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好白内障，看清这个世界

的样子，曾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刚察县老阿妈卓托多年来最

大的愿望。山东聊城援青干部去

年协调山东两家眼科医院，免费

为 刚 察 县 55 名 群 众 开 展 复 明 手

术。重见光明的卓托感激地说：

“山东与青海，隔得很远，但我们

彼此的心却很近。”

到海北州两年来，山东第四批

54 名援青干部人才，连同 100 多名

援青教师和医生，采取教育医疗组

团式帮扶、项目人才同步引进、重

大课题专家学者进青指导等方式，

助力海北补齐人才短板，让智力帮

扶由点对点衔接，向搭建平台汇聚

资源、带队伍增强“造血”能力转

变，助力当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实现高质量发展。

瞄准产业搭平台
引进高层次人才

“这里是我们引进的中药材种

植 基 地 ，这 是 食 用 菌 培 育 大 棚

……”对挂职海北州海晏县住建局

副局长的援青干部杨锦囡来说，光

明村是她跑得最多的地方。两年

来，村里道路设施、居住条件不断

改善，特别是“金屋顶光伏电站项

目”，“太阳一照就赚钱，每户每天

能得 20元。”她自豪地说。

“刚开始来到高原，高寒缺氧

的 环 境 、亲 人 不 在 身 边 的 孤 单

……要适应的事情很多。但我们

深感责任重大，要努力克服困难，

抓紧时间多做点实事。”对杨锦囡

和同事们来说，刚刚过去的一段

时 间 非 常 忙 碌 。 在 他 们 的 推 动

下，一个个援青项目在当地落地

生根。

如何把海北州得天独厚的生

态禀赋转变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山东省帮助海北州制定了文旅、

生态畜牧、特色种植养殖等五大

产业发展支持计划，瞄准产业发

展需求，搭建平台引进高层次人

才，为当地提供智力帮扶。

援 青 文 旅 联 盟“千 车 万 人 青

海行”启动、“鲁青高原生态农牧

产业专家工作站”揭牌、“鲁青高

原生态农牧远程智慧服务平台”

同步上线运行……山东 200 余名

农牧专家，通过线上和线下等渠

道，为海北农牧业开展技术培训、

疑难咨询、技术推广、课题攻关等

服务。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教授

王云洲是农牧专家库中的一员。

援青 3 年，他几乎走遍了全州所有

养殖大户和畜牧合作社。依托农

牧科技示范园平台，他参与建设

了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参与协

助各类培训和推广活动，受众超

过 2000 人次；他指导海北州选手

参 加 全 省 动 物 防 疫 职 业 技 能 竞

赛，荣获一等奖。“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能多教些技术，多培

养些人才，我感到很欣慰。”王云

洲说。

平 台 建 起 来 ，人 才 强 起 来 。

山 东 在 济 南 成 立 海 北 招 商 联 络

站，实现了海北州进出口零的突

破；青岛房建公司小拉洞峡旅游

项目开工建设，与鲁商集团合作

的海北州特色产品展销中心挂牌

运营，推动更多青海特产进入山

东……更多人才为青海发展做出

了贡献。

围绕医疗与教育
开展组团式帮扶

“ 都 说 在 祁 连 没 有 四 季 ，只

有两季。努力就是旺季，不努力

就 是 淡 季 。”这 是 挂 职 祁 连 县 人

民 医 院 副 院 长 的 王 祖 军 时 常 挂

在 嘴 边 的 一 句 话 。 今 年 春 节 前

夕 ，本 该 休 假 的 他 ，又 从 山 东 返

回祁连，为当地 11 名眼疾患者做

了手术。

作为山东滨州医疗援助团队

的骨干，王祖军带领同事为祁连

县先后引入设备物资 100 余万元，

为 当 地 成 立 了 3 个 县 级 诊 疗 中

心。他们发挥组团式帮扶优势，

创新开展“一名专家带动一个专

业发展，培养一名骨干医师、一名

骨干护士”工程，传帮带医护人员

29 名，诊疗患者 9000 余人次。

海北州教育、医疗水平有限，

影响着群众的生活质量。“我们把

智力帮扶、产业帮扶作为打基础、

利长远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在医

疗、教育等方面重点倾斜，瞄准老

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帮扶的触

角延伸到最基层。”山东援青管理

组组长、海北州副州长赵庆平说。

挂职门源回族自治县教育局

副局长的程斌，本身就是海北人，

来到山东威海求学和工作。“现在

回来工作，更多的是希望回报家

乡。”在威海的帮助下，他们在门

源启动了“远程智慧援教工程”。

当地教师不仅可以和威海的教师

共享教学设计、优质课程等资源，

还可以实现备课、研课、听课、评

课“四同步”，实施“订单援教”。

目前，山东累计投入资金 870
余万元，基本实现了山东四市对

海北四县中小学远程智慧援教全

覆盖，已累计开展活动 800 余次。

山 东 老 师 不 到 高 原 也 能 参 与 支

教，海北学子不离家乡也能享受

优质教育。

医 教 联 通 ，筑 梦 高 原 。 不 久

前，山东 5 名支医专家受聘海北职

校，定期到校授课，带学生跟岗见

习。按照“专业一对一、学校多带

一”模式，山东援青推动山东 10 所

职校与海北两所职校，组团结对

“整体帮扶”，当地师生无不交口

称赞。

传授技术带徒弟
为当地培养人才

刚察县最大的大棚蔬菜基地

也是山东援青的项目之一，今年

54 岁的解秀红从山东潍坊来到这

里 担 任 技 术 员 。 3300 米 的 高 海

拔，让她一年下来瘦了不少。“在

高原上种菜虽然费事，但很有成

就感。”她说，“我们服务的时间虽

然有限，但想把技术传授给更多

的当地人，让乡亲们都能吃上新

鲜瓜果。”

