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7月23日 星期六 组版编辑 罗 丹 美术编辑 帕姆卓玛

本报记者 郑思哲

对口援青，一段东部多省市与青海持续了十余载的支

援情谊；

东西部协作，一场苏青两省延续了数载光阴的帮扶深

情。

伴随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

施，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

“深入推进区域流域交流合作，全面打造对口援青和东

西部协作升级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召开意味着青海迈

步新时代，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也将贡献新的力量。

迈步新征程，勇担新使命。各支援方将依托对口援青

和东西部协作机制，为青海架起高质量发展的宽广道路，与

594 万青海儿女共同把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美好蓝图变为

现实。

“输血”变“造血”
打造产业帮扶“升级版”

作为农业大县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被誉

为“柴达木绿洲”“瀚海粮仓”，这里盛产的枸杞、藜麦、青稞、

牛羊肉是难得的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量高、无污染、

品质好。但因各种缘由，一直难以被外界知晓。“销售渠道

单一、收益低、品牌影响力差，这不单是枸杞面临的问题。”

在反复奔走、充分调研后，浙江省嘉兴市第四批援青干部、

都兰县委常委、副县长陈云飞为都兰特产找出了发展路径。

打造以政府主导的“都兰优品”区域公用品牌，着力推

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建设、产业化经营，并探索线上线下

融合、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路径和模式，促进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都兰县就此打响了高原有机农畜产品

生态牌。

产业兴旺，发展有望。着眼受援地产业发展，不断激发

产业发展动能，持续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成为对口援

青和东西部协作产业帮扶重要手段。

对口援青各支援方立足受援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探

索实施了一大批生态畜牧业、文化旅游业、特色种植业、商贸

服务业等产业支援项目，助推受援地改善产业结构、优化产

业布局。利用便利条件在支援地设立专馆专柜、产品展销中

心，开展线上线下消费扶贫活动，使青海特色农牧产品“好产

品卖上好价钱”。做好青海政策资源优势与内地产业市场优

势结合文章，围绕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绿色生态、有机畜牧

等重点行业，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青货进苏”、南京商超、栖霞青海特色商品专营店、消

费帮扶示范销售平台……越来越多的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

渠道，不断推进了青海牛羊肉、蜂蜜、枸杞和特色手工艺等

产品广销省外。尤其是借助青洽会、南京国际时尚消费品

博览会、江苏舜天海外电子商城等平台，大力宣传推介青海

农牧优势特色产业，积极为青海特色产业发展牵线搭桥。

授鱼到授渔
打造智力帮扶“升级版”

2020 年 7 月，山东省重点援青公益项目鲁青眼科医院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正式启用。医院依托山东中医药

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优质眼科医疗资源，为当地打造了一个

带不走的优质医疗团队，全面提升海北州眼科诊疗水平。

自鲁青眼科医院建立以来，已收治患者 4142 人次，实施手术

242台次，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各支

援方争当智力援青的“先行者”，努力实现人才智力帮扶向

搭平台、汇资源、带队伍、强基础转变。

在江苏专业技术人才的大力支援下，湟源高级中学在

2019 届高考中一本上线 372 人，本科上线 571 人，远超历史

最高纪录；南京支医人才为西宁市两县一区累计接诊 3772
人，抢救危重病人共 59 人，填补了一些手术空白；北京援青

团队协调专家指导完成玉树州第四医院设计方案，推进结

核、肝炎等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上海援青团队打造西宁果

洛中学教育发展基地，构建“上海—西宁—果洛”三级渐进

式教师培训体系……

一项项智力帮扶在高原大地结出硕果，为青海经济社

会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享受高品质生活提供了实打实的

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组团式”“院包科”“青海班”“互挂互派”……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举措、办法，让越来越多的青海各族干部群众享受

到了省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教育教学方法、医疗技术，也让

人才交流成为苏青两省之间沟通协调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据统计，全省累计各支援团队共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622
个，填补各州空白 256 项，全部完成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建设，

累计开展远程会诊 4000 余例、病例讨论 2700 余例、远程培

训 1100 余次，组建专科联盟 28 个。三年来用于学校建设、

设施改善、远程教育等方面的资金超过 10.6 亿元，异地办班

招生人数达 15993 人。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共

从援青省市柔性引进各方面专业技术人才 1011人。

交往更交融
打造民族团结“升级版”

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不仅仅是助推西部欠发达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扶持，更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

交融，进一步拉近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兄弟姐妹间的亲情，让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和谐曲时刻唱响在江源大地。

2021 年 6 月，在援青教师的牵线搭桥下，来自果洛藏族

自治州的学生团赴上海学习交流。果洛学子们在亲眼目睹

了上海的繁华后，深受感触。“想到上海学习先进的科学技

术，再回果洛建设家乡”。看过外面的世界，“求学梦”的种

子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学习动力更足了。

尤其是随着对口援青工作的不断推进，“感恩祖国·圆

梦北京”“京玉少年手拉手”夏令营、天津“石榴籽”计划等品

牌深入人心……借着对口援青与东西部协作的平台，以文

为媒，以旅为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

开展“结对子、走亲戚、交朋友、手拉手”等文艺展演、文化交

流、经贸合作等活动，促进了我省与东部地区更深层次的交

往交流交融。

通过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的深入开展，不仅架起了青

海与援助省份的联系纽带和合作平台，加快了青海对外开放

步伐，提升了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更加有力地促进了民心相通、

情感相融，也极大地深化了双方经济合作、思想交流，凝聚了为

实现中国梦并肩奋斗、携手前进的思想共识和磅礴力量。

山遥水远情相系，肝胆相照手足亲。我们坚信，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各支援方必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

更高的标准，全方位推动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迈上新的

台阶，努力打造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升级版，力争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代画卷上，为谱写青

海篇章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再续前缘谋发展再续前缘谋发展 千里携手谱新篇千里携手谱新篇

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
战略。伴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实现，我们站在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共同富裕的新起点。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
指出，“深入推进区域流域交流合作，打造对口援青和东西
部协作升级版。”这寄予了新时代新背景下支援协作新的
期望，同时也对支援协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升级版不是一个简单的增量，而是要在新理念新阶段
新战略下，全方位多角度给予稳定长久可持续的支援协
作，在推动全省支援协作工作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应在支援协作着力点上契合青海发展实际需求、战略
部署，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青海篇章
提供坚强保障。

着眼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造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升
级版，我们应胸怀“两个大局”，瞄准新的目标，团结协作、
相互支持，在接续奋斗中交出共同富裕的高质量答卷。

着眼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
宏伟蓝图，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升级
版，我们应围绕和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重大要求，统筹
好力量，调动好资源，对接好所需，发挥

好所能，书写好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着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造让各族人民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的升级版，我们应围绕教育、医疗、就业等群
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总结“组团式”帮扶经验，深化团队化
运作模式，既在“点对点”上下功夫，也在“传帮带”上见实
效，让支援协作效益最大化。

着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民族团结的升级
版，我们应始终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促进各民族
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度交融，把物质保障变化的显绩写
在青海大地上，把精神文化力量变化的潜绩印在各族群众
的心里。

着眼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打造合作共赢升级版，我们
应将区域合作和协调发展作为支援协作的重要内容和通
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互学互鉴、携手前行。

郑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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