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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陲，云南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在这里“土生土长”30 多

年的芒市西山乡村民唐弄兰没想

到，有朝一日，自己竟会和一种名为

茭白的江南植物打起交道。

“第一年种了 103 亩地，收入 56
万元。”唐弄兰说，种株和技术从上

海来，种出的茭白再卖回到上海。

这一来一回里，距离几千公里的上

海和云南，因为东西部协作和定点

帮扶，牵手在一起。上海的技术与

市场，为对口帮扶的云南全面振兴

乡村持续助力。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
产业升级助力增收

2018 年 1 月，上海市青浦区农

业农村委员会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

怀向军坐上了飞往云南的航班。作

为上海援滇干部，怀向军来到云南

后担任的职务是德宏州陇川县扶贫

办副主任。

到云南后不久，怀向军发现，德

宏昼夜温差大、水资源丰富、生态环

境好，“当地主要种植甘蔗、大米，农

产品的质量很好，但市场附加值不

算很高。”

为了让当地群众获得稳定增收

的渠道，在开展农村道路、房屋等基

础设施建设、修缮的同时，怀向军和

同事们也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让德

宏优质的气候、土壤等产生更大的

经济效益？

在怀向军的老家青浦，特产“练

塘茭白”以味道清新、口感爽脆著

称，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优质蔬菜品

牌。整个练塘镇近年茭白的年均种

植面积约 2.7 万亩，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亩均产值超过 1 万元。

“德宏也有茭白，但个头小、肉

质灰，基本没人吃。”怀向军觉得，

上海有优良的种株培育技术，如果

能在云南富饶的土地上种出同样

高品质的茭白，肯定也能受到市场

欢迎。

说干就干。在援滇干部的推动

下，来自上海青浦、精挑细选的茭白

种株种在了德宏的水田里，首批试

种的 20 亩长势良好。采收期到了，

从田里拔出茭白，剥开叶子，清水一

冲，清甜爽脆。德宏产的茭白不仅

在品相、口感上不输练塘茭白，而且

种植期更短、采收期更长。

“特别是冬天，长三角地区的茭

白市场处于空缺期，而德宏茭白却

已开始采收。较低的种植成本让德

宏茭白价格优势明显，市场前景非

常好。”怀向军说。

在援滇干部和当地企业的大力

推广下，目前，德宏茭白种植面积达

到 2500 余亩，带动当地近 600 户群

众增收约 2000 万元。

“我一开始在企业打工，看茭白

卖得这么好，就自己干了。”茭白的

热销激发了唐弄兰的创业热情。贷

款 40 万元，一口气承包了 100 多亩

地，第一年就盈利 18 万元，“茭白的

种株是免费的，成熟之后也有人来

收购，两头都不用操心。”

茭白，是上海利用技术优势推

动云南农特产品发展的一个缩影。

松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签订

技术协作协议，把松江大米种在了

西双版纳的水田里；临沧双江，温暖

的气候适合大闸蟹养殖，在上海崇

明区推动下，当地发展蟹稻共生，反

季节销售，预计每亩利润超过 4000
元……帮助云南培养壮大村集体经

济，一直是上海对口帮扶的重点方

向 。 其 中 ，技 术 优 势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

全力促进产销对接
云南特产走俏上海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发展，更

离 不 开 市 场 ，特 别 是 消 费 终 端 的

支撑。

“为提高对口帮扶地区产品的

标准化程度，促进产销对接，上海提

出‘改造生产链、打通流通链、提升

价值链’的工作思路。”上海市政府

合作交流办主任姚海说，对于对口

帮扶地区的产品，要提高商品化程

度，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

2018 年 到 2020 年 ，上 海 连 续

举 办 3 届 对 口 帮 扶 地 区 特 色 商 品

展 销 会 。 不 少 云 南 的“ 山 货 ”“ 土

货 ”被 带 火 ，成 了 市 民 眼 中 的“ 好

货”。仅 2018 年，上海全市各区开

展的“云品进社区、万家帮万户”爱

心 礼 包 销 售 活 动 的 销 售 额 就 达

6000 多万元。

“想要形成长效支撑，关键是要

保证产品的规范生产、便利流通，同

时还要树立品牌形象。”在滇 3 年，

怀向军和同事们在德宏州建立了

“上海市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采

取“公司 +基地 +农户”模式，带动

2000 多户农民参与蔬菜种植，共向

上海输送蔬菜超过 2 万吨。

上 海 帮 扶 干 部 通 过 改 造 生 产

链，在对口地区建立 30 多个外延基

地，针对种植、分拣、加工等环节进

行全方位指导。通过打通流通链，

稳步推进市级消费帮扶阵地建设；

通过提升价值链，遴选认定 8 大类

280 款对口地区特色产品，形成“百

县百品”特色产品名录，助力提升产

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上海蔬菜集团帮助云南牟定培

育蚕豆产业，种植面积达到 1.5 万

亩 ，年 产 量 1.2 万 吨 ，产 值 7200 万

元，成为该县支柱产业；帮助云南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建立蔬菜生产基

地，创造了砚山蔬菜走俏上海、远销

广州的佳话……

“ 在 上 海 ，云 南 蔬 菜 非 常 有

名。”上海蔬菜集团党委副书记、副

总裁顾正斌说。下一步，集团将融

入乡 村 振 兴 战 略 ，深 化 与 帮 扶 地

区 产 销 对 接 ，持 续 提 升 规 模 和 水

平 ，“ 把 边 远 山 区 农 产 品 产 业 化 ，

提 升 商 业 价 值 ，帮 助 那 里 的 老 百

姓增收。”

