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民帮扶
扶智赋能，打造和

美乡村

夷陵区太平溪镇许家冲村，毗邻

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

村”。九成以上的村民都是响应三峡

工程建设的移民。过去，这里管不住

斧头、守不住山头；如今，绿水青山、移

民人家与“大国重器”遥相呼应，一派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的盛景。

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上海市静安区培育的移民致富带

头人谢蓉介绍，近年来，许家冲村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带领

村民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聚合优势资

源，发展生态旅游。全村民宿38家，

民宿旅游、特色餐饮、三峡文创等新业

态逐步成为三峡坝区移民创业、增收、

致富的新路子。

回想当年，谢蓉投身传统手工绣

创业不久，被安排到上海市静安区社

会组织联合会培训，学习创意手工和

营销技巧。从上海学成回家，她将非

遗牵花绣艺与中华鲟、艾草等当地元

素相结合，绣成香囊、挂件、抱枕等文

旅产品，带动村里许多绣娘发家致富，

壮大了夷陵刺绣产业。

“坝头库首第一村，三峡茶谷东大

门。党员公约是根本……”许家冲村

党支部以《党员公约》为载体，组织村

干部、党员、学生志愿者，成立医疗健

康、法律服务、助困解难等8支志愿服

务队，倡导“村民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服务理念，哪里有需要就到哪服务，切

实解决村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走进夷陵小溪塔街道农村福利

院，这里环境整洁、窗明几净，上海援

建的老年公寓、生活保障综合楼等设

施为老人提供了温馨的家。

“住这离家近，吃饭、看病、锻炼、

娱乐都有。”福利院所在地仓屋榜村村

民高厚贵说。

“2019年，我们引进小溪塔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小病院内解

决，大病便捷转诊。”福利院院长陈能

刚介绍，院内医生轮流坐诊、护理部护

工两班倒，每天24小时都有护工巡

护，随时为老人提供各种照料。多亏

了上海的帮扶，福利院老人实现了“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

和美乡村的打造，少不了扶智赋

能。2023年，上海援夷小组支持小溪

塔街道、乐天溪镇等4个乡镇举办柑

桔种植、茶叶种植、民宿管理等移民就

业技能培训班，近2000人受益。

移民周华平聊到，上海组织的技

能培训让她和丈夫、公婆都找到工作，

年收入达14万元，家里盖起4层楼房，

“现在的日子比以前轻松舒服多了”。

产业升级
农文体旅融合，夷

陵品牌喜人

夷陵，长江三峡国家地质公园核

心区，拥有2颗世界地质标准剖面“金

钉子”，共有A级景区17个（其中，5A

级3个、4A级5个）和4项国家级非

遗，四分之三的乡镇跻身省级及以上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民歌之乡、民间故

事之乡，是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湖北省旅游强区。

2023年，“静安 · 夷陵号”文旅专

列恢复开行，800余名游客来夷参观

游览。丰富的文旅资源，让夷陵入选

上海市机关事业单位疗休养目的地，

共有9批次260余人到夷开展疗休养，

人数、批次均创新高。

夷陵是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

能区，境内长江黄金水道148公里，有

长江一级支流8条、二级支流19条，也

是宜昌“母亲河”黄柏河东西支的发源

地和宜昌城区饮用水源地。拥有西塞

国、大老岭2个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圈

椅淌国家湿地公园、笔峰洞省级森林

公园。

去年11月，在第四届长三角文博

会暨首届上海对口地区文旅产业展

上，夷陵现场举办了专场推介活动。

夷陵区文旅局系统梳理9大类、118个

文化元素，形成了以“天下三峡 至喜

夷陵”为核心，三峡大坝、黄牛开峡、橘

都茶乡等9大文化符号为载体的夷陵

旅游品牌。

结合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夷陵以打造世界文

化旅游名城核心区为目标，以景区游、乡

村游、城市游三轮驱动为发展战略，初步

形成了以重点景区为龙头、A级景区为

支撑、多条乡村游线路为带动的全域旅

游格局。2023年全区接待游客3230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35亿元。

同时，夷陵积极推行“体育+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模式，组织举办各类户外

运动赛事，以赛事聚人气，以融合助发

展，构建城乡一体、山水相融的户外运动

格局。

今年4月5日，“沪夷情、峡客行”

