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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觉县地处大凉山腹心地带，
总人口34万人，脱贫人口约10万
人，曾是四川省深度贫困县中贫困
户最多的县。2021年6月，随着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的开展，我市与
昭觉县签订了东西部协作结对帮扶
协议。在过去的近3年中，我市认
真贯彻落实浙川两省决策部署，围
绕产业发展、劳务协作、人才交
流、社会帮扶和“组团式”帮扶等
内容展开协作，在各个领域开花结
果，三年来安排帮扶资金2.46亿
元，制定实施项目65个，其间涌
现出了“雁阵工程”“造血式”产
业帮扶、“组团式”医疗教育帮扶
等不少典型做法。

春风化雨，润泽昭觉山野。乘
上东西部协作的快车，昭觉县产业
向新，民生向暖，未来向好，一系
列可喜的变化悄然发生，百姓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产业向新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雁阵工程”让三河牛更
“牛”。参与项目的7家合作社的肉
牛数量从212头发展到506头，销
售额超370万元，这是“雁阵工
程”落地三河村一年交出的亮眼成
绩单。

三河村平均海拔2520米，海拔
高差大，自然条件并不好。自结对
帮扶以来，余姚、昭觉两地结合三河
村实际，在2021年锚定“西门塔尔”
肉牛养殖场项目深入推进，为该村
发展明确方向；在2022年纵深推进
养殖场项目，推出了“雁阵工程”。

“雁阵工程”，顾名思义就是以
“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合作
过程中，由我市投入300万元与当
地的富民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等7
家优质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入
股协议，同时借助东西部协作力量，
与企业签订采购协议，形成了可持
续发展的产业模式。

项目落地后，7家合作社聚焦
种源建设和良种推广，开展肉牛新
品种培育，实施肉牛品质提升工
程，大力发展专业育肥，通过东西
部协作力量建立起稳定的牛肉销售
渠道，盘活了当地优势资源。

高素质专技人才队伍是“雁阵
工程”稳步有序推进的重要保障。
为切实做好致富带头“领头雁”的选
择与培养工作，余昭两地从养殖意
愿、养殖条件等方面出发，对养殖农
户开展技能素养提升专项培训，有
效提升了养殖技能，有力推动队伍
规范化、专业化建设，为三河村发展
培养出一批“土专家”“土教授”。

如今，三河村已有300多户村
民参与到“雁阵工程”中，全村肉
牛养殖总数超过1000头，正在实
现“雁阵工程”向“群雁工程”的
转变。与此同时，人才队伍培养也
初见成效，7家合作社扩面成了14
家，合作社养殖能力也显著提升，
动物疫病防治、草料搭配等知识不
断完善，饲养管理制度和防疫计划
持续规范完善，夯实了规模化养殖
基础。

“造血式”产业帮扶，灵活就
业暖人心。昭觉县脱贫人口多，务

工需求大。我市按照“有基础、风
险小、带动强、见效快”的原则，
瞄准用工需求相对较大的产业作为
现阶段两地合作的主要方向，目前
已有宁波宁兴恒骐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和宁波志伦电子有限公司两家企
业响应号召，在昭觉分别注册了凉
山州恒驰服饰有限公司和凉山州志
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这两家企业
也是宁波和凉山州结对后引入的首
批企业。

以凉山州志雪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为例，该企业于2022年5月正
式投产，是昭觉当地第一家电子加
工厂。目前每天在厂内上班的员工
有六七十人，全是彝族人，他们一
个月平均能赚到2000元，多的能
达到4000元，收入水平和原来相
比大大提升。

产业项目引进来，更要发展
好。2023年我市大力扶持这两家
引进企业，投资260万元实施的志
雪电子昭觉县二期生产基地顺利完
工，2023年该企业实现产值2300
余万元，吸纳劳动力228个，是昭
觉第3家民营规上企业；投资70
万元实施了恒驰服装厂外贸销售物
流补助项目，该企业已成功获得
BSCI认证，2023年实现年产值超
1500万元，同比增加114%。

资金到位了，管理也要跟上。
企业总部位于东海之滨，产地位于
凉山腹地，余姚昭觉两地以数字化
技术破题开路，相隔千里构建高效
生产体系。比如宁波志伦电子有限
公司的数字工厂系统，可以实现宁
波总部对昭觉基地订单实时下达、
员工智能考勤、工资精细统计等功
能，减少空间距离对生产的影响，
提升总部领导管理能力，切实促进

