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发展的核心
动力。

吉林对口支援给巫溪带来的，不仅是
绿色产业发展的提升，还有人才素质的提
升、开放理念的形成。自2021年来，吉林
巫溪始终坚持携手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人
才队伍，为巫溪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在人才交流方面，吉林根据巫溪发
展所需，开展移民干部、企业员工、中小
学校长、高级医护人员等人才培训，为

巫溪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截至
2024年底，累计举办移民致富带头人
和移民干部培训15班次、550人参训，
交流培训干部32人，他们不仅学习到
先进的知识技术，也将更开放的理念带
回巫溪。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吉林
省以冰雪产业发展为突破点，携手巫溪
并在先锋小学打造室内滑雪场地，建设
冰雪运动人才培训基地，分期培训运动
员、教练员40余名，为巫溪冰雪运动发

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你来我往中，吉巫两地感情日笃，

更深层次的协作还在升级。”据巫溪县
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巫溪借助“吉
巫对口支援”渠道，高效联动“浙吉对口
合作”平台，还建立起了三方合作共赢
绿色通道。通过引入经验丰富的电商
培训机构，在全县范围择优选拔乡镇人
员，从直播带货、新媒体短视频运营到
社群运营引流等方面进行集中培训，培

养了一批电商实战专业人才，提高了全
县电商创业的能力和氛围。

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吸引66家
电商企业成功入驻，培训电商人员达1
千余人，使群众就业创业的空间有了进
一步提升。

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一位
位远道而来、不遗余力帮扶巫溪的有志
之士让山海相连，更为巫溪发展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吉林巫溪 携手打造强县富民标志性成果 谱写对口支援新篇章

盛夏时节，走进上磺镇上磺村“吉
龙虾”稻虾共养示范养殖基地，一块块
稻田显露勃勃生机，环绕在稻田四周的
虾沟水面，一尾尾蓝龙虾若隐若现，勾
勒出一幅虾稻共生的和谐画卷。

“‘稻虾共养’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
两者互补，实现了‘一亩田、百斤虾、千
斤稻、万元收’。”据基地负责人介绍，该
模式下龙虾亩产可以达到120斤，按照
目前市场价在80元到120元一斤左右
算，每亩收入就可以超过万元。

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这一
产业基地是巫溪抢抓对口支援机遇，借
助“吉林+浙江+巫溪”三方合作平台，
打开绿色产业发展新通道的缩影。

“对口支援重在增强‘造血’功能，
产业是最有力的支撑。”据巫溪县水利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以来，巫溪
立足本地自然资源富集、生态环境良好
优势，通过产业合作、区域共建、招商引

企等方式，持续加强与吉林的双向协
作、资源互补，不断拓宽对口协作之
路。像“吉龙虾”稻虾共养示范养殖基
地这样在吉巫协作平台下结出的产业
硕果在巫溪不止一例。

巫溪引进吉林先进的中药材种植
技术，为繁育优质太白贝母提供技术
支撑，大力促进贝母产业的发展，推动
特色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吉林支持
巫溪红池坝景区、兰英大峡谷观景台
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为景区创建国
家4A级、5A级景区助力升位；牵线搭
桥引入吉林企业投资巫溪，利用“支洽
会”助推“巫溪老鹰茶”“冬桃”“花台蜜
柚”等品牌营销活动，让巫溪“土特产”
走出去……

以“吉林智慧”激活“巫溪资源”，一
个接一个的项目聚合成了一个个新的
增长极，也给巫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对口支援将吉林与巫溪紧紧连在一起，这浓浓的
情谊里，不只是经济发展上亮眼的“成绩单”，还有民
生“润物无声”的转变。

宁河街道长春小学校就是典型的代表。走进这
里，塑化的操场、靓丽的舞台、宽阔的餐厅、崭新的多
媒体教室让人耳目一新。“从一个老旧的基层小学到
现在孩子们喜欢的校园，离不开对口支援资金的支
持。”据长春小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近140万元
的投入，长春小学正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走进美丽
的校园，在宽敞的操场上奔跑，在明亮的教室里汲取
知识，在干净的食堂用餐。

