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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交流多
高层互访优化对口支援模式

1995年，河南省政府相关领导赴巴南进行
对口支援考察，共商对口支援事宜，确定了河南
省对口支援巴南区的总基调。

自此，河南省政府除了无偿的资金支援和人
才培养，还频繁开展高层互访，为对口支援工作指
明方向。

此外，在对口支援的不断探索实践中，巴南区
和河南省还创新了经贸合作交流模式。从2016
年起，巴南区和河南省启动“豫巴两地企业家交流
合作”。

在此模式下，河南省多次组织传统优势农业
企业家组团到巴南进行考察，形成了工业、农业、
旅游、劳务输出等合作共赢的合作战略。

“30年来，河南省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认真组织实施对口支援工作，不断加大对
口支援工作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河南省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郑万高铁的全线开通运
营，郑州到重庆的时间由8小时缩短为4小时，豫
渝两地合作交流将更加密切、深入和全面。下一
步，河南将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措施不变，继
续扎实做好对口支援巴南区三峡库区工作。

在双方持续的互访和创新对口支援模式的实
践下，对口支援工作开展迅速且高效，两地由此滋
长的情谊在巴南库区处处可见。

“30年的风雨同舟，从根本上帮助我们改善了
库区移民的生活品质。如今的巴南，高技术型人
才得以有更广阔的学习与施展技能的平台，民众
生活更加富有幸福感和满足感，产业技术发展势
头猛进。”巴南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巴
南将继续利用好援助的各项资源，让巴南库区对
口支援工作迈向新台阶。

30年来，在重庆三峡库区，时刻滋长着动人的援建情谊。而在地处长江南岸丘陵地带的巴南区，更是因得到
河南省30年始终携手共进的无私援助，得以发展出今天日新月异的面貌。

千里相援，分秒铭记。30年来的倾力支援，造就了如今巴南区拥有的深厚产业与民生资源。截至2022年底，
河南省慷慨援助无偿资金9067万元，惠及医疗、教育、养老、水利等项目100余个，并在此过程中，向巴南区引进了
大批优秀的人才资源和先进的技术资源。目前，河南省共计培训培育巴南区库区医务专技人才19人、移民致富带
头人143人、农村教师100人。除此以外，河南省还倾力扶持巴南区的经济产业发展，号召大批优势企业落户巴
南。截至目前，巴南区在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经贸洽谈会上累计签约项目7个，签约资金70亿元，加深了豫巴
两地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当前，巴南经济已从“输血式”支援向“造血式”发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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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巴携手书写精准支援文章
教育点亮未来 医疗护航健康

2022年5月 19日 星期四T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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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援建多
大批民生项目得到改善

巴南区地处长江南岸丘陵地带，地势起伏，层峦
叠嶂，却阻挡不了来自黄河以南中原豫州大地的深情
援助。

30年前的巴南库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能力较差，十分影响库区居民的生活品质；30年后，
河南省精准针对巴南区情，致力于补齐硬件，稳抓教
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无偿援助了共
计15所学校、14所医院和一大批民生项目，改善了巴
南库区的民生环境。

为促进巴南库区义务教育的进一步提质，河南省
投入大批资金扶持巴南修建学校。麻柳嘴“豫姓小
学”、龙洲湾“豫援小学”、木洞镇“河南省对口支援希
望小学”……各处拔地而起的学校犹如河南省对巴南
教育播种的一颗颗满怀深情的种子，如今正伴随着书
声琅琅，在孩子们灿烂的未来中生根发芽。

除开树人工程，巴南的医疗水准也在河南省这
30年的倾力相扶下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巴南区急救中心、巴南区疾控中心、巴南区第三
人民医院、麻柳生物医药产业仓储物流中心等一大批
重点改扩建项目进度在近年来得到极大的推进。此
外，在硬件实力的提升上，河南省也给予了极大的重
视。核磁共振、彩超、影像会诊平台等一大批重点医
疗设备相继投用，进一步保障了医疗硬件实力。

教育和医疗作为河南省在巴南区投入的最为用
心的两块领域，在30年的沉淀中慢慢生根发芽。与
此同时，河南省还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对公共服
务的基础设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效果。

在龙洲湾街道、在鱼洞街道、在莲花街道、在李家
沱街道、在花溪街道、在丰盛镇，一个一个崭新的村级
便民服务中心拔地而起，一大批提灌站、移民公路、危
房改造等项目相继完成，库区乡村公路四通八达，库
区群众生产生活面貌日新月异。

