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来，沪夷两地连续开展文

化、旅游等交流互访活动。自2015

年起，静安区与夷陵区共同开展

“上海孩子看三峡”“三峡孩子看上

海”系列夏令营活动，深化两地情

感交流和历史传承。

上海援夷干部张阳介绍，今年

暑期计划开展“上海孩子看三峡”

“三峡孩子看上海”系列夏令营活

动。“好的传统，我们要保留和延续

下去。”

今年5月至今，静安区南京西

路街道、石门二路街道、临汾路街

道等5个街镇分别实地考察夷陵。

三年来，静安14个街（镇）与夷陵

14个乡镇 （街道、试验区、开发

区）、12个区直部门结对共建，南

京西路等部分街镇结对共建关系延 伸至村（社区），实现了“两个全覆 盖”；静安区5所学校与夷陵区17所学

校达成结对共建协议。同时，坚持民

生优先，建设了小溪塔、雾渡河等一

批移民就业服务中心，组织移民就业

能手前往上海，培训电商、民宿、手

绣等职业技能，让更多移民实现家门

口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对口支援夷陵工作，扶智赋能并

重，锻造发展中坚力量。夷陵区的干

部、医生、教师赴静安区挂职锻炼、跟班

学习，同时，上海也选派优秀医生、教师

到夷陵区开展业务指导，培养了一批业

务骨干。

尤其，上海对夷陵开设“菜单式”培

训工作，包括每年干部专题班培训150

人、干部来沪跟班学习2人、专业技术

岗位人员来沪进修15人、上海技术专

家赴夷陵讲课2批次、移民就业技能培

训400人，累计万余人受益。

在静安区社联会、光彩事业促进

会、“乐创意”等帮扶下，培育了谢蓉等

一批移民致富带头人。

近期，上海地铁二号线“驶向幸福

的山海深情号”列车已上线试运行，列

车内展示的沪夷合作最新成果和美好

愿景，受到市民的广泛关注。

下一步，上海将紧紧围绕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积极推进沪夷两地双向互

动、全面合作、共同进步、共赢发展，站

在乡村振兴的新起点，建设乡村振兴示

范点，大力推进文旅产业，打造绿色生

态文化精品旅游线路，以文旅新动能增

强夷陵内生发展动力。

作为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全

国农村电商致富带头人，谢蓉感慨：

“这么多年，我亲身见证了上海援夷方

方面面的帮助。没有静安区的帮助，我

不可能将峡江绣艺‘牵花绣’传承发展

成产业，切实解决农村居家留守妇女就

业增收问题。如今，依靠坝区丰富的旅

游资源，文创产品卖得红火，游客争相

打卡峡江美景，民宿餐饮行业不断升级

改造，三峡移民的日子也越来越滋润

了，幸福感、获得感‘爆棚’。”

社区结对菜单式培训
沪夷“三交”成果丰硕

2020年至2022年，上海市安排对

口支援夷陵项目83个，有力支持了夷

陵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帮助优化三

峡移民就业基地、乐天溪移民生态工

业园、沪夷产业园等功能，助力均瑶、

娃哈哈、爱登堡电梯等引进企业扎根

夷陵、提质增效、茁壮成长，极大促进

了夷陵区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电子

商务等产业发展；先后建成三斗坪镇

中堡乡村振兴示范区、太平溪镇民

宿、夷陵区农旅融合产业发展等项

目，相继实施中国精制茶出口基地和

黄花分乡种养殖业等农业产业发展

项目，近万名移民直接受益。

前不久，位于乐天溪镇的中国

（夷陵）精制出口茶加工园区传来

好消息：园区内一家精制茶加工企

业——仟赐茶业正式投产，单日加

工量 1-1.5万斤，预计年产 2000吨

精制茶，年均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

上。完成加工的精制茶分包后，将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 （夷陵） 精制茶出口加工

