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 哲

□ 本报记者 李宏伟

山东省济南市，我国环渤海南翼

中心城市；重庆市武隆区，我国著名喀

斯特地貌区域；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

州，曾是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之一。随着东西部协作的纵深推进，从

泉城济南到西南山城、陇南大地，原本

遥遥相隔的地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上演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近年来，济南把与武隆区、临夏

州开展东西部协作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充分发挥省会城市担当，用

一个个协作帮扶实践，做深东西部协

作文章，携手同奔新程。

拓宽协作发展这条“大路”

古朴的窗棂、桌椅，搭配着窗外的

美景，仿佛置身世外桃源。位于武隆

区的归原小镇，以其高颜值、新形式，

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青睐。

从大山深处的东西部协作文旅

产业项目，到展现黄土高原人文旅游

风貌的“泉城济南·花儿临夏”东西部

协作文旅推介会，武隆区、临夏州的

文旅资源正通过东西部协作的平台

源源不断地推向全国。

除了文旅资源协作，济南还在持

续深化拓展协作领域。

马米乃是临夏州的一名家庭妇女，

家里的日常全靠她四处打零工来维持。

2021年10月，她看到“阳光大姐”正在

招收学员，便报名参加了月嫂培训，很快

走上了月嫂的新岗位。就这样，通过专

业化的技能培训，如今的马米乃已成为

一名口碑良好的月嫂，每月能拿到8500

元甚至更高的工资，她深有感触地说：

“是月嫂岗位帮我撑起了一个家。”

而这样的事例，只是济南、临夏

州两地东西部协作的一个缩影。

加快消费帮扶展馆建设，持续拓展

线上销售渠道；支持“蓝翔技校”“阳光大

姐”等劳务品牌培育共建，扩大就业规模

和产业容量……从产业协作到人才交

流，从劳务协作到消费帮扶，东西部协作

持续“升温”，协同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

写好组团帮扶这篇“大文章”

近年来，济南锚定“济南所能、协

作地所需”，安排协作资金2亿多元，

实施社会民生类项目59个，选派518

名医生、教师、农技人才等全面参与

协作地民生事业发展。其中，两支组

团式医疗队在临夏州积石山县、永靖

县接诊两万余次，开展手术千余台，

脱贫群众就近即可享受优质医疗资

源；一批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专

业水平高的教育干部人才扎根协作

地，将济南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

法全面融入工作，不断助力协作地教

育水平持续提升。

现如今，协作地民生事业的发展

有了一个个亮眼的变化。

医疗，是民生之需。

“现在，医院旧貌换新颜，不仅规

章制度更完善，而且医生们进修学习

的劲头越来越足。”临夏州积石山县

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韩凯感慨地说。

这样的改变，源于东西部协作的

组团式医疗队的到来。

教育，是民生之基。

跨越山河，双向奔赴。济南、武

隆区两地教育协作是泉城与山城的

温柔相遇。

“工作要做就做好，要做就做成

精品。”这是济南—武隆中学教育协

作团队中流传的一句话。

2022年8月30日，跨越千山万

水，济南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张纪余带

领着济南—武隆东西部教育协作支教

团队一行来到武隆区，开启了他们的

支教之旅。

“既然来了，就要全力以赴！”经

过一年的支教，济南—武隆中学协作

团队打造的首届“鲁渝协作班”成为

鲁渝教育协作的一大亮点。

做好乡村振兴这件“大事”

采摘、分拣、去刺、包装……在临

夏州临夏市枹罕镇的鲜花港车间里，

数十位当地工人井然有序地将玫瑰

花束打包。每天，这里大概有20万

枝玫瑰发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

像这样以小产业促进乡村振兴

大发展的协作实践，在济南和临夏州

正结出累累硕果。在推进协作过程

中，济南不断强化联农惠农机制，大

力倾斜支持东西部协作地区产业发

展，创新思路集中力量办大事。

与临夏州建立协作关系的三年来，

济南帮助临夏州实施乡村振兴项目

563个，打造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示范

村24个。

2021年以来，济南累计向武隆

区投入产业发展资金1.64亿元，实施

产业项目120个，建设了白马山“天

池茶叶”、双河镇“高山番茄谷”、火炉

镇“火炉脆桃”等 6 个产业示范园

区。越来越多带有“济南印记”的产

业协作新品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注入了强劲力量。

一直以来，济南在推进东西部协作

过程中，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拓展协作渠道、深

化协作内涵、提升协作成效，促进协作

地区发展和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真情的力量，可以直达人心；无

疆的大爱，可以跨越时空。一项项民

生工程、一批批产业项目、一处处示

范园区……济南帮扶协作的足迹，遍

布武隆区、临夏州的山山水水、村村

落落。在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

项目中，武隆区、临夏州两地群众真

切地感受到来自济南的温暖。

Regional Observation

区域观察 2023.12.15 星期五

05

》6版

区域观察编辑部

主任：徐 军

编辑：张海莺

新闻热线：（010）81129157
电邮：zgggb56805139@163.com

区域视点

柘荣：激活乡土文化
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红色资源深厚的福建省柘

荣县山乡以当地畲族文化、慈善文化、红

色文化为切入点，改革创新推动特色农

业、生态休闲观光旅游等产业持续升温，

形成文旅融合发展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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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 谷亚光