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帮扶项目增加就业

结束 3 年援滇，怀向军今年年

初回到了上海，但他仍然关注沪滇

两地的协作发展。在他看来，如果

能真正利用好两地资源、协同发展，

可以实现双向共赢。

云 南 临 沧 耿 马 傣 族 佤 族 自 治

县，区位优势明显。“这里气候湿润，

有得天独厚的光、温、水、热资源。”

上海援滇干部、耿马县副县长陶政

江介绍，近年来，耿马的甘蔗、橡胶、

茶叶、核桃等特色产业发展迅猛。

目前，耿马境内种植甘蔗 41 万亩、

天然橡胶 63 万亩、茶叶 11 万亩、蔬

菜 15 万亩。

作为产糖大县，耿马的榨糖产

业 每 年 会 产 生 40 多 万 吨 废 蔗 渣 。

过 去 ，大 部 分 废 蔗 渣 只 能 通 过 焚

烧、堆肥等方式处理，经济价值低、

环境污染大，但蔗渣中的纤维素和

木 质 素 却 是 可 以 被 利 用 的 工 业

原料。

通过“沪滇协作”的牵线搭桥，

上海绿赛可实业有限公司到耿马洽

谈合作事宜。企业多次对耿马的区

位优势、资源禀赋、投资环境等方面

进行论证分析。在援滇干部的积极

努力下，工厂正式挂牌，生产线开

机，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70 余个，员

工月工资平均 4000 余元。

“对蔗渣进行精深加工利用，生

产过程符合绿色环保要求，产品符

合食品安全管理要求。”陶政江说，

蔗渣做成的可降解餐具，使用后埋

于地下，常温 3—6 个月即可降解，

变成有机肥回归自然。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耿马绿色

食品工业园区拔地而起，开发了“糖

产品、蔗渣、糖蜜、滤泥、蔗叶蔗梢综

合利用及其他”的“5+N”条产业链，

初步形成了产业链完整、科技创新

能力强、带动农户增收多的优势产

业集群，实现了产业带动区域经济

的发展。

依托产业发展，用甘蔗叶、蔗梢

生产畜牧青贮饲料，耿马还大力发

展蔗梢养牛。目前，耿马通过“蔗、

畜、沼”循环发展模式已带动养殖户

1.8 万 户 8.1 万 人 ，人 均 月 收 入 达

3020 元。

上海的帮扶给云南乡村振兴拓

展了新空间。下一步，双方将实现

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深化产业合

作，促进市场互通，推动沪滇合作谱

写新篇章。

帮扶干部利用上海技术与市场优势，助力云南乡村振兴——

引来良种促推广 卖出山货富老乡
本报记者 巨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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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②R

核心阅读

东西部协作和定
点帮扶，让距离几千公
里的上海和云南牵手
在一起。上海发挥技
术优势，助推云南产业
优化升级；深化产销对
接，拓展云南特产销售
市场……两地协同发
展，为云南增加了就业
岗 位 、带 动 了 群 众 增
收，持续助力当地乡村
振兴。

小事不小，善莫大焉。
应该在生活的点滴中释放暖
意，温暖他人

■民生观R

路遇陌生人的窘境，你会敏锐发

现，并热情相助吗？不久前，民警朱涛

的做法受到大家的肯定。

一天下午，朱涛在餐馆遇到一位

老奶奶正和小孙女吃饭，便和她们聊

了聊。朱涛不经意地问，正是长身体

的时候，怎么就给孩子吃青菜呀？奶

奶说，家里困难些，没点肉菜。听了这

话，朱涛二话没说，转身找服务员加了

两道菜，并帮她们付了钱。

给孩子加俩菜，随手之举，事情不

大；但是却受到了不少网友的点赞，大

家纷纷感慨：“暖哭了！”

“搭把手”的温暖背后，是细致的

关 爱 。 笔 者 在 工 作 中 接 触 到 许 多 优

秀的社区工作者，发现他们都有心细

如 发 的 特 点 。 王 大 妈 脸 上 带 点 不 愉

快，李大爷走路有点不顺畅，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就能发现。发现了，才好

及时帮助。在流动的社会中，我们每

个 人 每 天 都 会 与 无 数 的 陌 生 人 擦 身

而过，如果发现有人面有难色，请停

一下，问两句，有时候哪怕几句暖心

的 话 和 关 心 的 问 ，没 准 儿 就 能 暖 人

心、帮大忙了呢！

“搭把手”的温暖背后，是及时的行动。不少人在生

活中也能发现旁人的难处，心里也会涌出“我去帮帮吧”

的念头，但是，有时却会犹豫。“会不会有人嫌我多管闲事

呢？”其实，不要顾虑太多。是好事就大胆去做，只有行

动，才能真正起作用，真正帮到人。当然，不见得大张旗

鼓，咱们又不是图虚荣，别让被帮助者尴尬，默默递过去

一份关心就好。

别小瞧了随手而为的善举，善行虽小，照样能感染

人。就像一块小石子扔在水里会产生一圈圈的涟漪一

样，善行在社会中也会产生“爱的涟漪”，善意会不断向周

边传递。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视频中，饭店老板看到民警

的善举，打饭时也盛了满满一碗饭，还特意压了压。“德不

孤，必有邻”，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可见，即便是微小的善

意，也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向善的风气。

小事不小，善莫大焉。应该在生活的点滴中释放暖

意，温暖他人。

温
暖
就
在
点
滴
中

晓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