匹配、饮食

不习惯”“劳动力就业技能匮乏、组织化

程度低、转移就业稳定率低”等主客观

因素一直制约着云南劳动力外出就

业。为此，上海援滇通过“打造专业人

才、培育特技人才、培养适配人才、发现

技术领军人才、培训农村电商人才”五

大举措，构建“五类人才”培育体系。

据统计，2022年上海帮助云南农

村劳动力实现就业180110人，是协议

数的450.3%。其中，来沪就业14809

人（含脱贫劳动力6460人）;省内就地

就近就业131173人（含脱贫劳动力

80378人）;其他地区就业34128人（含

脱贫劳动力27123人），促进脱贫人口

收入持续增长，并为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人才保障。

拔穷根促增收
防止规模性返贫

背靠高黎贡山，面对碧罗雪山，怒

江州福贡县亚朵村是一个“高山云雾

出好茶”的地方。这里早在上世纪五

十年代便引种种茶，可惜由于制茶工

艺较为落后、产业基础薄弱，茶叶卖不

上好价钱。

六年前，亚朵集团创始人耶律胤

来到此处，启动“亚朵村的茶”项目，当

地“野茶”实现华丽变身。连续几个茶

季，当地的成品茶采购金额累计超

2300万元，并遍布全国的亚朵酒店，

品牌逐渐打响。

对口协作既要搭建政府平台，也

要用好市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

积极参与，加快探索形成互利共赢的

新模式新机制。上海整合社会优质资

源，持续探索村企结对、社会组织参与

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

2019年至2021年，获得专项财政

资金资助的社会组织公益帮扶项目共

246个，撬动社会投入资金近2亿元，

很多项目落地成为“小而美”的公益帮

扶项目。比如复星基金会围绕守护、

赋能与激励村医三大重点，切实提高

或改善乡村医生的保障待遇、专业技

能、职业价值和工作条件等，为贫困地

区培养并留住合格乡村医生，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可及性；上海

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推出“梦想教室”

“去远方”项目，通过现场教学、组队合

作、设计研学等方式，帮助师生走出大

山，走向远方。

2022年，上海还首次实施163百

万公益行动，组织16家本市有代表

性社会组织结对 15个沪滇帮扶州

市，聚焦重点帮扶县，签订框架协

议，未来三年内将为公益项目落地县

市提供总价值不低于100万元公益援

助。

资金要整合，项目则要聚焦。

普洱市澜沧县班利村文艺队队长

郭玉兰的脑海中曾经有着这样的生活

记忆：“住着茅草房、篱笆房，四面

窜风漏雨，过着晴天一身灰，下雨一

身泥的日子。”作为远近闻名的“拉

祜摆舞之乡”。2019年起，沪滇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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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了道路硬化、新建雨水沟渠、集中