基地规范有序、产能提升。
为适应昭觉当地彝族人民的风

俗民情，更考虑到当地大量留守妇
女需要在家带娃，家庭事务繁多，
工作时间不稳定等实际情况，政府
和企业创新探索实施“外协工”就
业模式，在社区帮扶车间的基础
上，采取“不选人、不选址、不打
卡、随到随做、计件付薪”的方
式，鼓励居民将原材料带回家直接
参与生产，实现“守着家、抱着
娃、挣着钱”的目标。

在促进就业方面，我市还大力
吸纳昭觉劳动力前来务工就业，组
织企业奔赴昭觉当地举办专场招聘
活动，同时结合线上平台远程招
聘，全力用待遇、情感、服务、保
障留人。截至目前已累计帮助昭觉
农村劳动力在姚务工1581人，其
中脱贫人口272人。

来自市发改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2023年，我市共引导7家企
业到昭觉县投资，包括上述两家工
业企业和5家农业企业，新增实际
到位投资额6727万元。

民生向暖
医疗、教育、消费帮扶持续深化

医疗帮扶让昭觉百姓家门口有
“医”靠。今年初，我市4名医护
人员奔赴昭觉，与上一批4名医护
人员进行交接，接力建设妇产科、
重症医学科、骨伤科、儿科等学科
任务。

2022年5月，“组团式”医疗
帮扶启动，我市医疗人才怀揣一身
医术，带着先进的医疗管理经验陆
续来到昭觉，以1+4+N+X（1名
队长+4名长期驻点队员+N名短期
帮扶人员+X名专项指导人员）为

人员班底，围绕“诊疗能力、人才队
伍、健康管理、医院管理”四个方面
持续发力，为当地医疗事业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让帮扶资源成为了当
地百姓“家门口”的新“医”靠。

截至目前，我市共选派36名
医护人员赴四川昭觉，帮扶范围涉
及管理、检验、妇产科、重症医
学、骨伤科、儿科、护理、中医等
各个领域，助推当地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有效提升。2023年县医院组
团式帮扶共诊疗病人12813人次，
开展手术及有创操作733例次，组
织危重病人抢救311例，医院在全
州孕产妇急救竞赛中获得第一名，
并首次在省级技能大赛中获奖。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市
强化昭觉本土医护人员培养，着力
提升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推进师带
徒教学、选派当地医务人员赴余姚
进行学习等方式，致力于将学员培
养成“带不走”的骨干人才。

我市还帮助推动县医院儿科综
合楼改造，促进儿童健康医疗服务
功能的集成；投入500万元推动体
检中心提档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
以体检业务为核心，延伸前端信息
采集和后端特色专科医疗，推动打
造全链条健康管理服务。借助东西
部协作帮扶机制，当地医院已成功
引入磁共振设备、急救5G+AR平
台等先进的医疗设备、平台，开展
剖宫产切口心型美容缝合术等37
类新技术新项目，强化县医院的医
疗诊治能力，为急危重症患者救治
提供坚强保障。

除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
动作”外，我市前往帮扶的医护人
员还深入乡村“送医送药送健康教
育”，服务群众600余人次，送药

1.2万元；专题组织中医药进校园、
脊柱侧弯筛查等公益活动；开展艾滋
病及“四病同防同治”宣教……通过
一系列暖心的“小举措”给当地百姓
送上关爱。

教育帮扶推动“软硬件”同步提
升。在东西部协作中，教育协作是重
要一环，自两地结对以来，市教育局
先后选派 13 名优秀教师赴昭觉帮
扶，其中选择余姚中学、梦麟中学、
余姚二中3所重点高中联合组团结对
昭觉民族中学，选派7名优秀教师组
成“昭觉民族中学教育组团式帮扶团
队”，涵盖校长，教导处、教科室两
个科室和物理、生物、地理、信息技
术四个学科。帮扶机制下，2023年
昭觉民族中学成立名校长、名师和名
班主任等工作室，开展师带徒结对
27对，帮助培训教师538人次。

现代职业教育为山区学子铺就了
技能成才路，从2021年 8月开始，
余姚技师学院每年都接收昭觉县的学
生来校学习，截至目前已有50名。

教育帮扶过程中，我市还带去全
新教学模式，通过课堂直播、录制授
课等方式为当地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
课堂教学，通过引入“姚优教”教学
平台，在疫情期间帮助昭觉民族中学
初三的438名学生和教师第一次开展
线上学习。此外，我市团市委还举办
夏令营邀请昭觉学子来姚学习手工制
作，体验特色非遗，参观博物馆，感
受余姚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2023年，我市开展了昭觉县幼
儿园等13所幼儿园的学前学普，大
力完善昭觉当地校园基础设施，实施
了昭觉民族中学新建学生食堂项目、
谷克德中学室内篮球场项目和谷曲镇
瓦吾小学附属工程项目。