从 实 施 农 村 危 房 改 造、游 牧

民定居项目，到改扩建州县级医

院和乡镇卫生院；从扶持全州 214
个行政村、青海湖农场 4 个分场，

到大力发展藏羊、牦牛、冷水鱼养

殖和中药材种植等产业。山东不

仅给予了海北州物质资金支持，

更为当地培养了专业人才、增强

了发展后劲。

“十三五”期间，山东安排援

青 项 目 64 个 、投 入 资 金 11.02 亿

元。两年来，围绕五大产业，山东

坚持市场主导、“项目+人才”的模

式，其中 21 个项目被纳入青海省

人才项目目录。除此以外，山东

每年定向投入 200 万元，成立人才

引进基金，组织“专家上高原”。

前 不 久 ，从 聊 城 市 前 来 挂 职

刚 察 县 人 民 医 院 副 院 长 的 姚 可

青，带着当地医生杨晓慧完成了

海北州首例耳前瘘管切割手术。

“患者患有耳前瘘管 20 余年，以前

的治疗都是治标不治本。”姚可青

说，“这样的手术，杨晓慧再参与

两三例就能基本掌握了。”聊城选

派的 10 名援青医疗队员能力强、

业务精，采用“一对一”导师培养

机制，带徒救治病人，决心将先进

的医疗技术留在高原上。

援 青 干 部、海 北 州 发 改 委 副

主任怀心强说，“现在我心里最希

望的是倾尽所能、多做工作，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为海北多留成果、

不留遗憾。”

海北州市区西部，有一座 6 层

的山东援青人才公寓，赵庆平告

诉记者，不久后即可入住。“未来

将会有更多山东人才来到这里，

用知识与技术为青海做出更大的

贡献。”

山东帮扶青海省海北州，助力当地民生改善——

人才引进来 技术留下来
本报记者 刘成友 贾丰丰

核心阅读

近年来，山东持续
帮扶青海省海北州，加
强人才引进与培养：根
据产业发展需求搭建
平台，有针对性地引入
高层次人才；在医疗、
教育等民生领域进行
组 团 式 帮 扶 ，分 享 技
能、共享资源；注重传
帮带，为当地留下带不
走的人才队伍。

社会社会 1414 2021年 10月 21日 星期四

本版责编：李智勇 徐 阳 周春媚

■一线探民生R

今年 7 月，“央企入滇”主题宣传活动

暨华侨城云南集团开放日在云南昆明举

行。12 个州市、超 960 亿元投资、80 余个项

目布局……一个个增长的数字，是华侨城

助推文旅融合发展的例证。“文化、旅游作

为改善民生的‘幸福产业’，是持续增强人

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华侨城集团总经

理刘凤喜表示，“华侨城集团将始终坚定文

化自信，以品牌的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为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不懈奋斗。”

在四川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霓虹闪

烁。今年 2 月以来，华侨城西部集团旗下

自贡华侨城以璀璨华灯展现党史故事。从

上海石库门到嘉兴红船，从南昌起义到井

冈山会师……43 个场景、约 6000 平方米占

地面积，讲述着百年历史的苦难与坚韧、荣

耀与辉煌。

82 岁退伍老兵雷安邦参观后说：“这些

彩灯唤醒了我的记忆。曾经食不果腹，现

在丰衣足食，是党领导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精神薪火相

传。华侨城旗下多个景区深挖红色资源，打

造“红色文旅品牌”。在顺德华侨城总经理

冯晖看来，每个地方都有文化特殊性：“我们

每到一处，都希望把当地的故事讲好。”

“修旧如旧”的呈贡乌龙古渔村重构滇

池边的渔耕原乡文化，成都安仁古镇通过新

场景新业态注入新活力……循着华侨城集

团打造文旅引擎的实践案例不难发现，依托

当地资源禀赋、深挖当地特色文化、连通现

代科技与传统人文风俗是其显著特征。华

侨城集团统筹全国优质文化旅游资源，用文

化为旅游注入灵魂，不断推出红色主题游、

周边民俗游、都市休闲游等多元旅游产品。

华侨城集团旅游研究院院长张树民表示：“华侨城积极推动

‘文化+旅游’‘文化+演艺’‘文化+节庆’‘文化+科技’等业态深度

交融，通过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给群众生活增添更多欢乐。”

自 2003 年起，华侨城集团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三穗县、天柱县结成定点帮扶关系，截至去年年底，已累计投入

帮扶资金超 9300 万元，开展援建帮扶项目近 200 项。

如今，曾经的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已经全部脱贫。进入新

发展阶段，华侨城集团探索建立乡村振兴长效机制，以“文旅融

合+美丽乡村”“产业帮扶+乡村振兴”模式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7月，作为华侨城集团“100个美丽乡村计划”项目之一的四川

马边彝族自治县“谷溪美村”正式开工。基于当地丰富的生态资

源、浓郁的彝苗风情，一幅推动乡村振兴的画卷在马边徐徐展开。

村子美了，旅游旺了，村民致富路宽了。以星空为被、以大

地为床，林芝华侨城南山国际汽车营地树影婆娑、碧水悠悠；民

风淳朴、山美水美，三亚传统黎家村落中廖村“破茧成蝶”……华

侨城集团参与的乡村振兴项目在西藏、海南等地多点开花。

刘凤喜表示：“我们将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发挥文旅产业优

势，因地制宜，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让中国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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