2024西陵峡 · 画境越野赛在夷陵区开

赛，全国800多名运动员参加。

作为“上海对口支援夷陵”系列活动

之一，本次赛事旨在进一步加强上海市

与夷陵区文体旅交流与合作，全方位宣

传推介夷陵，加快推动旅游国际化。

除了西陵峡风光，赛事的另一大看

点是，途经的小溪塔街道和乐天溪镇是

上海市对口支援夷陵的主要区域之一，

援建有一大批教育、卫生等民生基础设

施，全国各地运动员实地感受到乡村振

兴的新风貌。

夷陵致力于将此次穿越峡江的越野

赛，对标国际，打造成为全国文体旅融合

发展的精品标杆，进一步擦亮“天下三

峡 至喜夷陵”旅游品牌，引爆夷陵旅游

热潮，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游

三峡、看大坝、观山水、品文化。

夷陵区文旅局局长徐梓嘉表示，未

来将进一步加强上海市与夷陵区的文体

旅交流合作，全方位推介夷陵。

夷陵是中国早熟蜜柑之乡（中国柑

橘之乡）、中国名优茶之乡。2023年，全

区柑橘种植面积31.88万亩，总产量80

多万吨。去年7月，上海援夷小组组织

15家农特产品龙头企业及区文工团参

加上海市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

会。夷陵特色农产品得到了上海市民的

一致好评，“夷陵红”柑橘在沪年销售12

万吨，销售金额超10亿元。

“夷陵柑橘皮薄、口感好，在上海，一

个精品果能卖到5元。”宜昌夷陵红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恩珍介绍，

2023年，公司与上海杰荷实业有限公司

等5家沪上企业签订柑橘购销协议，合

作意向金额5亿元。

在上海援夷小组的衔接和沟通下，

宜昌绿耀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宜昌

东方昌绿茶业有限公司、宜昌十八湾土

特产品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与江浙沪专

业采购团贸易匹配；宜昌绿耀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十八湾土特产品有

限公司、湖北瓦仓谷香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等4家公司与盒马开展专场洽谈会，

达成初步供销协议；旭旦生物科技（宜昌

夷陵）有限公司等企业与上海当地知名

企业乐乐茶、大润发超市等洽谈，建立良

好合作关系。

目前，13家夷陵企业商品列入国家

消费帮扶产品目录和上海消费帮扶“百

县百品”名录。为打开市场，上海帝芙特

茶城、和宁市场有两个常设窗口，向申城

市民展示夷陵好茶。值得一提的是，在

茶文化旅游节活动中，湖北萧氏茶业有

限公司的宜昌红茶荣获茶品金奖，签订

购销协议6亿元。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是夷陵区首家主板上市企业，带动三峡

移民直接就业1000多人，相关产业链就

业约5000人。今年4月，均瑶大健康项

目三期，即年产10万吨常温发酵乳及科

创中心项目投产运营。后续经调整完

善，预计项目达产后年产值6亿元，可带

动新增就业300人。

民生服务
医疗教育惠民，提升

移民幸福感

夷陵区东城小学，书声朗朗，教学

设施完善，拥有实验室、活动室、多媒

体教室等教学设施，还有操场、篮球

场、足球场等体育设施，以及音乐室、

美术室、舞蹈室等艺术设施，硬件实力

完全不输上海的小学。

上海援夷干部张阳介绍，近年来，

为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上海陆续

援建东城小学、静夷初级中学（静夷学

校）、宜昌市上海中学等28所学校，有

力改善夷陵办学条件，聚焦对青少年的

教育关怀，助推夷陵建成全国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

值得一提的是，夷陵的静夷初级中

学，名字里的“静”指的是上海市静安

区。静安区多年来具体负责对口支援夷

陵工作，静夷学校正是近年来的重点援

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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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正值上海

对口支援夷陵三十周年，夷陵为感恩上

海创作《长江恋曲》。“上海的支援让我

们不仅拥有了更为先进的硬件设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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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夷学校校长程易何感慨，希望未来，每

