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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促农增收

筑牢防返贫底线

“搬出大山天地宽，幸福家园卯家

湾。”在昭通市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搬迁

安置区，醒目的红色标语在阳光照耀

下更显温暖与明亮。

阮金护和老伴在安置区附近的香

葱基地务工，每月拔葱可以增加收入

2000—3000元 ，“ 儿 子 常 年 在 外 务

工。基地离家近，工作也轻松，不限年

龄，生活费足够了。”

卯 家 湾 承 接 周 边 5县 9100户

39106名易地搬迁群众，是全国最大

的跨县建档立卡户搬迁安置区。为全

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沪滇协作狠抓

产业就业稳增收，先后建成了核桃产

业深加工、花椒保鲜加工、中式糕点车

间等多个产业项目，助力易迁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除了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沪

滇共推青年劳动力走出大山、反哺大

山，2020年至2023年，春秋航空和上

海开放大学航空运输学院联合招收了

5期“红河蓝天筑梦计划”空乘定制班

学员。截至目前红河州绿春县共40

余名学员奔赴上海，圆梦蓝天，实现

“一人就业、全家高质量脱贫”。

随着协作内涵不断深化，云南乡

村进一步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完善联

农带农措施，“造血”能力和增收后劲

不断增强。

保山市昌宁县遐迩茶厂车间通过

“辐射产业+吸纳劳动力+租赁厂房”

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和村集体经济稳

定增收；普洱市镇沅县成立村集体经

济联合发展公司，积极探索重大项目

村联公司运营模式，逐步形成全县范

围村集体资产管理平台；大理州宾川

县通过“统一农资采购、生产加工、技

术标准、品牌包装、产品销售”的“五统

一”，探索“五统一+二次返利”联农带

农模式让农民变成社民，社民“抱团”

