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支援
跨越发展，辐射援藏

71岁的向光林去年右耳流脓流

血，听力变差，疼痛难忍。春节期间，

儿女们带他到万州区上海医院检

查。这里的耳鼻咽喉科在上海帮扶

下成为重庆市级特色专科，很多疑难

杂症都可以解决。经过病理检测，他

被确诊为外耳道鳞状细胞癌，需要手

术治疗。在显微镜下，医疗团队实施

右颞骨次全切、面神经解剖、腮腺部

分切除等操作。术后，困扰老人的顽

症消失殆尽。

今年一季度，万州区上海医院总

诊疗9.3万人次，开展手术3232台次，

收治住院病人6573人次，创历史新

高。该医院位于三峡移民集中居住

社区五桥片区，通过持续发力接续投

入，完成了从初始“五桥镇卫生院”到

如今集医疗、康复、教学、预防保健为

一体的国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跨

越式发展。

为了持续提升服务能级，医院的

新院区正在建设中，主体工程预计今

年年底封顶。新院区建设项目暨门

诊及住院综合业务用房项目纳入重

庆市市级重点建设项目。新院区位

于万州经开区五桥园天星片区，总用

地面积8万余平方米、约120亩。一

期将配备住院床位600张，二期将配

备住院床位400张，建成后达到三级

综合医院标准。

令万州群众感念的是，上海援万

投入覆盖到了偏远薄弱的地方。曾

经的白土镇中心卫生院没有电梯，做

外科手术的患者上下楼都需要人

背。近些年，得益于上海援助，医院

安装了白土镇上的第一部电梯。去

年，70多岁的白土镇群众周德俊摔伤

致股骨颈骨折，在镇卫生院住院治疗

10多天后康复了。放在几年前，这样

的情况，需要到60公里外的万州城区

医院就医。

随着服务能力的升级，万州医疗

力量也参与了重庆对西藏昌都的支

援，将从上海学习到的先进管理理

念、医疗技术、科研成果向美丽西藏

传递。2023年，对口支援昌都察雅县

的万州区组建援藏医疗队，派出医疗

影像、院感防护、中西医结合领域首

批三名专家，通过“师带徒”的方式，

对察雅县人民医院进行精准帮扶。

“白玉兰”花开雪域高原，沪万携

手，共同谱写“民族团结”新的篇章。

教育合作
拳拳爱心，树德育人

山海跨千里，共结三峡情。在

万州区新田中学，这句话得到了完

美诠释。

新田中学是万州区唯一一所地

处农村的市级重点中学。2002年，新

田学校与上海市川沙中学缔结为姊妹

学校。从那一刻起，新田中学便与上海

建立了深厚友谊，学校的每一方土地都

深深地镌刻着上海人民的拳拳爱心。

二十二年来，上海情系万州、爱洒

新中：2005年援建高中教学综合楼；

2006年援建校园公路；2021年援建占

地近10亩的耕读园；2022年实施学生

公寓提升工程，更新了2400套床柜设

备，打造强国厅、星光大道，充实党建文

化；2023年援建校园设施提升改造工

程，改造后的大门不仅更显典雅气派，

更实现了人车分流，提高了学生进出校

园的安全性。校园里的卢湾楼、嘉定

楼、宝山楼、浦东楼、沪惠楼、黄浦图书

馆，是上海人民无私援助的见证。400

米塑胶田径场、篮球场、乒乓球馆、羽毛

球馆，校园互联网络全覆盖，现代化教

学设施高标准配置，为学生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目前，学校已是首批国家级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全国绿化模范单位、重庆

市文明单位、重庆市绿色学校、重庆市

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示范校、重庆市

劳动教育示范学校，学校连年荣获教学

质量一等奖。

翻新土地、播撒种子、除草施肥、采

摘蔬菜瓜果……近两年来，新田中学

“耕读教育”实践基地深受同学们欢

迎。走出课堂，同学们来到田间农地，

边劳作、边受教、边收获。

上海援建的耕读园是重庆首个校

园农耕文化园，分为农耕博物馆和农耕

实作区。耕读园内，每周开设一节的耕

读教育课，发挥了劳动树德、增智、强

体、育美的育人功能。去年10月，黄浦

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组织黄浦

区全体援外干部和部分部门负责人，并

邀请市区两级媒体参加了新田中学的

特色党建项目——“黄葛树下听党课”

特色主题学习活动。

未来，学校将着力创建党建引领中

心、教师发展中心和学生成长中心“三

个中心”，全力打造“闪闪红新 · 红动心

田”党建品牌和“新时代耕读特色教育

示范田”教育品牌。

智力帮扶
交流交往，输送人才

近年来，上海通过组织部门培

训、教育医疗跟岗锻炼、巡回医疗、

人才招聘等加强沪万两地互动，为万

州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本地人才，输送

先进理念、技术。

去年，新田中学党委书记牟其明

前往上海，成为20名跟岗学习中小学

校级领导团中的一员。黄浦区教育党

工委把万州中小学校级领导团安排到

黄浦区最有代表性的学校跟岗，让最

优秀的校长来做导师。各学校全方位

开放，各位导师倾囊相授，量身定制

了菜单式的学习内容。牟其明说：“这

次跟岗，我们系统学习先进的教育教

学管理经验。对优化和改进新田中学

今后的党建统领、数字赋能、课程建

设、素质拓展、特色发展等方面工作

有了新的启发。”