园区，力争打造成长江中上游最大

茶叶交易市场和茶叶出口基地。项

目规划面积1300亩，分三期实施。

其中，项目一期3万多平方米厂房全

部建成，已入驻6家龙头茶叶企业。

湖北鸿圣茶业、徽轩茶业4月也已陆

续投产。

乐天溪镇农技分中心主任、精

制茶出口加工园区项目服务专班工

作人员郑政说，今年，乐天溪镇计

划再拓展园区300亩，改造低产茶园

1000亩。以工业的理念建设二期精制

茶出口产业园，建设拼配包装标准化

厂房、眉茶金融仓、仓储物流等业

态，着力完善园区配套。积极对接宜

茶集团，扩大外贸出口，立足既有优

势、凝聚集群效应，促进夷陵区茶产

业转型提效，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和

乡村振兴，有力助推“茶叶大区”向

“茶叶强区”转变，打造全国知名“茶

乡”品牌。

作为夷陵区首家主板上市企业，湖

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均豪介绍，公司在当地推动“万户

奶牛养殖计划”，以“公司+农户”的模式

带动1000多位移民直接就业，产业链就

业人数超5000人。

现在，均瑶大健康项目三期，即年

产10万吨常温发酵乳及科创中心项目

正如火如荼建设中。项目占地160亩，

总投资5.3亿元，总建筑面积78335平方

米。综合楼、生产车间、动力房、污水处

理站等17栋主体建筑，以及道路等基础

设施已全部完成。预计今年下半年建

成投产，届时，产值可达6亿元，带动新

增就业300人。

为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环百里荒农旅融合示范带立足生态环

境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

2000多农户年均增收5000元以上，走出

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去年11月，示范带被生态环境部

授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称号。

近期，夷陵区邀请全国知名专家

团队实地调研考察，正在拟定规划方

案，下一步，将强化规划引领，在上

海援建项目的帮扶带动下，不断推进

“两区一带”（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

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省级农旅融

合示范带） 目标任务创建，以“周末

富民集市”活动为引子，以美丽乡村

建设为抓手，引导环百居民共同缔造

美丽幸福家园。

今年4月17日—21日，“静安 · 夷

陵号”文 旅 专 列 第 三 次 开 行 。“静

安 · 夷陵号”旅游专列，通过沉浸式

体验、主题文化活动、特色美食、文

创及农业产品展示等，让上海市民实

地体验峡江两岸风土人情，展示夷陵

乡村振兴新成果，形成全域旅游新业

态，扩大夷陵绿色生态旅游品牌在长

三角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旅游达人包先生说，此行除了观

赏到巴山蜀水独特的自然景观，最令

他兴奋的是乘船过三峡大坝。“我们坐

游船进大坝、过水闸，置身其中感受

三峡大坝，特别新奇。”同时，陆上首

站光顾中堡村，也看点十足。在高峡

平湖观景台，踏上玻璃栈道与三峡大

坝合影，在帐篷下享用柑橘、绿茶等

当地物产，惬意舒适。

三斗坪镇中堡村党支部书记郑莉

莉介绍，中堡村将规划整体打造成中

堡岛公园，设立客落中堡服务区、峡

江怀古历史区、流光溢彩网红区、松

枝密境康养区四个功能分区，希望吸

引更多游客观坝住宿、露营休闲、亲

子娱乐等。

“静安 · 夷陵号”旅游专列的开行，

提升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有

力促进当地旅游产业发展，为三峡移民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扩容增效、更高质量实施。

一二三产业联动
乡村振兴谱新篇

走进太平溪镇许家冲村，宽敞平

坦的沥青路、错落有致的房屋、充满

峡江风情的墙画；俯瞰之下，“大国

重器”比肩而立，青山绿水作伴，蔚

为壮观。

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静安区培

育的移民致富带头人谢蓉介绍，五年

来，许家冲村聚拢党员、企业协会、

乡贤能人等力量，放大许家冲红色文

旅资源优势，推出大国重器游、高峡

平湖游、三峡茶谷游等精品旅游线

路，先后建成群众活动中心、三峡许

家冲培训中心、夷陵移民馆、许家冲

村史馆、巾帼创业就业车间、初心

馆、“双创”示范街、民宿一条街等

核心项目，发展“三峡绣娘”“三

峡 · 艾”、5D游三峡等文旅产品，发

展民宿餐饮38家。

眼下，许家冲村本土规模企业4

家，村内自主创业112人，培育民

宿、手工、茶叶等产业带头人 15

名，本地就业岗位412个，年接待游

客16万人、旅游收入1200余万元，

上海援夷让三峡移民吃上、吃好四季

旅游饭。2022年，全村经济总收入

1.25亿元，集体经济收入65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28480元，唱响了许家

冲村的致富歌。

几年前，小溪塔街道畜牧小区的

老李想把房子卖了，“家在七楼，买

米买面肩扛手提，爬上爬下太累，上

了楼就不想下楼。”

