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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滇探索“组团式”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

边远山区有更多的孩子走出

大山，追逐梦想；人们在家门口即

可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 立足地

方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发展产

业，助力乡村群众增收……

这与沪滇“组团式”帮扶密不

可分。 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数

量最多的云南省， 沪滇携手探索

“组团式”帮扶，组建教育、医疗及

科技人才团队，把学校、医院“搬”

进大山，并着力“造血”培育产业、

培养人才，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续

写山乡巨变的新时代篇章。

模式升级，从“单打独

斗”到“组团式”作战

“中央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学

校”，一个标识牌醒目地挂在云南

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第

一中学的校园内。 云南已成为上

海市澄衷高级中学教师徐雪君的

第二故乡， 沪滇协作让他先后在

2018

年、

2022

年来到云南， 如今

担任马关县第一中学党委副书

记、校长。

今年， 马关县第一中学应届

生本科过线率大幅提升， 这是徐

雪君和帮扶团队辛苦付出的结

果。“帮扶工作不仅是一个人、一

个团队在战斗，背后是一个区、一

座城。 ”徐雪君说。

马关一中的发展是沪滇“组

团式”帮扶的生动缩影。 打赢脱贫

攻坚战后， 云南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

艰巨，脱贫地区的教育、医疗和产

业依然面临发展滞后、 发展不均

衡问题。

� 2022

年起，按照“中央要求、

云南所需、上海所能 ”的原则 ，沪

滇两地改变零散选派帮扶人员的

传统模式，从点对点“单打独斗”

升级为“组团式”协同作战，聚焦

“守底线、增动力、促振兴”，推动

人才、资金 、项目、技术等资源向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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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下沉流动，通过“组团式”帮

扶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根据受援地区对学校、 医院

等方面的人才需求， 上海的帮扶

团队和云南帮扶团队“打包 ”组

合，合力攻坚：

上海市已派出

40

名校级领

导、

121

名中层教育管理者及骨干

教师到云南， 与当地的

219

名教

师形成紧密合作的团队；

来自上海的

12

名受援医院

院长、

400

多名医生与云南省内

1000

余名医生“组团”支援，形成

帮扶合力……

上海市援滇干部联络组有关

负责人介绍，“组团式” 帮扶重点

突出团队协作、资源统筹、重心下

沉， 通盘考虑帮扶人才和受援助

地区需求来选派学校、医院、科技

骨干， 在探索创新东西部协作模

式上迈开腿、不停步。

“以教育帮扶为例， 受援学校

均由上海帮扶教师和省内帮扶教

师组成

8

至

10

人的帮扶团队，帮

扶团队内既有管理人员、 又有专

任教师，做到学科配比均衡、结构

合理。 ”云南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

二处副处长余金华说。

“带土移植”，培养一支

持续“上新”的人才队伍

“组团式”帮扶的道路上，专业

对口、结构互补、协同高效的上海

帮扶团队与云南当地干部群众携

手，打造出一支支持续“上新”的

人才队伍。

云南省普洱市的首个整形外

科开设在大山深处的澜沧县第一

人民医院， 不仅本地群众前来就

诊，省内乃至贵州、四川等地患者

也慕名而来。

由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援滇医

疗队队长刘菲带领， 这个由上海

医疗队援建的新科室自

2022

年

9

月以来累计收治需整形修复的患

者近

500

人次。 同时，澜沧县第一

人民医院的普外科、骨科、泌尿外

科、 急诊科等科室建设也得到带

动与加强。

“与以往为期半年的医疗帮扶

不同， 这次的帮扶项目将开展到

2035

年， 这期间我们将继续填补

医疗教学研究空白， 巩固扩大科

室援建成果。 ”刘菲说，技术下沉、

服务上门， 受援地区群众在家门

口 即 可 享 受 高 质 量 医 疗 服 务 。

“

2023

年 医 院 外 转 人 数 下 降 至

2039

人，同比下降

52.7%

，这是我

们开展帮扶取得的最明显成效。 ”

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

处长徐丽娜介绍， 长期在云南受

援医院工作的上海市医疗专家

中， 服务期在半年以上的有

190

余人， 通过对当地人才的“传帮

带”，着力为云南打造一支可以持

续“上新”的医疗队，目前云南受

帮 扶 医 院 已 建 立 特 色 专 科

358

个， 开展的新技术新业务有

1000

余项。

邀请上海虹口区学科名师开

设解读新教材、新课标讲座，举办

学科教学竞赛， 组建生物学科工

作室……在马关县第一中学，徐雪

君推动边远地区教研观念转变、

将教学式帮扶融入本地教师培

养。 今年，其工作室成员已有一名

教师晋升为高级教师， 一名教师

成为文山州骨干教师。

“徐老师带领的上海团队、昆

明市第三中学选派的

6

名骨干教

师， 还有教育部选派的专家顾问

团定期指导， 拧成一股合力帮助

我们成长。 ”徐雪君的“徒弟”、马

关县第一中学教师汪金艾说，去

年他和同事还到上海参加了跨省

联合研修活动。

在沪滇两地教师的共同努力

下，

2023

年云南接受“组团式”帮

扶的

27

所普通高中教育质量显

著提升，

11

所职业高中在招生和

就业方面取得明显进步。 上海市

援滇干部联络组有关负责人介

绍 ，实现外来“输血”与本地“造

血”有机统一，是可持续培育人才

的基础保证。

强劲“造血”，跑出乡村

全面振兴“加速度”