万州区上海医院院长张学斌表

示，沪万之间加强业务交流，放大结

对效益，不断提升医疗水平。去年，

万州区上海医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万州

重庆三峡医专附属中医院与黄浦香山

医院分别结对。万州区上海医院一批

骨干医生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卢湾分院进修。通过上海援

万赋能，医院学科建设强根基，耳鼻

咽喉科创建为重庆市级特色专科，骨

科微创创建为万州区级特色专科。

黄浦区人社局与万州区人社局签

订《就业和人才协作框架协议》，组织

黄浦区企业赴万州现场开展引才交流

招聘活动，深化区域间人才交流。举

办首届“对口援库区、携手促就业”

大型招聘会，提供岗位1620余个，同

步开通网络专场招聘会、现场企业宣

讲会、网络视频直播。

去年，上海帮扶万州建成三峡科

创智谷。智谷设置有功能服务、成

果展示、路演活动、孵化转化、公

共服务五大功能区域，联动万州区

大学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中心、万

州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等，链

接科技、法律、金融、知识产权、

人力资源等专业服务，提供研发设

计、技术经纪、成果转化、知识产

权等科技服务，为创业者搭建专业

化、零成本的创业平台。

孙树利是重庆星梨加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负责人。他的公司是首批入驻

三峡科创智谷的文创类企业。通过科

创智谷的支持，公司与重庆三峡学院

达成校企战略合作，成立传媒实习就

业基地。孙树利说：“我们都是种子选

手，在三峡科创智谷中生长壮大。相

信有一天，这里一定会长出一片创新

森林。”

市场赋能
消费协作，文旅搭台

上海援万支持当地特色农产品产

业化、品牌化发展，提高科技含量和

附加值，与上海大市场、大平台、大

流通对接，促进特色农业发展进入快

车道。

万州龙驹镇玉合村村民向年科的

家庭农场种植蜂糖李。受流通成本偏

高、产销信息不对称、品牌建设滞后

等制约，蜂糖李卖不掉、价不高。

去年7月，上海抛来“橄榄枝”。

向年科被邀请参加第六届上海市对口

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李子吸引不少

市民试吃购买。最多的时候，排队的

有 20多人，不到 2个小时，带来的

4000斤李子销售一空。看到蜂糖李得

到市场认可，他激动不已。他家的李

子在万州市场销售价只有每斤15元，

而在上海可以卖到每斤30元。得益于

这个平台，他农场的产品在沪全年销

售额达150多万元。

同样，在此次展销会上，上海援

万小组会同万州区水利局等单位组织

16家万州企业、170余个品类农特产品

参展，很多企业收获满满。

高浚翔是万城一面食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这是一家地方特色农产品加

工企业。在展销会上，集零售、批

发、仓储、物流于一体的大型超市连

锁企业上海华联盈创成了高浚翔在沪

的首个合作伙伴。来自万州的预制

菜、桶装面摆上了超市货架。不只是

上海，这家万州企业还通过展销会平

台对接了深圳做预制菜的客户。回到

万州后，高浚翔组建了10人销售团

队，专门开发市场，其中有返乡就业

人员2人，下岗人员1人，特困家庭子

女1人。去年快速抢占了广州、深圳

等地市场，为公司增加创收达200多

万元。

文旅亦是万州的比较优势。万州

是三峡的“客厅”，三峡旅游的新起

点。拥有30余条空中航线，融入全国

网络的高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

长江黄金水道。揽胜大美万州之后，

还可以乘坐豪华游轮或水上巴士向三

峡更深层进发，领略“三峡天下壮，

请君乘船游”的畅快。去年的长三角

文博会上，万州作为首届上海对口地

区文旅产业展的受邀参展单位，在开

幕式上带来了川剧 《峡江月》《扈家

庄》 等精彩丰富的节目展演，向参展

观众展示万州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

并推荐了多条旅游路线。万州还带来

了极具辨识度的“三峡绣”手工艺

品，受到了沪上市民的广泛欢迎。

山海情长久，沪万一家亲。站在

对口支援新征程上，上海援万工作将

聚焦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支持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

和民生保障能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等重点

任务，携手万州移民群众接续书写

“后半篇文章”，努力开创沪万合作发

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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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投入拉动强引擎，软环境强化硬支撑
同频共振同题共答打造沪万对口支援升级版

共饮一江水，情谊越山海。
重庆市万州区地处三峡库区腹心，为建设三峡工程，万州累计

搬迁安置移民26.3万人，占整个库区移民量的五分之一，是移民
任务最重的区县。自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国对口支援三
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以来，万州与上海，就此千里情牵。

32年来，上海秉承“中央要求、万州所需、上海所能”的方
针，积极开展对口支援万州工作，写就了满是硕果的协作发展篇
章，谱成了满是深情的山海交响曲。上海援万工作具有援建项目执
行情况好、人民群众受益面广、探索体制机制多等特点，深受社会
各界好评。

上海大道、上海中学、上海小学、上海医院……在万州，“上
海”元素随处可见。“这是上海对口支援万州最有力的证明，也是
万州人民感恩上海直接而热烈的方式。”万州区水利局对外合作科
有关负责人解释道。

去年5月6日，上海市第十六批援万州干部赴万接棒。上海市
对口支援万州联络小组组长、万州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孟慧毅表
示，沪万将携手持续巩固对口支援成果，促进三峡移民群众安稳致
富，同频共振提升区域合作水平，同题共答推进高质量发展，为推
进万州库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援建的新田中学是重庆市万州区唯一一所地处农村的市级重点中学。 （均资料照片）

沪万人才交流不断推进。

万州产品亮相第六届上海市对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

长三角文博会上，万州带来川剧《峡江月》《扈家庄》等精彩丰富的节目展演。

重庆市万州区上海医院新院区

效果图。

上海医生为万州民众带来更多

“医”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