发展……

产得出，还要卖得旺。云南立足

资源禀赋，拓展消费协作空间，推动

生产端与上海大市场、大平台、大流

通的全面对接。写好“土特产”文章，

丰富上海市民“菜篮子”“饭桌子”的

同时，鼓起云南农户的“钱袋子”。

2023年上海采购、帮助销售云南农副

产品达91.96亿元。

在这些创新机制带动下，沪滇积

极培育特色品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推动了特色产业振兴。

“彝绣是小时候妈妈绣在衣服上

明艳的花朵，是长大后一家人赖以生

活的手艺。”楚雄州牟定县青年彝族刺

绣创新协会会长金瑞瑞说。沪滇两地

积极打造“楚雄彝绣”文化品牌，实现

“绣品变商品、绣片变名片、秀场变市

场”，推动彝绣在上海、纽约、米兰时装

周等世界时尚舞台掀起“最炫民族

风”，使彝绣产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

富民产业和沪滇协作文化帮扶的楚雄

样本。

通过“急、难、愁、盼”重点领域帮

扶政策措施的连续性、稳定性，上海与

当地携手建立起防返贫的长效机制，

探索出共同富裕的新路子。

园区共建，产业协作

推进双向赋能

几天前，经石龙路去往昆明长水

国际机场的企业主李为然感叹：“这里

变化真大啊！”时间往回倒几年，这条

路沿途可谓一马平川。如今，宽敞的

公路、林立的高楼、翠绿的植物点缀其

间，“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几个字赫

然醒目。

2021年年底，沪滇临港昆明科技

城共建协议签署。该园区坚持市场化

运作，采用“重资产投入”与“轻资产运

营”相分离的合作模式，即由昆明经投

集团负责拿地建设，实现“重资产投

入”。临港集团通过“品牌输出、管理

输出、人才输出”，与昆明经投集团成

立合资运营公司，负责项目规划设计、

招商引资、运营管理等全生命周期运

营。

随着2022年5月昆明正式托管

磨憨镇，双方在产业发展、园区建设、

沿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形成联动

合力，共建磨憨国际口岸城市。以沪

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为支点，从上海到

昆明再到磨憨，打通了一条链接中国

中西部至南亚东南亚门户的3000多

公里产业协作之路。

一季度，49.8万余人次从磨憨口

岸出入境，同比增长51.8%。其中，外

国籍人员 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227%，

目前，临港集团已与昆明市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磨憨——

磨丁经济合作区建立“两中心一高

地”，即在磨憨口岸综合服务区设立跨

境综合服务中心，在磨憨火车站区域

建立跨境综合物流中心，在南坡产能

合作发展区及拓展区建设跨境综合产

能高地，促进沪滇之间和沿边开放地

区的产业承接，推动沪滇产业项目深

度合作。

推动产业梯度有序转移，是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一项关键任务。共建园区则

为产业振兴提供了载体和平台。2023

年，沪滇共建产业园区90个，援建、改造

提升帮扶车间219个，通过沪滇协作机

制当年引导落地企业408个，到位投资

167.58亿元。

宝山区和曲靖市师宗县秉持协作

共赢发展的理念，助力师宗园区建设借

鉴东部园区建设先进经验，推动以投带

引，撬动优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参与项

目建设，实现共建产业园区发展和国有

资本保值双赢。在青浦区的助力下，德

宏州盈江县招引国内轻纺龙头企业上

海中昊针织落地盈江产业园发展，通过

企业间的口口相传，更多轻纺企业入驻

盈江，并逐步形成纺纱、织造、印染、织

袜、成衣为一体的服装轻纺全产业链

……共建园区为产业振兴提供了载体

和平台。

下一步，沪滇将持续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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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新模式，持续深化

“1+16+N”产业示范园区共建体系，加强

东西部产业联动，产业链双向融合，引导

资金、技术、产业有序转移，更大程度地

推动资源要素流动。

社会参与，和美示范

落实整合聚焦

当前，沪滇携手动员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东西部协作正“提速扩面”，开展社

会组织助力沪滇帮扶“163百万公益专

项行动”，2023年动员社会力量捐赠款

物4.71亿元，覆盖扶困、助医、助学、助

残、饮水安全等领域，形成政府支援和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

丽江市永胜县“青少年发展中心”项

目中，通过外引内培、专兼结合的方式，

从外引进专业社会组织，对内充分挖掘

社区志愿者力量，聚焦分类、精准落地，

为留守儿童定制情感陪伴、心理疏导、课

业辅导、健康卫生等服务，着力构建儿童

友好社区服务圈；此外，通过社会组织协

调整合基金会、爱心企业、个人等社会各

界慈善资源，有效缓解了家庭生活压力。

“一老一小”，牵动千万家庭，是家

事，更是民生大事。

在怒江州福贡县石月亮社区老年活

动中心，老人们时常跟着社工们唱歌。

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易地搬迁后的部

分老人难以适应新生活，当地采取“浦东

携手兴乡村资金+专业社工机构+社区

志愿者力量”方式建立“沪滇协作社区社

会工作服务站”，针对儿童、老人、残疾人

开展适应性服务，截至目前已有万余人

次受益。

资金要整合，项目则要聚焦。

平坦宽阔的村路两旁，鲜花绽放、绿

树环绕……在沪滇协作资金的支持下，

临沧市凤庆县大寺乡打造“绿野迷踪 ·情

人谷”茶旅融合项目，建设“沪滇情”主题

景观、“茶园迷宫”主题园、“星空帐篷”体

验区、果茶采摘体验区、健康生活体验区

和绿色生态茶叶制作体验中心，“村庄长

在森林里、农户家里有花园”的美丽景象

映入眼帘。位于玉龙雪山南麓的丽江市

玉龙县玉湖村，按照“沪滇协作四步走”