很多年前，在一次出差的火车

上，对面坐着一个面目黧黑，身材壮

实的中年汉子，他看我一直在翻一本

有关森林的书，就跟我搭讪。我们聊

得很投机，他后来问我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是一名媒体人。我问他是做

什么的，他说他是一名林业工作者，

在河北省承德市塞罕坝林区做护林

员。那汉子很热情，邀我有时间去他

那里做客。在我们分手之前，互留了

联系方式。

一

在一个酷暑季节的夜晚，我正在

赶写一篇新闻稿，忽然听到手机“滴

答”一声响，我知道是有人发来了短

信，那时候经常收到短信广告，我就

没理它。过了大约十分钟，一个电话

打来了，是一个浑厚的男音，一时我

并未听出是谁，我想敷衍一下挂掉，

那边却哈哈大笑，仿佛知道我的意

思，他直接说：“你没听出我是谁吧，

我是去年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护林

员老张，我想请你来一趟，看一看这

里的森林，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当

时我虽然感到有点冒昧，但基于媒体

人的好奇心和新闻职业的敏感性，也

觉得这是了解绿色和绿色创造者的

一个机会，我欣然答应。

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在一个周

末，我出发了。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

见到了老张，他在一个离林场办公区

很远的地方护林。老张住在一个小木

屋里，就像童话故事里描写的那样，从

外观上看倒是有点别致，但屋里面比

较暗。屋后面有个大大的窗子，前面

的门相对有点小。等他打开灯，我才

看清，屋里陈设很简单，一床，一桌，一

个放衣服的柜子，三把凳子。另外就

是锅碗瓢盆和一个做饭的炉子，在一

个角落的地上放着一堆面粉、菜蔬之

类的杂物。一面墙上挂着兽皮或肉

干，一面墙边放着多种工具。

我放下行李，洗了把脸，老张问

我是否休息一会儿，我说不用，我想

出去转转看看。老张推了一辆电动

三轮车，我们就沿着林中路进林区

了。据说，以落叶松、云杉树、白桦

树、椴树等为主要树种的塞罕坝林区

共有森林150多万亩。

路两边是苍劲茂盛、一眼望不到

头的落叶松。那时节正是盛夏，在北

京街头走路会汗流浃背，而在林区

中却是比较阴凉，一点也不觉得热。

车行了一阵，忽然出现一片草地，这

是防火隔离区。草地上绿茵茵的，像

一个巨大的绒毯，上面点缀着五彩缤

纷的花朵。

我让老张把车停下，我们一起到

草地里走走。这时才发现，草丛里盛

开着金莲花、野百合、虞美人、紫菀

花、锦带花和许多不知名的野花。野

花色彩斑斓，袅娜多姿。空气中好像

还有隐隐幽香，我忍不住深吸了一

口。花草的甜香、清冽的松香伴着潮

润的水汽一股脑儿进入腹中。

二

我们往草地深处走了一会儿，老

张突然高兴地喊了起来，前面有蘑菇

圈。据老张介绍，草地上的蘑菇有

“天花板”、鸡爪蘑、旱云盘、水银盘等

十几种。“天花板”个大，一个直径有

一尺多，几个“天花板”就能装一篮。

“天花板”有微毒，不能直接吃，要放

几天，晒干了再吃；旱云盘经常长在

北坡草地上，像云彩；水银盘尤喜水

洼地，厚厚的肉质，像馒头；鸡爪蘑喜

爱黑沙土，长得干巴巴，似鸡爪，香气

四溢。“快看，这就是鸡爪蘑，看这个

圆圈，就是蘑菇圈。”老张兴奋地指点

着、比划着。

老张一会儿就捡了一大堆鸡爪

蘑，草地上还有许多。他脱了上衣收

蘑菇，我也学他那样，把上衣脱下来，

装了满满一兜。老张说：“今天咱们

有蘑菇吃了，我们做蘑菇鸡汤，炒蘑菇

狍子肉。”我们开车返回森林小屋，我

帮老张洗蘑菇，老张利用他昨日剩下

的野鸡肉和狍子肉，做了一顿美味。

很快，天就黑下来。老张就在小

木屋里向我聊起了他的经历。老张

在林学院毕业，学业一结束就分配到

了这个林场，早前在坝上植树，一年

中，除了最冷的几个月、零下40多摄

氏度没法植树之外，一开春直到初

冬，全在地里栽树。栽树活比较苦，

这里夏天蚊子多而且大，为了防止蚊

子叮咬，需要穿着厚衣服干活，衣服

湿透也不敢脱。深秋初冬，西北风像

刀子一样割脸，大伙照干不误。这份

工作老张一干就是十几年，为国家增

添了绿色，也评上过几次先进。说到

这些，老张的脸上透着自豪。近几

年，场里给老张调整了工种，做护林

工作，老张很知足。

夜里不到十一点，老张已经入

梦。我在灯下写笔记，这时，忽然听

到窗外有轻轻敲窗的声音，我有点奇

怪，也有点惊讶。心想，难道这里还

有别的什么人吗？这么晚了也不应

该呀。那是什么呢？我慢慢拉开一

点窗帘。呵，窗户外面竟有一个小松

鼠趴在玻璃上，用一只前爪打窗。我

打开一扇玻璃，想请小家伙进来，它

却倏忽一下不见了。

我就那样开着窗子，希望它待会

儿再来。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窗帘

微动，以为小松鼠又来了，我小心地

扒开窗帘一看，哈哈，竟是一条藤本

植物伸进了窗子。它青青的、嫩嫩

的，好像还有点害羞，但明显的很友

好，昂着头、伸着叶，似乎想与我握手

的样子。夜深了，我做了一个梦，梦

见那支藤茎真的伸到了书桌上，与我

握手了。我非常感动，这里的自然与

人真的是亲密无间啊！

三

第二天一大早，老张就起来做好

了饭，稀粥、土豆、炒蕨菜蘑菇。我们

吃过饭，出发去桦树沟看白桦林。

老张仍然驾着三轮车，我坐在车

上。穿过好大一片落叶松林，然后看

到好多云杉树。绕过几道高坡，进入

一个山沟状的地方。沟里长着许多灌

木和花草，许多花草我也不认识。也

有认得的，那棵粉红的水仙我认识，半

坡上的那棵干枝梅我认识，还有那棵

蓝刺头，我也认识。地上还有蕨菜、

黄花菜、野蒜等野菜。沟沿上还有山

花椒，可以做佐料。空气中浮动着阵

阵幽香。一会儿如乳香，一会儿似甘

甜陈酿，沁人心脾。

激发长三角
一体化新动力

□ 贾若祥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

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这两个关键词”“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

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

范、辐射带动作用”。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

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

