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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 19日 星期四T8情系峡江三十载 同心共富万里行
全国对口支援三峡重庆库区30周年特刊

在重庆市的东南部，武隆区作为地处武陵山和大娄山峡谷地带的中国南方喀斯特高原丘陵地区，成为了三峡
重庆库区生态保护、移民安置的高难度地区。

1994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与切实安排下，江西省、云南省、昆明市开始开展对武隆区的对口援建
工作。截至2022年2月，江西、云南两省无偿援助资金5126万元（江西3190万元、云南1726万元、昆明210万
元）。其中，援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8个（江西32个、云南26个）；公益设施项目33个（江西16个、云南17个）；双
方互访77批次（江西26批次、云南51批次），在年复一年的交流和相处之下，结下了丰厚的情谊，也全面推动武隆
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更为保障移民安稳致富、同心同德建设和谐稳定库区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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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滇优秀企业看武隆发展

倾情帮扶，硕果累累。在近30年的对口支援过程
中，也同样涌现出许多来自江西省、云南省、昆明市的优
秀企业家，在武隆留存了动人的故事和情谊。

“2020年，我们前往武隆设立了养殖公司，协助周边
大批村镇实现乡村振兴，近两年来武隆的发展，我们也有
目共睹。”江西省正邦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西省正邦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020年，在江西省政府的号召和武隆区农委的牵头下，
他们来到了武隆，立足于扶持当地农业的现代化与产业
化，投入了大量的技术资源与人才资源。

2020年11月，江西正邦集团种养生态循环项目在
武隆区签约，项目总投资达18亿元，成为了武隆区引进
的最大的农业投资项目。

江西省正邦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们项目的落
地离不开武隆区农委和相关政府部门的配合。能用我们
的经验促使武隆库区农民朋友们实现大规模脱贫，并进
一步走向乡村振兴，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江西与武隆对口
支援30载深厚情谊的直观体现。”

近年来，武隆与云南省、江西省、昆明市等对口支援
省市与支援单位建立了高层互访工作机制，每年双方考
察访问交流1次以上。

“2021年，对口支援单位来武考察访问2次13人次，电
话联络互访交流17次，网络互访交流11次。”武隆区水利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断密切的互访交流也不断吸引支援省
市的优秀企业和产业入驻武隆。

据武隆区水利局统计，2021年，储备招商项目11
个，落实招商洽谈合作项目3个，合作项目总投资33.5亿
元，完成签约合作项目1个，签约投资5.5亿元。

“2021年—2025年将是我们积极推动、扩大援建效
果的规划年。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我们规划对口支援项
目32个，项目总投资5772.18万元，规划项目实施后可有
效解决库区群众出行、饮水、教育、产业发展、就业等方面
困难。”武隆区水利局负责人表示，有了江西省和云南省
的倾力援助，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心里是有底的。

援助三十年
项目扶持夯实库区民生基础

妙塔遥望郁郁苍，云容峡势远茫茫。武陵山深
处，武隆区被大自然赋予了天然的人文艺术价值。
境内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喀斯特芙蓉洞和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天生三桥”，在难以被替代的生态资源
加持下，成为了“中国天然氧吧”。而也正是由于其
独特的生态价值，武隆三峡库区的水土保持、水质保
护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工作的价值意义则更为明
显，同时，库区居民的移民安置任务也被放在了重中
之重的环节。

1994年以来，江西省、云南省、昆明市与武隆区
建立起对口支援帮扶关系以后，武隆区从赣、滇两省
处获得了资金、人才、技术等全方位的大力支持，双方
积极沟通配合、通力协作，在公益、教育、医疗、养老等
优化民生环境环节及农业、工业和旅游业等产业扶持
环节做出了尤为突出的成效和成果。

据武隆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22年，
江西省、云南省、昆明市积极帮扶、无偿援助建设武隆
区的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移民小区、移民乡镇农村
公路、人饮、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农村文化阵地等多个
项目工程，共实施项目91个。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58个，公益设施项目33个。

2021年，武隆区进一步加深与江西省、云南省、

昆明市的积极对接协调，以库区移民急难问题为导
向，围绕生态环境、乡村旅游、体育健身、饮水安全、便
民通行等重点内容，完成了援建项目4个，完成总投
资396.58万元，其中，援建项目资金330万元。