在沪滇“组团式” 帮扶协作

中，一套套“组合拳 ”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

医疗服务， 实实在在的推动产业

振兴。

夏日的云岭大地，青山葱茏，

绿野丰茂。 时尚的露营地、清澈的

河水、多彩的步道……在盐津县牛

寨乡万和村， 曾经的偏僻山村变

成了网红打卡地 。 变化源自于

2023

年上海市闵行区在万和村投

入

1000

余万元打造的乡村振兴

示范点。

乡村旅游火起来后，

34

岁的

万 和 村 村 民 杨 奇 成 为 “乡 村

CEO

”。“沪滇帮扶带来新理念、新

业态，让我们留在村里有活干，一

起把家乡建设好！ ”他说。

“盐津没有多少平地， 每一寸

土地都很珍贵。 ”来自上海市闵行

区的盐津县委常委、 副县长周健

说， 我们把帮扶资源和发展目标

精准匹配， 激发乡村全面振兴的

内生动力。

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是关键。

沪滇“组团式”帮扶立足地方资源

禀赋和市场需求发展产业， 帮助

一个个本地创业者成为群众增收

的“领头雁”。

除了万和村，澜沧县班利村、

耿马县芒蚌社区 、 玉龙县甲子

村……一批叫得响、立得住、推得

开的乡村旅游示范标杆在沪滇

“组团式”帮扶中崛起。

从孟连牛油果、元阳红米、昭

通苹果到保山咖啡， 一个个沪滇

消费协作品牌成为抢手货， 让特

色产业拥抱全国大市场。

在文山州西畴县蚌谷乡龙正

村， 沪滇帮扶协作资金为返乡创

业的刘禹丹解了燃眉之急， 厂里

的豆制品供不应求， 还新建了厂

房，带动周边群众

2000

余人增加

收入。“这几年上海援滇干部虽然

有轮换， 但对我的帮扶一直没有

断档。 ”刘禹丹说。

据云南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

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 ，

2021

年以来， 上海累计投入云南

帮扶资金

168.12

亿元， 实施项目

5210

个， 沪滇协作多项指标走在

全国前列。

2023

年，上海在云南新

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

408

家，实

际到位投资

167.58

亿元； 实现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9.35

万人。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

统计，今年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87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8.5%

。

山风拥海浪 ， 沪滇情谊长。

上海与云南正携手奋进， 扎实推

进“组团式”帮扶，赋能乡村全面

振兴。

（于婷婷 文

/

图）

陕西延安：

打造乡村美产业兴

百姓富新图景

近年来， 随着陕西省延安市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推进， 吴起县群众大力发展特色种

植、 养殖产业， 并辅以新型经营理念和生产方

式，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设施农业织密百姓致富路

近年来，吴起县以生态美、乡村兴为目标，

全面发展以苹果产业、养殖业、设施农业和陕北

小杂粮产业、 水产业、 林产业为主要内容的

“

3+3+X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既夯实了共同富

裕的基础，也为全县农业发展勾画出宏伟蓝图。

走进吴起县长城镇双湾涧村樱红涧谷日光

温室樱桃采摘示范园，

20

个大棚错落有致 ，日

光温室配备了全自动喷淋、起帘、放风等设备，

同时建立

4.0

智慧农业平台， 引入农产品追溯

系统，降低了生产成本；采取“合作社

+

农户

+

脱贫户”的模式，带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

“到了盛果期，每棚产量在

5000

斤左右，年

收入将达到

120

万元。 ”长城镇政府二级主任科

员冯占伟介绍道。

近年来， 吴起县大力发展棚栽蔬菜、 瓜果

等设施农业， 共建成日光温室

2843

座、 拱棚

3034

座， 种植标准化高山冷凉菜

1.5

万亩，香

菇

500

万棒，瓜菜年播种面积

4

万亩左右，产量

10

万吨以上；累计培育家庭农场

1963

个、合作

社

338

个，创建周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1

个、

省级农业示范园区

1

个、 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

12

个。

乡村蝶变喜迎八方客

在周湾边塞蓝湖， 游客或乘船嬉戏水间，

或宛若画中游走； 工人在水产养殖示范基地拉

网捕捞， 一派水美鱼肥生机勃勃的景象……近

年来，吴起县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

走出了一条具有吴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得益于区位优势， 近年来白豹镇王湾村大

力发展城郊型经济，王湾香瓜、王湾大杏、王湾

葡萄和洛河香菇等农特产品越来越有名气，村

子也成为群众休闲观光、 体验采摘的好去处。

2021

年以来，白豹镇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建设

完成包括拓展训练基地、 农家乐、 特色采摘大

棚、 大型儿童游乐场等在内的乡村旅游业的综

合体。

王湾村的变化是吴起县和美乡村建设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吴起县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

代生活条件”的目标，采取“政府投资

+

”“基层

党建

+

”的方式，推行“典型模范

+

”的“

3+

模

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特色产业筑强振兴引擎

近日， 记者来到铁边城镇铁边城村

200

头

林麝养殖场，只见各类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林麝

正在圈舍里面嬉戏打闹。 该养殖场所产麝香品

质可观，一克能卖七八百元。

在吴起县，除了林麝养殖之外，和牛、鹊山

鸡、梅花鹿等养殖业也是风生水起、生机勃勃。

截至目前， 吴起县共有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314

个， 全县肉类总产量有

8333

吨， 禽蛋产量为

831

吨。

“畜牧业已经成为我县产业链条完善、群众

参与程度高、发展势头好的重要产业。 ”吴起县

畜牧中心主任袁海荣说，下一步，该县将强化服

务保障，持续扩大养殖规模，进一步提高群众收

入，唱响“绿色牧歌”。

胜利山下披锦绣，“农”墨重彩绘新篇。 一

项项政策扎实落地， 基层干部群众干劲日渐增

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新蓝图正在吴起大地

徐徐绘就。

（据中国农业新闻网）

张小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