在巫溪，像这样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援建成果还有
很多。如光伏路灯、村社便民服务中心建设、乡镇人
行便桥及移民居民点环境整治等项目，让乡村美起
来、强起来；如实施水毁修复等项目，提高了全县防洪
减灾能力，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如教
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提高了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能力；如学校、养老院等建设，改善库区居民
生产生活条件……

“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关系巫溪经济社会发
展的全局。”据巫溪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1
年以来，吉巫双方一直致力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以乡村基础建设、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完善为主，源源不
断的无偿投入有力促进了巫溪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
为这里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在吉林对口支援下，巫溪已累计实现
乡村建设项目29个；配套、完善了公共服务项目30
个……一系列补足基础设施短板的项目，让巫溪群众
感受到两地人民的深情厚谊，也开启了全县城乡均衡
发展的大门。

“对口帮扶升级全面协作，优势互补生成新的优
势。”巫溪县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巫溪将以对口
帮扶为纽带，强化互访对接，深化两地情谊。利用吉
林帮扶资源，坚持“输血”与“造血”结合、“帮扶”与“合
作”并举，聚焦文化旅游等特色产业，深度谋划合作项
目，努力开启对口支援新篇章。

刘钦 龙搏腾宇 图片由巫溪县水利局提供

潮起松花江畔，云涌大巴山南。吉林与巫溪，虽相隔千里，却紧紧相连。

自2021年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来，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宏大版图中，巫溪与吉林在对口支援协作框架下双向奔赴，推动两地协作走深

走实。吉巫协作机制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调整优化，聚焦特色产业提升、人才交流拓宽、消费帮扶助农等领域持续发力，打造对口支援升级版。4年

来，累计争取对口支援无偿援助资金2000万元，实施项目38个。

如今，在巫溪4030平方公里的沃土上，一批批项目结硕果、展新姿，吉巫两地实现了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的跨越式发展，并努力打

造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协作新模式，为三峡库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吉林省支持兰英大峡谷建设，为创建国家4A级景区助力

吉林省援建的巫溪县长春小学

将协作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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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以技术和资金助力建成巫溪县稻虾种养基地

吉林省支持培训滑雪教练，助力巫溪县红池坝冰雪旅游发展

聚焦民生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优势互补 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人才接力 激活发展内生动力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对口支援

工作的持续深入为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深层次蝶变，在巫溪最典型的代表是
花台乡。

“作为巫溪县唯一的库区移民乡，花
台乡曾经交通条件薄弱、经济发展落
后。但如今已成为全县乡村振兴的一张
名片。”据巫溪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吉林省对口帮扶下，截至 2024 年
底，该乡已累计引入对口支援各类资金
1885 万元，实施帮扶项目 37 个，推动了
基础设施、生态产业发展等发生深层次
变化。

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在吉林省
集中援助资金400万元万助力花台乡发展
柑橘、火龙果、柚子园的基础上，往日的偏
远山村变成了美丽的“水果之乡”。如今的
花台乡鲤鱼山集“果园、花园、田园”为一
体，成为当地有名的现代农业观光景区。

基础设施短板不断补齐。吉林省围
绕民生实事、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立足
新发展阶段，近年在花台乡实施鲤鱼山同
心桥、鲤鱼山滨河路、入户便道、便民服
务、文体广场、花台小学餐厅建设等惠民
工程项目27个，投资近440万元，促进了
花台乡旅游及公共服务能力提档升级。

智志双扶成效逐渐显现。在吉林省
大力支持下，致富带头人培训、滑雪教练
培训、电子商务培训持续深入务培训持续深入，，使花台乡使花台乡
很快涌现出一批自主创业的移民带头很快涌现出一批自主创业的移民带头
人人。。通过对口支援消费活动和电子商通过对口支援消费活动和电子商
务务，，帮助帮助““巫溪脆李巫溪脆李”“”“巫溪烤鱼巫溪烤鱼”“”“花台火花台火
龙果龙果”“”“花台柑橘花台柑橘””等一批特色品牌走出等一批特色品牌走出
大山大山，，在全国各地打响知名度在全国各地打响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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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援建的兰英乡西安村八里槽贝母种植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