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花江水润库区 长白山情汇巫溪
吉林省对口支援助力巫溪再上新台阶

巫溪县与吉林省，一个
位于渝陕鄂三省交界的大
巴山南，一个位于东北松花
江畔。千里之隔，帮扶情
深。

1992年起，吉林省委、
省政府响应党中央、国务院
号召，对口支援巫溪县，助
力巫溪县在产业发展、民生
领域、人才培养等诸多领域
开花结果，为促进巫溪库区
移民搬迁和县域经济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如今的巫溪，移民住进
了宜居的小区；学子走进了
崭新的校园；各色农作物在
现代化的农业观光园茁壮
成长……29年来，吉林省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援
助，点燃了巫溪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引擎。30余万巫溪
儿女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感恩奋进、筑梦未
来。

因对口支援而走到一起，远隔千山
万水的两座城市手相牵、心相连。

为将三峡库区的对口支援落到实
处，吉林省带着对库区移民的浓浓深情，
成立了由吉林省发改委主任任组长、分
管领导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在省发改委，抽调专人具体负责巫溪
县对口支援工作。

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
作、共同发展”的方针，吉林每年研究制
定对口支援工作计划，精心做好项目策
划，建立年度项目库，确保每个对口支援
项目都紧紧围绕着巫溪县库区生态环
保、绿色发展、移民需求为中心。定期召
开专题会议，了解对口支援工作进展及
存在问题，研究讨论对口支援工作下一
步工作思路。吉林省对口支援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每年赴巫溪县两次以上，调
研检查援助项目推进和下一阶段受援需
求情况，力求更好地结合地方实际，探索
创新思路，保障项目进度和质量。

同时，巫溪县将对口支援工作纳入

重要议事日程，科学谋划，扎实推进，积
极争取吉林省在基础设施建设、农特产
业发展、生态旅游推进、社会事业发展、
智力帮扶等领域给予全方位、大力度、深
层次的倾情援助。

2020年，吉林省进一步加大对巫溪
的对口支援力度，援助资金由常年的
400万元增加到500万元，安排了促进
库区产业发展、助力脱贫增收和电商实
战培训为主策划援助的项目10个，为移
民安稳致富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突出。

多年来，两地双方领导互访、部门互
动、项目磋商、信息沟通、社会动员等机制
逐步健全和落实，两地建立起党政领导互
访交流、对口支援定期磋商等制度，帮扶
项目计划下达、方案评审、实施监督、评估
验收、项目审计等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帮
扶情谊在互访互动中不断巩固升华，形成
了党政引动、多层互动、全面牵动的良好
帮扶工作格局。

涓涓细流成大海，众志成城铸丰
碑。29年的对口支援为巫溪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地处偏远峡谷内的
花台乡便是最大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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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省心系巫溪移民，按照“搬得出、安得
稳、能致富”的原则，先后投入数千万元，
帮助花台乡改善基础设施。

走进现在的花台乡，新建的花台大
桥和鲤鱼山人行吊桥便利了出行，40公
里硬化公路带来了游客，改扩建的花台

小学迎来了莘莘学子，还有一路上白墙
青瓦的农家新居、宽敞现代的小区广场
……一幅“望山、见水、忆乡愁”的美丽乡
村图呈现在眼前。百姓们喝上了放心
水、家门口看了病、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
生活，享受到了真正实惠。

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同时，
吉林省还大力支持引导花台乡产业发
展，促进库区产业升级。

20多年间，巫溪县结合当地实际，
按照“支部+高质农业”产业富村的思路，
科学规划农业产业布局，全力打造柑橘、
蚕桑、清脆李、火龙果4张名片，形成了
八龙蚕桑，花台、农坡、川主柑橘、脆李等
特色农业基地。

目前，花台乡水果产业发展布局日
趋完善、层次分明，累计建成鲤鱼山农业
观光园1个、电商气调库1个，在地柑橘
8000亩、脆李2500亩、桑树1000亩，特
色产业支撑乡村发展的格局初步显现，

“春夏赏花、秋冬摘果”的花果之乡田园
风光已经形成。

“花台乡的变化，离不开吉林的鼎力
支持。”花台乡乡长向炜说，“牢牢把握脱
贫攻坚和对口支援双重机遇，我们乡的
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水果产业发展也得到了质的提升，结合
我们水陆交通和库区生态的优势，我们
相信也坚信，花台的明天一定会更美
好。”

“现在交通方便、环境好了，出门就
可以坐车，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花台
村鲤鱼山76岁高龄的张永朋老人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日子好了，我们老
两口也能享享福啰。”