养殖小区等项目，完善了公共厕所、

停车场、休憩平台等配套设施，为其

打造一个集中连片区域的特色民族文

化村落，形成以休闲、观光、体验为

主的文旅品牌。“美丽乡村、魅力班

利”建设步伐越迈越稳。

上海聚焦“100个示范村和25个

边境小康村”打造的目标，根据不同行

政村的自然条件、地缘禀赋，立足当地

旅游、种养殖等传统产业，以精品引

路，以示范带领，成功打造出多个极具

特色的文旅示范村。

临沧市沧源县下班坝村地处中缅

边境。沪滇协作项目资金连续三年投

入，同时示范撬动投入其它项目资金

建设，建成总书记“重要回信”文化长

廊、感恩纪念广场、民族团结广场、观

象玻璃栈道、“班洪四大嫂”农家乐、游

客服务中心等一批旅游服务设施，夯

实产业发展基础，着力打造强边固防

战略带，构筑富民兴边“新格局”。

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

固，沪滇协作一直把边境小康村建设

作为重要任务。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一个也不能少。

整合资金资源
聚焦示范项目

第三届上海咖啡文化周，再次掀

起一波云南文化热潮，同时也探索出

一条“新消费扩大内需、带动产业升

级”的发展路径。

上海正是国内云南咖啡消费热度

最高的城市，带动了当地咖啡精品化

率大幅提升。目前，总部设在上海的

星巴克中国公司，为云南多地捐赠加

工设备，培训“星巴克”农艺师，手

把手指导咖农提高种植技术，提升品

质空间，并以高于市场均价20%-30%

的价格收购高品质咖啡豆。

打造东西部协作新典范，关键之

一便是上海大市场和云南大基地紧密

协作。在上海的帮扶下，红河县宝华

镇实施生态梯田鸭养殖项目，存栏量达

6000只以上，年鸭蛋孵化达60万枚，

户均增收4000元以上；大理祥云以沙

龙镇申洱花卉产业基地建设为支撑，聚

力做强花卉产业；借助沪滇协作专项资

金，丽江宁蒗逐步加大对马铃薯种薯主

导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最美彝乡”品

牌越发耀眼……

沪滇协作始终坚持把产业发展作

为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积极探索

“上海企业+云南资源”“上海研发+云

南制造”“上海市场+云南产品”“上海

总部+云南基地”的“4个+”产业协

作模式。

在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

区，一座以上海临港和云南昆明两地命

名的科技产业园区正在崛起，它就是沪

滇临港昆明科技城。目前，园区42栋

工业厂房已全部封顶，固定资产投资超

过9亿元。招商引资聚焦于新材料、工

业互联网、数字经济、高端制造以及生

物医药等领域。

去年，沪滇两地共建产业园区80

个，引导入园企业205家，吸纳劳动力

1.48万人。未来，双方将在原有共建园

区基础上重点打造20个产业示范园

区，助推云南产业强省建设。

更深层次的合作也有了突破。沪滇

两地在落实国家战略上紧密互动，利用

中老铁路“通道”优势、磨憨磨丁政策

叠加优势，吸引张江高科技园区及张江

科学城等来云南开展合作，在西双版纳

共同打造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

区。未来，两地将继续结合上海资金、

管理、人才和项目优势，以及云南区

位、劳动力、空间和口岸优势，加大产

业梯度转移力度，为上海企业到南亚东

南亚发展提供便利和服务支持。

产业优势互补
扩内需促消费相互赋能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相距两千多公里的上海和云
南，在东西部协作中交汇交融。

从1996年起，上海将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理念源
源不断输入云南，帮扶协作的种子在云岭大地上生根发芽，
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干部人才越来越多、项目进度越来越
快、产业合作越来越紧密。

随着沪滇结对范围扩大到全省，东西部协作达到新高
度，新的形势呼唤着一个更广、更深、更开放的沪滇协作关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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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滇正围绕“中央要求、云南所
需、上海所能”，突出精准和实效，完善对口协作机制，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乡村振兴步伐，以产业建设一高地、事
业留下一队伍、就业培养一技能、消费链接一平台、社会形
成一合力、乡村打造一特色等六个“1”为主线，扎实做好
防止返贫、整合聚焦、双向赋能、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与
云南干部群众一道奋力开创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未来，基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国家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需要，两地将更好深化对接，携手并进，在落实
国家战略上紧密互动，在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上优势互
补，在扩内需促消费上相互赋能，在新征程上共同谱写沪
滇协作新篇章。

更广更深更开放，新征程沪滇协作谱新篇

协作路子越走越宽、惠民成果越

来越多。沪滇协作更高水平的开放协

同，离不开人才的支持。

目前，上海结对云南88个脱贫

县，实现了“全覆盖”，在一线的援滇干

部人才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他们用心

服务好云南第二故乡，深入基层、走村

入户，与各族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在共

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不断深化和

拓展沪滇友谊，在经受最深刻的党性

教育、最直接的国情教育、最生动的民

族团结教育中进一步锤炼党性、磨砺

意志、砥砺品格。

与此同时，干部的培训交流机制

也在不断深化，沪滇两地正积极选派

优秀干部进行双向挂职锻炼、对口交

流培养，为乡村振兴留下一支带不走

的干部队伍。今年2月，来自曲靖会

泽县委统战部的挂职干部加入云南产

业招商小分队，赴产业匹配度较高的

企业，围绕生鲜食品配送、品牌运营、

精深加工、基地种养等进行探讨交流，

初步达成产业合作意向。

从去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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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当前、重长

远，遴选10个重点帮扶县开展“组团

式”医疗帮扶试点，26个重点帮扶县

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试点，并动员

上海35家学校“组团式”帮扶云南38

家学校，48所医院“组团式”帮扶云南35

所医院，10位院长和38名校长将在云南

展开为期三年的帮扶工作。

上海教育部门坚持“走出去、请进来”

并举，安排帮扶教师与受援学校本地教师

开展师徒结对、新老结对、课程结对、学科

帮扶等，实现帮扶教师与本地教师互助互

长、共同进步。之前，静安区教育部门安

排文山广南县第一幼儿园、民族小学、珠

琳镇初级中学等校教师来沪参加骨干教

师跟岗锻炼与实地培训；同时，广南县联

合静安区教育学会邀请一批上海中小学

优秀教育工作者到该县开展教师素质提

升培训，送教上门。

医疗领域，则是注重需求补短板，健

全学科补空白。“不辜负每一个‘雪山来

客’的期望，我们有底气留住病人了！”迪

庆州人民医院院长和嘉明提及上海的帮

扶，十分激动。瑞金医院的帮扶助力迪庆

州人民医院先后开展了急诊PCI等新技术

50多项，还为医院制定了全面的人才培养

计划：制定医教研教材，落实规范化教学；

设立临床课题研究，鼓励当地医生自主思

考；优选好苗子，送往瑞金医院进行系统

性培训……

通过强化“嵌入式”帮扶合作、人才培

养培训，上海专业人才队伍正帮助对口地

区打造一支支“带不走”的优秀本土教师、

医生队伍。

上海干部人才的工作得到了当地干

部群众的充分认可。在保山市新寨村，

村干部对上海干部交口称赞：“上海亲人

不仅带来了资源，也带来了乡村建设和

治理的先进理念，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村

庄越来越美，发展越来越好，外出打工的

村民也陆续返乡。”在德宏芒市泥石流灾

害现场，援滇医生团队背负急救物资前

行，路被淹，他们趟泥水，踩树桩，爬坡绕

道……当地群众连声感激。“满脑子都是

救人啊！”

海把山揽进怀里，山将海记在心

里。未来，上海援滇干部人才将继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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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不走的队伍
带不走的“援滇精神”

沪滇临港昆

明科技城园区全

面封顶。

上海援滇以“拉祜摆舞之乡”为品牌，在班利村整体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项目。

鲁甸沪缘合作联社。

广南县莲城镇中学教师在上海市静

安区学习培训。

“组团式”帮扶为迪庆州留下一支

“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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