30年来，莲花街道中坝村民心驳船、木洞松子大
桥、木菩路（木洞至菩萨滩）、木扇路（木洞至扇坨）、木
双路（木洞至双河）等一大批重点交通项目相继投用，
一个一个长期制约库区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被有
效击破，库区基础设施不断提档升级。

30年来，乡村广播、培训中心、自来水厂、健身中
心、山歌广场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库区绽放，群众生活
条件不断改善，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木洞山歌等非物
遗产走出巴南，飞出重庆……

殷殷守望，切切深情。民生环境的改善大幅提高
了库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也为巴南区的产业升
级和营商环境提供了进一步的优势。

为弥补巴南区“一产弱、二产虚、三产缺”的弱势，
对口支援工作充分发挥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优越性，在河南省的大力扶持下，将对口支援工作
转化为推动产业优化、调整升级的重要引擎，在资金
和技术人才等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入下，大批优质的企
业入驻巴南，为巴南区的营商环境增添了十足的动力
和吸引力。

2021年第十三届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经贸洽
谈会(简称“支洽会”)上，巴南区签约项目7个，签约资
金70亿元。

巴南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巴南区民生环
境和公共服务的稳步提升，对于库区民众是一件大
事，对于整个巴南，更是得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
大事。河南省的无偿援助不仅仅是提供了资金，更是
对巴南持续稳定发展最扎实的帮助。”

人才培育多
赴豫学习跻身医疗带头人

城市整体的品质提升，巴南库区人民有目共睹。
而城市的提升同样也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带来
了极大的机遇。

在对口支援的长期工作中，有大批立志于投身教
育和医疗行业的优秀人才得以获得专业培养，进一步
提升了服务能力。

现任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的唐
懿，在2001年响应对口支援号召，得以去往河南省郑
州市进修学习。

郑州作为全国医疗水平排名前列的中部城市，在
当年拥有着十分丰富的医疗资源，能得到这次宝贵的
进修机会，得益于对口支援下，河南省对巴南区倾力
的技术人才扶持。

“进修期间，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师们精湛的医术
使我更加坚定了永不停止精进医术的念头。而生活
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更让我时常忘记自己背井离乡。
一年的时光，我的学习和生活都在河南省相关领导和
老师们的关心下兼顾得很好，也让初出茅庐的我意识
到，身为医者应该有的担当和水准。”唐懿说。

20多年的从业经验，让唐懿无时无刻不铭记着
这段深刻的回忆，也怀揣着这份宝贵的经验，在医学
道路上走得愈发踏实和坚毅。

“一年的进修虽然短暂，但却是河南省对于巴南
区倾力培养医疗人才的最直观体现。我很幸运获得

了宝贵的进修名额。20多年的从业时间，只要碰上
了难啃的‘硬骨头’，我就会回想起当初进修时郑州的
老师对我孜孜不倦的教导。我热爱医学事业的初心
来源之一，就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给予的鼓励和认可。”
唐懿说。

2020年，唐懿升任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副院
长。同年，承担市政府第一次交付巴南的苏丹返渝包
机隔离任务，累计收治管理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密接、
次密接风险人群1万余人次，无一例院内感染，无一
例安全事故。

无独有偶。巴南区中西医结合眼科医院主任医
师毛有鸣同样受益于河南的培养。在河南省眼科研
究所学成归来，他先后培养了8名眼科骨干，逐渐成
为一名闻名遐迩的主任医师以及“巴南区第三届学术
技术带头人”，获得重庆市、巴南区“银鹰杯十佳爱心
使者”等各种荣誉称号15项，特别是荣获了第三届全
球华人眼科大会暨中华医学会第十一届全国眼科大
会中西部地区优秀眼科医师参会奖学金。

还有巴南区妇幼保健院专职副书记叶媛，在河南
妇幼保健院学成归来，始终坚持传播“爱”的力量，做
母婴健康的守护者……

无数怀揣着热爱与梦想的种子在河南省的帮助
下渐渐成长，历经30年的浇灌，已经在巴南这片土地
上释放着无尽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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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对口支援巴南区鱼洞中学操场安全隐患整治及周边环境改造

河南省对口支援巴南区南泉卫生院眼科设备

河南省对口支援的巴南区王家山生态农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