畜牧小区建成于1996年，楼层

均高7层，没有电梯，是夷陵区典型

的老旧小区。

2021年，上海支持夷陵区实施

老旧小区电梯加装项目，12月启动

第一部电梯加装，2022年底，畜牧

小区内一栋三个单元的电梯加装全部

完成并投入使用。住户望先生说：

“从收集资料到施工一年多，总算完

成了，幸亏有上海的帮助。”

现在，老李不再有换房子的念

头，“自从装了电梯，再也不怕上下

楼，还可以经常出门锻炼身体。”

截至目前，在上海支持下，夷陵

区老旧小区共加装电梯70部，惠及

单元楼60栋、小区24个、居民2300

余人。这一民心项目，让老百姓有了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小溪塔街道农村福利院院长陈

能刚介绍，上海对福利院援助项目

包括2栋老年公寓、1栋综合楼，以

及关爱室、发电机房、绿化等。在

院老人现有180多位，每天24小时

都有护工巡护，随时为老人提供各

种帮助和照料。“有了上海援夷，福

利院老人的居住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特困老人在这里真正实现了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

通过 30余年的全方位接续支

援，目前，夷陵区妇儿医院从县级

妇幼保健院发展成为拥有35个业务

科室、800张床位的“大专科 · 小综

合”国家级爱婴医院，也是夷陵全

区孕产妇急危重症抢救中心和新生

儿会诊抢救中心。拥有在岗职工500

余名，其中，中高级职称 148人，

博士硕士28人，区级学科带头人7

人，区管专业技术骨干15人。无论

是硬件还是软件，夷陵区妇儿医院

都切切实实成为当地妇女、儿童的

健康保障。

“只有眼前这条长江，哺育着我

们共同成长……静安，夷陵，携手逐

梦，情深谊长……”四月的一个下

午，夷陵区静夷初级中学的校园里传

来学子们的歌声《长江恋曲》。

现代化教育教学示范校——静夷

学校是上海市对口支援重点项目。建

成后，学校水、电、气、路高标准配

套，绿化、亮化、美化功能完善，教

育教学文体设施齐全，成为夷陵

1600名学子的理想中学。

“上海的支援，让我们拥有更先

进的硬件设备，如智慧讲台、创客空

间等，更让我们形成了与上海同步的

教育教学理念。”校长程易何感慨

道，“我们将着眼于五育并举、守正

创新，常怀感恩之心，争取让每个孩

子都成为明日之星。”

上海对口支援夷陵30余年来，

陆续援建了上海中学、静夷初中、三

峡高中、东城小学等60多个教育项

目，极大改善了当地办学条件，培育

了一批又一批英才。

民生关怀，实事为民
暖心暖意，笑容更多

长江奔流，江水汤汤，一头连着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一头
连着上海市。

夷陵，三峡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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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开展对口支援以来，截至2022年底，上海援夷项目543个，累
计为夷陵培训各级各类人才8078人次，有效地解决当地出
行、上学、就医、养老、就业等生产生活难题，实现了坝库区移民
从“搬得出、稳得住”逐步向“能致富”迈进，促进了当地经济社
会和谐发展。如今，夷陵区则正奋力冲刺“双千亿”（经济总量
过千亿、规模工业总产值过千亿）阶段性目标，争创全国“百强
区”。

上海市第十六批援夷干部联络小组组长、夷陵区委副书记
徐迪表示，在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中，上海和夷陵将紧扣一个目
标、对接两大规划、实施三类项目、做到四个并重（简称“1234”
工作思路）：“1”，即紧扣合作共赢总目标；“2”，即全面对接《全
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合作规划（2021-2025）》《上海市对口支
援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十四五”规划》；“3”，即项目安排聚焦
大项目、新项目、产业项目；“4”，即坚持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
件、建设与管理、经济合作与主题活动并重，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全面推进沪夷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局
面，力争将夷陵区打造成全国对口支援工作的示范区。

惠民生扶产业，沪夷协作提升乡村振兴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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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许家冲村。

位于乐天溪镇的中国（夷陵）精制出口茶加工园区。

“三峡孩子看上海”生态小公民进静安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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