在对口支援的工作中，江西省、云南省和昆明市
各自发挥自身优势，结合武隆区具体区情，有针对性
地进行对口扶持。

针对移民村的农业现代化升级，赣、滇两省提供
资金扶持，建设蔬菜种植示范基地、农田标准化工程，
有效的带动现有的专业合社、大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的
运行发展，促进了库区产业升级。

其次，针对民生改善工程，赣、滇两省无偿支援
资金，集中投用于小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设施建
设，以完善移民村基础设施为重点，努力解决了库区
群众出行和饮水问题，以改善移民小区的环境、提高
基本公共服务为宗旨，切实改善了库区的城镇风貌
和品质。

走进武隆区白马镇的六方坪移民小区，道路整洁
平坦，小区绿意盎然，这里成为了武隆库区民生改善
的典型之一，也成为了赣、滇两省积极帮扶、无偿援助
武隆加大民生项目投入的成果之一。

此外，白马镇还在医疗、交通等方面获得了基础
设施建设的大力的扶持。白马镇敬老院、白马中心卫
生院、白马镇杨柳村农村公路等民生改善项目的拔地
而起，真正从实处让白马镇及其周边的库区移民极大

地获得了满足感和幸福感。
“近30年以来，赣、滇两省还大力的支持和引导

武隆发展优势产业，以产业融合升级的方式带动库区
经济发展，实现了非常显著的移民增收。”武隆区水利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高度发挥旅游
资源优势等方式，武隆以芙蓉街道柏杨村、江口镇焦
村坝、凤来乡、沙台村等乡村街道为重点，升级改造房
屋风貌、重点打造旅游、休闲、度假、现代农业、田园社
区，建设了一批优质乡村旅游示范点。

暖心三十年
精准帮扶保障移民产业建设

白马镇是三峡武隆库区移民工作的重点村镇，因
地处白马山麓而得名，历来是武隆区的工业、交通、商
业的重要枢纽。全镇共涉及5个移民村、三峡库区淹
没人口3808人（含苎麻厂）、淹没房屋总面积64782
平方米、淹没土地面积715亩。

作为武隆区移民工作中的重点村镇，白马镇的移
民工作也在对口支援的情谊下，获得了最突出的成
就，在这一点上，白马镇移民管理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杨春霞最有发言权。

“江西和云南长久以来的帮扶，我们始终感恩，这
份情谊是怎么都不能忘记的。”白马镇移民办负责人
杨春霞表示，白马镇铁佛村、杨柳村等村镇的移民安
置精准帮扶项目都由她主要负责。

“从1998年启动六方坪移民小区建设以来，江
西、云南两省从此就把我们放在了心上。”杨春霞说，
2015年至2021年，江西省共计援建项目资金720万
元，云南省共计援建项目资金600万元。如今，在区
政府的指导和对口支援的项目资金扶持下，白马镇已
初步形成以纺织、建材、家具、食品、运输、电力、机械
为骨干的乡镇产业体系。

“2019年9月，重庆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在武
隆区白马镇正式开工。该项目建成后，可通航500吨
级船舶，年平均发电量达17.12亿千瓦时，是武隆区
总投资达101亿元的重大项目。这中间，也同样离不
开江西、云南二省的持续帮助。”杨春霞说。

无独有偶，位于鸭江镇的三元村同样属于三峡库区。
三元村作为鸭江镇唯一的三峡移民村，拥有丰富

的旅游资源。2016年，通过对口支援资金的投入和
县移民局的大力支持，依托于鸭江小三峡的自然景
观，前后解决了小三峡的可进入性问题，并在近两年
完成了多个卫生、交通、用水等便利民生的基础设施
改善项目。

“移民村村民的人居和安置问题一直是我们心里
的头等大事。在江西和云南两省的倾力帮扶下，民生
环境的改善有目共睹，当地村民生活有保障了，我们
下一步的产业化发展工作，就更加有了信心。”武隆区
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云南省对口支援三峡库区项目，为武隆区三峡移民

提供果树栽培技术江西省、云南省援建武隆区实验小学教育基础设施

江西省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助力武隆区产业发展

武隆 赣滇援建情谊浓 对口支援成果丰
江西、云南援建的羊角街道永隆乡村环境、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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