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的开州区临江镇福德
村生机勃勃，青山绿水之间满山
遍野的晚熟柑橘、宽阔整洁的柏
油马路、典雅别致的三层小楼，
与远处苍翠的小山、洁白的云朵
遥相呼应，宛如一幅靓丽清新的
乡间水彩画。这个曾经的空壳
村，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小康
村。

在开州，发生这样翻天覆地
变化的村社不少，而这样的嬗变
源于一段难忘的帮扶情。

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发
出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号
召——自此，一衣带水的四川省
便与开州区结下浓厚情谊，紧紧
相连。

山水相连，人情相通，让对
口支援更显长久而细腻。29年
来，在四川省的倾情援助下，开
州库区移民已从搬迁安置转入
安稳致富的新阶段，在两地协同
共进下，开州努力开创三峡重庆
库区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
局面。截至目前，四川省已累计
无偿援助开州区资金近3亿元，
实施对口支援项目100余个。

从乡村到城市，这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援建基
础设施到改善民生，再到培训
人才……处处凝结着对口支援
省市的深情厚谊。

谱写新篇章
四川与开州携手唱响“双城记”

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召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
国家战略。自古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的川渝
两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四川省与
开州区对口支援更借此迈入新阶段。

据开州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万
达开一体化发展的合作框架下，四川省与开
州正在一次次协同共筑、合作开发下做到双
方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其中在对外开放同
频同兴方面，四川省达州市入股万州新田港
二期建设，与达州“无水港”、开州港联动，正
在开辟万达开铁水联运新通道。举办“2020
川渝国企万州行”“全国知名民企万州行”等
项目推介会活动，40余家央企、川渝地方国企
与万达开三地签署项目43个，协议投资1153
亿元。

在生态环保联防联治方面，四川省达州
市与开州建立了生态环境监测、联合执法、流
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森林病虫害防治等联
动协作机制；四川省开江市与开州实现跨境
流域水质自动监测，联合开展天然气突发事
件应急演练；共同编制“十四五”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协同推进秦巴山区和三峡库区生态
修复，积极构建山区生态屏障和水域生态廊
道。

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面，四川省达州
市与开州已实现了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互认检
查检验结果，跨省异地就医实现直接结算；养
老保险关系实现无障碍无纸化转移接续，工
伤保险实现协议服务机构互认，建立养老待
遇领取人员资格、法律援助事项就近互认互
办机制；开设了跨省亲情号码互设业务，电话
卡可异地补卡、异地销户；建立了微信公众号
平台和“联合采访、稿件互换”机制，两地新闻
资源实现合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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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发展短板
改善基础设施筑牢城乡发展根基

每年春季的开州区麻柳乡
鹿桐村，一条普通的农村公路
旁总是春花烂漫，吸引着村民
与游客的目光。

这条路在当地叫做“援建
路”，是四川对口支援开州修建
的。如今，这条路不仅成为解
决村民出行难、体现四川与开
州之间深情厚谊的一条情感联
结纽带，更是成为当地连接村
组、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致富
路”。

在开州，像这样看得见或
看不见的援建成果还有很多。
在金峰镇，普惠寺桥的修建拉
近了村社距离；在温泉镇，新建
广场成为群众聚会、游玩的新
去处；在郭家镇毛城村，油化停
车场让停车不再难，方便了村
民游客往来……

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开州经

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据开州区
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对
口支援开州以来，四川省一直
致力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以交通道路建设、移民小区
配套设施完善为主，源源不断
地无偿投入有力促进了开州基
础设施的持续改善，为开州经
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奠定了
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在四川省对口
支援下，开州已累计修建、改造
了麻柳，渠口、厚坝、丰乐等镇
街村级公路近200公里；配套、
完善了安康、中吉、金水湾等8
个移民小区基础设施建设……
一系列补足基础设施短板的项
目，让开州群众感受到两地人
民的深情厚谊，也开启了城乡
均衡发展的大门。

增进民生福祉
完善公共服务提升群众幸福感

“每周两天雷打不动的去老
年大学上课，能选择的课程多不
说，学校环境也优雅，真的给了
我们老年生活不一样的体验。”
对口帮扶巨变，让开州老年人从
此开启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的圆梦之旅。如今，开州退休老
人说起晚年生活的变化，说得最
多的是“感谢”。

开州老年大学成立于1991
年6月，老校址已永久沉泯于三
峡水库库底的汉丰湖畔。2013
年以来，四川省累计对口支援
2600万元支持开州老年大学和
老年活动中心新建。如今这里
已建成一所“选址科学、环境优
美、设计新颖、布局合理，设施
配套、文化氛围浓郁”的帅乡老
人“求知求乐求健康”的理想场
所。

“目前，学校现有 20 个专
业，有教师30名、教学班级33
个，满足上千位老人就学需
求。”据开州区水利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四川省对口支援
坚持“民生优先”，四川省坚持

将对口支援无偿提供援助资金
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致力解
决民生“难题”，学校、便民服务
中心等一大批民生项目在开州
遍地开花。

念 好 准 字 经 ，写 好 民 生
谱。据统计，四川省已援建修
建了德阳中学、丰乐中学、老年

大学等重点项目，有力促进开
州教育事业发展。同时，四川
省还重点帮助建设了文成、迎
宾、周都等 28 个社区、村级服
务中心……一系列有温度、有
力度的帮扶措施，实现了公共
服务资源共享，帮助城乡公共
服务质量提档升级。

强化智力支撑
持续培训人才增强发展动力

对口支援工作，干部人才是
重要内容。

据开州区水利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四川省对口支援给开州
带来的不仅是基础设施的完善、
民生服务的提升，还有人才素质
的提升、开放理念的形成。29年
来，四川省始终坚持培养一支带
不走的人才队伍，为开州长远发
展提供智力支撑。

开州富友食品厂经理王友
富就是其中的一例。作为重庆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名小吃

“冰薄月饼”的第十三代传人，多
年来王友富一直找不到做大做
强家传手艺的方式，单靠着本地
名气做销售，成本高不说，还没
办法进一步打开销路，直到参加
由四川省支持、区里开办的致富
带头人培训才引来了改变。

“培训让我大开眼界，非遗
接轨电商，如今我每年的销售额
都有300万元，还解决了30人的
就业。”王友富的致富变化见证
着开州人民与对口支援省市的
深情厚谊。而他只是四川省帮
扶开州培育人才队伍中的一员。

既要授人以鱼，又要授人以
渔。29年来，四川省注重提供智
力支持和技术帮扶。为开州举
办种植、养殖等各类培训班40
多期，培训移民致富带头人

2500余人；培训专业技术人员
700余人；互派干部交流100余
人次，正为开州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注入了新动力。

资金的扶持，项目的带动，
人才的支持，交流的影响……29
年，让四川对口支援开州从“输

血”到“造血”，从帮扶到融合，处
处饱含深情、体现良苦用心，真
正体现了“川渝一家、手足情深”
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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