今年3月9日至10日，吉林省发改
委考察组到巫溪考察2021年对口支援
工作。考察组先后前往兰英乡、凤凰镇、
菱角镇等地，实地查看了中药材太白贝
母种植等特色产业和电商平台运行管理
情况等，初步拟定2021年援建项目及对
口支援“十四五”规划编制重点。

按照规划，2021年，巫溪在吉林的
支援下启动红池坝旅游滑雪教练员培
训、10个乡镇电商专业人才培训、中药
材太白贝母种植及初加工、全县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场所建设等。此外，
吉林鼎润文化有限公司与巫溪县还将
合作挖掘打造巫文化，为“十四五”开
局之年开好头起好步。

5月24日，巫溪县2021年对口支
援电商双创培训班正式开班。全县10
个乡镇53名学员开始进行为期20天
的电商培训，进一步提升乡村电子商

务创新创业软实力，推动乡村产业兴
旺。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全
国三峡对口支援形势变化，吉林省和
巫溪县不断总结经验，安排的支援项
目充分体现了移民的利益，拓展了库
区巫溪县经济社会发展新思路。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我国迈上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
步之年。按照“十四五”规划，下一步
吉林的对口支援工作将围绕巫文化研
究与挖掘、电子商务实战人才、乡村旅
游专业人才培训、选派教师顶岗支教、
中药材太白贝母种植等特色产业，持
续加大援助力度，力争在巫溪旅游、农
业特色产业、电子商务发展、教育质量
提升方面取得实效。

张亚飞 刘茂娇 詹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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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焕新 学习环境更上层楼
国庆长假结束，花台小学的孩子们如倦鸟归巢，回到了熟

悉又陌生的校园。
塑化的操场、加高的舞台、崭新的校门、宽阔的餐厅……新

校园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以前条件比较简陋，操场是水泥坝，大家中午吃饭也是在

操场上。3层教学楼只有2个厕所，200多名师生使用起来特别
不方便。”花台小学校长闵昌松说，“感谢对口支援的支持，让孩
子们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

家园蝶变 路通人和希望无限
鲤鱼山间，一座280米的钢结构人行吊桥连通了2个村镇，

极大地便捷了花台乡4社70余户居民的日常生活。
“走过整座桥不到10分钟，对面就是龙溪镇，村民们再也不

用下山上山走路折腾了。”巫溪县花台乡规划建设办负责人刘
成庆说，“过去大家背背篓步行去龙溪镇，10年前花台大桥修成
后搭车去半小时，现在走吊桥十几分钟，越来越方便。”

刘成庆见证了对口支援给花台乡带来的巨变。他说，“现
在吊桥旁边又开了农业观光园，采摘、餐饮、住宿啥子都有，国
庆期间火爆得很。附近务工的百姓每天走吊桥上下班，家门口
赚钱，乡里的日子越过越好啦！”

【数据】
“十三五”时期，吉林省支援项目主要围绕农业、畜牧、旅

游、公益事业等领域，累计支援资金2100万元，共实施项目42
个。

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无偿援助巫溪县项目达200余个，无
偿援助资金及物资总计约7576.05万元，举办移民致富带头人
和移民干部培训班9班次，共培训312人，交流培训干部32人，
挂职锻炼领导干部7人。培训电商专业人才3个班180余人。

2018年，国家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在北京召开对口帮扶
巫溪县脱贫攻坚工作对接会，把对巫溪的定点扶贫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聚焦巫溪
水利建设薄弱环节，助力巫溪补齐水利短板。

在国家水利部的大力支持下，巫溪县破解了饮水安全难
题，小水电扶贫成效初显，定点扶贫成绩斐然。

“十三五”时期，巫溪县累计投入资金5.32亿元，建成集镇
标准化水厂19座、农村小型集中供水工程1024处、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454处，解决44.45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实施
农村水电扶贫项目11个，累计提取水电扶贫收益1828万元用
于扶持“双兜底”特殊困难贫困户、农村水利非全日制公益性岗
位及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维护。全面开展产业、智力和技术帮
扶，先后筹资600万元，入股30个资金互助社，培训基层干部和
专业技术人才1000余人，帮助321名困难学生勤工俭学，组织6
期贫困村党支部书记和创富带头人培训班，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组织保证和持久动力。

今年是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国家水利
部将持续发力，进一步提升巫溪农村供水质量、创新定点帮扶
措施，助推巫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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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润贫瘠地 齐心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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