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10版 全国对口支援万州综述

11版 浙江省29年风雨并肩倾力对口支援涪陵

12版 开州区承接四川省对口支援再上新台阶

13版 吉林省对口支援助力巫溪再上新台阶

14版 江西、云南两省深化对口支援武隆结硕果

河北省助力丰都移民致富路上攻坚拔寨

15版 山东省、沈阳市倾情援助忠县共绘发展蓝图

奉节携手辽宁共谱对口支援合作新篇章

悠悠山海情 携手书新篇

92021年 10月 14日 星期四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美编 王睿CHONGQING DAILY

10月14日—15日，第十三届全国对口
支援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经贸洽谈会（以下
简称“支洽会”）将在重庆市万州区举行，本
届支洽会以“深化对口支援合作，推动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为主题。

支洽会是推进重庆库区对外合作交
流，深化与对口支援省（区、市）区域协作的
重要方式。二十九载春华秋实，自1992年
以来，国家有关部委和全国16个省（区、
市）、7个大城市，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
号召，通过项目帮扶、资金援助、人力开发、
技术交流、市场拓展等多种途径，动员各方
力量全力支援重庆库区移民工作和经济社
会发展。截至今年6月底，对口支援累计引
入各类资金1500多亿元，援建教育、交通、
通讯、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为库区培训
各类人才5万多人次，干部交流1200多人
次。

“对口支援工作为我市顺利完成百万
移民搬迁安置任务、促进库区经济社会发
展、助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作出了重大
贡献。”重庆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而
今，新一轮全国对口支援规划即将启动实
施，如何进一步推进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
提升绿色生态发展水平，促进库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成为新阶段开启新篇章的
重要任务。

立足新阶段
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成主线

目前，重庆库区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
转变的重要时期。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
家战略，为发挥对口支援服务国家战略、构
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供了重要机遇。

“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新发展阶段，库
区也面临新困难、新问题，仍然亟需对口支
援工作展现更大担当、发挥更多作用。”重
庆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按照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保护长江
母亲河、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对库区产业生
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库
区人多地少、环境承载压力大的基础性矛
盾没有根本改变，产业升级转型、绿色产业
发展面临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制约；受
区位、交通条件限制，库区对外有效连通不
足，服务对接国家战略的发展潜力不强；库
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依然存在，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不足重庆市和全国平均水平的
80%，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明
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待进一步缩小等。

坚持合作共赢主题之下的区域合作与

协调发展则成为破题的关键。据了解，在
“十四五”开局之年，按照国家对区域协调
发展的政策定向，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成
为了新阶段对口支援工作的主线。

同时，对口支援省（区、市）也立足新发
展阶段，通过贯彻区域合作的新发展理念，
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发展格局。比如，宁波
市深研政策内涵，以合作服务为新支点，成
立宁波市合作服务中心，打造开放合作的
服务平台，聚集全市200多家各类商会、企
业等市场主体，无偿为各受援地区提供办
公、洽谈、招商等服务；浙江省充分发挥浙
商商会的号召力和协同力，利用涪陵区位
优势和商会平台功能，推动成立涪陵浙江
商会，吸引237家在涪浙商入会，组织13家
浙江企业到涪陵考察营商环境，吸引更多
企业落户；江苏省与云阳县协商共建“江苏
云阳产业园”，承接江苏省产业转移项目，
采取“飞地”经济模式，实现共建共享；四川
省积极支持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举办了
万达开首届创业论坛、文化旅游展演交流
活动。

“未来，走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之路，
才能充分发挥对口支援‘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作用，助推库区高质量发展。”重庆市水
利局相关负责人说。

迈向新台阶
推动生态产业发展促进乡村
振兴

29年来，全国对口支援工作由“输血”
向“造血”转变，库区产业由“空心化”向“特
色化”“多元化”“生态化”转变，移民群众由

“搬得出、稳得住”向“逐步能致富”转变，老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切发展是为了人民，我们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把库区移民群众安
稳致富作为长期首要工作来抓。”重庆市水
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围绕“优
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大力扶持库区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开展生态精品农业科技提升行动，打
造三峡区域生态绿色产品和地理标志产
品。

其中，在支持特色产业发展方面，今年
辽宁省安排专项资金1870万元，帮助奉节
县建设蔬菜小镇、鲜花小镇、中药材小镇、
花椒小镇等 4个特色小镇，惠及 12个村
5600户16000多人；吉林省立足巫溪县优
势资源和产业基础，引进先进农业技术，组
建核桃研究所、援助贝母种植加工以及山