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

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今年前三季度，长三角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约 22 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24％，其中地区生产总值过万亿元的城

市有8个，占全国的1/3。长三角已经成

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发展动力源

和改革试验田，发挥着开路先锋作用。

5 年前，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了在国家发展

大局中“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按下“快进键”。长三

角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促进当地

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

的统一大市场，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赢得战略主动。接

下来，长三角要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产

业竞争力和发展能级，不断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要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

务，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

同，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长三角

科技资源富集，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

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营造更具全球

竞争力的创新生态，推进科技创新力量

和优势资源跨区域、跨部门整合，打造科

技创新策源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提供强有力支撑。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强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催生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将长三角深

厚的科技产业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

势。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

对外开放，努力使长三角成为畅通我国

经济大循环的强大引擎、联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战略枢纽。

要紧扣“一体化”，加快构建区域发

展共同体，为全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

示范。实施“一体化”的目的，是在更大

区域和更广领域统筹资源要素，实现更

好发展。长三角地区涵盖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和安徽省部分城市，要从体制

机制上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坚持

长三角区域发展“一盘棋”，下好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手棋”。

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创产业深度

融合、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公共服务普惠

共享等重点领域，完善一体化制度体系，

加快从区域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

度创新。加强各类交通网络基础设施标

准跨区域衔接，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水平，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加强大

气、水、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宽生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的路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制

度衔接、政策协同、标准趋同，分类推进

各领域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使一体化发

展成果更多惠及长三角全体人民。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

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森林中的朋友

长沙兴联路大通道项目长沙兴联路大通道项目
双塔斜拉桥首段主梁双塔斜拉桥首段主梁

架设完架设完成成
近日，由中交一公局承建的湖南

省长沙市兴联路大通道项目双塔斜拉

桥首段主梁顺利架设完成。兴联路大

通道项目全长5.475公里，主线桥全长

4.96公里，跨湘江主桥为双塔斜拉桥，

主跨380米。项目建成后将缓解长沙

北二环交通压力，同时也将成为益阳、

常德、张家界等城市进入长沙的重要

通道之一。图为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既然来了，就要全力以赴
——山东济南纵深推进东西部协作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