消费协作助力昭觉打通农特产品

产销堵点。昭觉县苦荞、菌菇、蜂
蜜、腊肉和核桃等农特产品口味佳、
营养好，然而却因交通闭塞、物流成
本较高、缺乏销售渠道等问题很难售
往外地。经过余昭两地携手努力，在
2022年建立了“两馆”“两仓”，搭
建起了消费帮扶桥梁。

昭觉通过东西部协作力量，分别
在昭觉、余姚设立了昭觉农特产品展
销馆、余姚农特产品直营旗舰店，集
中展示和销售昭觉农特产品。

渠道搭建后，如何提高完善供应
链是新的问题。为了保障产品供应速
度、减少物流成本，余昭两地通过东
西部协作机制，分别在昭觉、余姚设
置“甬凉两地仓”昭觉产地仓和余姚
销地仓，“两仓”直达保障昭觉农特
产品快速稳定走向宁波市场。在“两
仓”直达模式和专业化管理服务下，
消费帮扶过程中可减少综合物流成本
35%以上，减少物流时间至少1天。

在帮助打通产销堵点的基础上，
我市开展“消费帮扶金秋行动”等活
动，2023年直接帮助采购、销售四
川省特色农产品7759万元，其中帮
助采购、销售昭觉县特色农产品
4339万元，越来越多的昭觉山货正
在走俏余姚市场。

除了助力昭觉产品进入余姚市
场，我市还助推产品提高自身竞争
力，打响知名度。东西部协作机制
下，余昭两地聚焦农特产品包装加
工，在昭觉县四开镇建立余昭农产品
加工基地，对本地农特产品进行加
工、分拣、包装、仓储，在最大化保
留产品营养和食用口感的同时有效延
长产品保质期，并借助电商平台在网
上展销展示，打造了“大美彝风”等
昭觉本土品牌。

未来向好
协作不断走深走实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2024
年，我市将继续围绕助力昭觉县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
目标，立足“昭觉所需、余姚所
能”，从产业、劳务、消费、人才、
乡村振兴等多个协作领域进行全面谋
划部署，切实提升协作的深度和广
度，全力打造东西部协作典型示范。

据悉，今年我市共安排产业协作
项目4个，计划引入“源头活水”援
建帮扶资金2960万元，完善共建机
制，确保产业协作项目如期建成、发
挥实效。同时我市将继续加强政策支
持，落实好产业协作补贴政策，激发
企业奔赴昭觉的投资热情，激励已投
资企业扩大产能。此外，我市将持续
深入探索推进“总部+基地+车间”
模式，深化研发在余姚、生产在昭觉
的合作模式，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在

“组团式”帮扶方面，我市将调整优
化学校、医院结对关系，整合优势力
量，集中结对帮扶昭觉县重点学校、
医院，促进帮扶体系更高效、成果更
显著。

与此同时，我市的东西部协作新
一轮干部选派将为这项事业注入新鲜
血液，今年我市将按照昭觉县需求选
派城建、规划、农技等各方面的专技
人才前往挂职，并组织昭觉各方人才
来姚挂职学习，全面深化双方人才互
动，为昭觉发展凝聚人才力量。
本版图片由余姚驻昭觉工作分队提供

千山万水不为远 余昭同心亦同行
——我市纵深推进东西部协作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沈彦汝

昭觉县三岔河镇三河村的牛棚里，一头头肉牛膘肥体壮毛色光亮，承载着村民的共富热望；得益于灵活就业模式，昭觉妇女们可以
把产品原料带回家从事生产，守着家带着娃也不耽误赚钱；苦荞、高山蜂蜜、乌金猪腊肉等昭觉特色产品跨越2000多公里走俏余姚市
场，入驻阳明古镇的余姚—昭觉东西部协作消费专馆成了宁波首个四川省凉山州东西部协作消费专馆，由昭觉供销社直营的农特产品旗
舰店在余姚开业；共同传承红色基因的三河村和东海之滨的横坎头村从党建、文旅、数字赋能等方面开展协作，横坎头村已经帮助三河
村整体增收超过40万元……

“雁阵工程”的肉牛养殖基地。

昭觉彝族文艺表演者走进横坎头村红村剧场。 凉山州恒驰服饰有限公司生产场景。 昭觉农特产品展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