的路线，内强自身、外引助力，深耕“农旅

融合”，探索实践出一条“资源变资产、资

产变资金、农民变股民”的乡村振兴新路

子，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宜居村

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称号。

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

对标高质量、提倡多样化、立足可持续、

彰显开放性，沪滇携手打造乡村振兴示

范点106个。

家乡越来越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回归乡村，在家门口开创幸福生

活。走进西双版纳州城子村，沪滇路、振

兴路的两侧，蓝色尖顶傣族特色民居一

字排开。家家瓜果飘香，户户鲜花满

园。正在昆明学院读大学的依香腊，能

歌善舞。她时常会参加当地旅游宣传片

的拍摄，还曾获得镇“香发公主”冠军称

号，“毕业后，我打算回到家乡发展，因为

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希望有机会多做

一些宣传家乡的工作”。

队伍建设，用心用情

共谱协作新章

沪滇协作更高水平的开放协同，离

不开两地优秀干部人才的支撑。

上海援滇创新“援滇人才”融合“省

管县用人才”“大组团”链接“小组团”模

式，建立省、州、县三级管理体系，上海

186所学校结对帮扶云南183所学校，

126家医院结对帮扶云南127家医院（其

中对27个重点帮扶县实现医疗和教育

“组团式”人才帮扶全覆盖），将上海40

名校长、316名学校中层管理人员和教

师与省内948名教师“打包”到校，上海

12名院长、485名医生与省内1000名医

生“组团”支院，形成帮扶合力，充分应用

“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开展结

对帮扶、跟岗研修、远程教研、远程会诊、

研修培训，帮助当地打造“带不走”的人

才队伍，着力补齐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

短板。

第一个标准化校本教研制度、第一个

教师州级课赛一等奖、第一个省级立项课

题……迪庆州藏文中学这份成绩单的背

后，是教育“组团式”帮扶团队以重点学科

建设为试点，通过上海教师旁听教研活

动，督促各学科逐渐形成有规律的教研活

动；通过校外名师参与教研活动，把脉教

学质量，优化教学方案，搭建多样化的教

研平台；通过开设各类讲座，将教研成果

从藏文中学辐射到全州……

跨 越 山 海 育 桃 李 ，情 暖 云 岭 有

“医”靠。

文山州广南县人民医院将人才赋

“新”作为“组团式”帮扶的关键抓手。上

海团队充分利用后方优质资源，采取“送

出去学+回笼锻造”模式，选派中层干

部、业务骨干到上海接受短期、中长期跟

岗培训；建立临床医技科室科研网格体

系，树立科研思维，结合临床实例开展科

研能力提升等培训；积极申报科研项目，

实现临床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双提

升”。

沪滇两地通过采取互派干部挂职、

人才培训交流、互访考察学习等方式，

为加深两地间的交流合作架起了一座

畅通无阻的桥梁。去年，云南向上海选

派334名挂职干部、1262名专技人才，

接收上海243名挂职干部、866名专技

人才，举办培训班796期，培训59877人

次。

上海市援滇干部联络组强调“清正

廉洁”的纪律规范、构建“上下协同”的制

度体系、优化“严管厚爱”的激励机制，持

续打造“善合作、敢攻坚、出精品”的援滇

队伍。

上海干部人才的工作也得到了当地

干部群众的充分认可。在救灾一线，有

群众看到援滇医生趟泥水，踩树桩，爬坡

绕道背负急救物资前行，感慨而发：“满

脑子都是救人啊！”在项目现场，当地村

干部对上海援滇干部交口称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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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滇的日子里，许多干部曾经是对

口帮扶工作的“小白、门外汉”。但他们

沉下了心、融了进去，逐步成长为了“项

目专家、产业高手”，上山下乡无处不去，

考察带货啥事都干。未来，他们将继续

用心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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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和拓展沪滇情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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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底线增动力促振兴
沪滇协作双向赋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山有所呼，海有所应。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起，沪
滇两地已携手并肩走过28个春秋。一批又一批上海援滇干部人才奋战
在红土地上，发扬“要做一滴水融入，不做一滴油漂浮”的工作态度，发挥
“前方一群人，后方一座城”的工作方式，最终实现“一次援滇行，一生云南
情”的工作情怀。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随着2021年沪滇结对关系扩展为云南全
省，双方协作路子越走越宽：在创新产业合作、优化劳务协作、深化消费帮
扶、促进区域协作、强化“组团式”帮扶服务的同时，两地签署深化开放协
同支持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框架协议，把云南的沿边开放
优势与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结合起来，在服务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深化沪滇
协作和开放协同。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守底线、增动力、促振兴”仍需协同推
进。上海市援滇干部联络组组长、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边慧夏表示，
上海援滇将继续以六个“一”为主线，扎实做好防止返贫、双向赋能、整合
聚焦、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聚焦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
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集中更多资源力量支持脱贫群众
增收、脱贫区域发展，长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力拓展协作领域，推
动提升园区共建、加快引进优质项目、健全联农带农益农机制，真正实现
从帮扶到协作，从“输血”到“造血”的实质性转变。

上海“组团式”帮扶马关一中教师团队合影。

上海医疗团队在彝良县推进远程医疗建设。

彝绣产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和沪滇协作文化帮扶的楚雄样本。

沪滇协作推进丽江市玉龙县玉湖村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 （均资料照片）

磨憨口岸临港建设项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