个孩子都能健康成才、报效祖国。

2023年9月，由夷陵医院与夷陵区

妇幼保健院合并而来的夷陵人民医院揭

牌。以创建“三甲”综合医院和创建

“三甲”专科医院为“抓手”，夷陵人民

医院分设综合院区、妇幼院区两个院

区。综合院区，内分泌科、信息科成为

宜昌市三级医院临床重点专科，实现三

级医院重点专科“零”突破；妇幼院

区，妇科、产科是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检验科、放射科成功创建为市级临床重

点专科，医疗水平实现“质”的飞跃。

这其中，少不了上海对口援建助

力。据介绍，上海不仅对口援建夷陵区

妇幼保健院，而且参与夷陵医院传染病

区改扩建项目、夷陵区远程医学教育站

建设项目以及夷陵区中医医院业务综合

楼改造项目等，推动夷陵医疗卫生水平

进一步跃升，为三峡坝库区移民群众健

康保驾护航。

在夷陵区乐天溪镇易地搬迁集中安

置点，一栋栋整齐洁净的民居房屋前，

洋溢着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呈现出一派

安定祥和的景象。

乐天溪镇副书记黄银光介绍，由上

海出资建设乐天溪镇四村易地搬迁安置

点配套设施，涵盖硬化道路6.5公里、

公共场地硬化20000平方米、绿化1500

平方米，太阳能路灯32盏、健身器材4

套，电网改造1000米、饮水管网5000

米，在唐家坝、兆吉坪、莲沱等村建设

光伏电站350千瓦等，涉及唐家坝、兆

吉坪、沙坪、石洞坪等4个村，解决42

户123人居住生产生活问题。

在邓村乡常家垭村易地搬迁安置

点，农户和周边村民喝上了放心水，出

门道路畅通。邓村乡副乡长任智说：

“除了安全饮水、道路建设，上海出资

建设的500平方米文化活动广场、配套

公厕、健身器材，让大妈们休闲锻炼有

了好去处。”

人间最美四月天，走进三斗坪镇黄

陵庙老街，青砖黛瓦马头墙的民居，隐

映在青山绿水间，令人心旷神怡。

三斗坪镇，三峡坝首第一镇，是夷

陵区唯一的江南乡镇。坐拥三峡大坝、

三峡人家两大5A景区，现有黄陵庙、

杨家湾老屋、石牌抗战遗址等34处旅

游景观。先后荣获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

镇、湖北省旅游名镇、湖北省旅游发展

突出贡献乡镇等。

三斗坪镇党委宣传委员田舒寒介

绍，上海出资援建的群众活动服务中

心、文化广场，给蓬勃兴起文旅产业增

添了“双翼”。“每年我们都会举办神牛

文化旅游节，擦亮神牛文化品牌，以文

化旅游助推经济发展，着力打造世界旅

游名镇。”

今年，三斗坪镇将继续推动文旅高

质量发展，开通“两坝一峡”全域游项目，

全面完成仙鹤观旅游度假区建设，打造

黄陵庙老街亮点示范，启动建设滨江文

旅示范街区，构建夜经济核心圈；建设高

端民宿集群，形成“峡江宿集”新增长点，

争创中国慢生活休闲体验镇。

黄花镇香龙山村茶场灌溉用水库建

设，全部为上海援建，总库容量3700

立方米，现已蓄水1800立方米，大大

缓解了因干旱导致的茶树伤害和减产，

同时，水库收集茶园周边的雨水，有效

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公路、土地。如今

的香龙山村，村湾清爽整洁、美丽宜

居，田园郁郁葱葱、蔬果飘香……一派

绿色生态风光扑面而来。

黄花镇副镇长胡纯对今后的发展信

心满满，“生态好了，我们将来可以开

农家乐、民宿、卖茶叶等，带动乡亲增

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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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再提升
沪夷共促移民群众安稳致富

同饮一江水，绵延三峡情。
夷陵，三峡大坝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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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工程动工建设。根据中央政策，上海等地对口支援夷陵。30多
年来，上海选派干部、提供援助资金、签订合作项目，有力助推夷陵
三峡移民群众从“搬得出、稳得住”向“能致富”目标迈进。

今年，贯彻落实“加深沪夷感情、交流两地文化、帮扶移民群
众”要求，坚持“想清楚 看明白 干坚决”工作思路，上海对口支援
夷陵工作全力以赴推项目，千方百计强协作。充分利用对口支援的有
利资源，不断深化结对关系、优化互访模式、强化产业合作，向引进
经济合作项目、帮助企业拓展市场转变，为夷陵产业发展增添新动
能。多措并举树品牌，打造丰富多元的赛事、展销、交流、研学等活
动，做好结合文章，力求实绩实效，不断扩大夷陵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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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决策
部署，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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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夷陵产品亮相第六届上海市对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

“沪夷情、峡客行”西陵峡 ·画境越野赛在夷陵区开赛。

上海援建的夷陵区中医医院。

“静安 ·夷陵号”文旅专列开行，800余名游客到夷陵参观游览。 （均资料照片）

小溪塔街道举办移民技能培训班，指导柑橘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