羊、生猪畜牧品种改良等高效农业项目，帮
助当地村民增收；江苏省大力支持云阳县
打造中药材支柱企业，组织引导81家综合
医院采购云阳万力药业中药饮片2167多万
元，支持云阳云海药业产品纳入省医保目
录，今年上半年在江苏省完成3378万元的
销售收入；浙江省引进先进水稻制种技术，
在涪陵发展水稻制种9200亩，带动水稻制
种产业发展，为当地农户增收800多万元。

目前，“天生云阳”“巫山脆李”“奉节脐
橙”“玫瑰香橙”“燕山红茶”“三峡白蜜”“高
山腊肉”等库区特色农产品，已经走出库
区、走向全国。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消费
帮扶，促进库区乡村振兴。据了解，重庆将
与对口支援省（区、市）联合开展科技提升
行动，支持库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帮助拓展
对口支援省（区、市）消费市场，扶持库区龙
头企业做优做强。同时，共同探索创新库
区现代农业产销体系，联合筹建全国对口
支援三峡库区（重庆）特色产品展销中心，
打造集中展示全国对口支援成果的重要窗
口和库区产品线上线下及市内市外消费的
重要端口，“以销定产、以产旺销”，打通从
对口支援、到消费帮扶、到群众增收的关键
环节，推动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产业扶
持和消费帮扶可持续发展。

打造新高地
挖掘保护三峡移民精神红色
资源

万水千山不曾阻隔，八方口音不碍合
作。近年来，为深化对口支援，浙江、上海、
天津、辽宁、吉林、江苏、宁波、杭州、南京、
沈阳等省（区、市）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先后深入重庆库区指导工作，有力推动了
对口支援和区域合作。

“回望对口支援工作，我们心中首先涌
现出来的就是感恩之情。一方面，感恩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峡库区经济社会
发展，对口支援三峡库区是社会主义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体现。另一方面，
感恩对口支援省（区、市）给予重庆库区的
大力帮助。”重庆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重庆将突出三峡文化挖掘保护，以建设
全国红色文化高地为目标，共同打造中华
民族红色基因三峡移民精神阵地。

据了解，2020年6月，中宣部将重庆三
峡移民纪念馆入选首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库红色基因库。三峡移民精神是在党中
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和库区干部群
众在三峡水利工程移民工作中共同创造出
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新时代精神的集中体
现。 刘文

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
工作座谈会

时间：10月15日
内容：将邀请国家有关部委和对口支援
省、市领导参加，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形成联动合力，实现合作共
赢展开座谈，进一步深化对口支援合作。

对口支援招商引资重大
合作项目签约活动

时间：10月15日上午
内容：三峡库区各区县将充分发挥政策和
资源等优势，积极主动与对口支援省、市
及经济发达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精心策划
一批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重大项目，在

“支洽会”期间举行集中签约活动，促进区
域经济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研讨会

时间：10月14日下午
内容：将以“对口支援合作与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为主题，探讨三峡库区在
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新路径新作为，为推
动对口支援合作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建言献策。

世界大河歌会

时间：10月14日晚上
内容：将邀请世界大河流域相关国家和对
口支援省市演出团队及艺术家与本地演
出院团共同打造一台高水准的世界大河
歌会。

对口支援招商引资、文化旅
游及三峡特色产品推介等系
列活动

时间：6月—10月
内容：围绕打好“三峡牌”、唱好“三峡戏”，
突出三峡区域风情文化及地方特色，实现

“走出去”“引进来”。接下来，10 月 13 日

—16日，将在万州区太白街道玉和工艺小
巷和三峡移民纪念馆外举办三峡文化旅
游产业博览会。10 月 14 日—16 日，将在
万州江南新区三峡文化园举办万达开“大
三峡·大巴山”国际文化旅游节等系列活
动。

三峡美食文化节暨万州烤鱼节

时间：10月13日—17日
内容：将集中展示展销三峡库区及周边区
县的农副土特产品、特色商品、美食产品
和扶贫产品等。开展三峡老字号、星级农
家乐、三峡餐饮名店、名厨、名菜品鉴等系
列活动。

巫山红叶节

时间：11月下旬
内容：举办第十五届中国重庆长江三峡
（巫山）国际红叶节，推介展示中国长江三
峡国际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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