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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聚心聚力打造支援协作工作“升级版”

山东援兵团草湖项目区：对口援建实现良好开局
本报讯 周利 李文鹏 孟宪烨 记者

高杨报道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2024年

10月，山东省首批对口支援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草湖项目区干部人才离鲁入疆，烟台、

临沂、菏泽三市分别对口援建三个团场。

自进疆以来，山东省援兵团草湖项目区干

部管理组扎实做好各项援建工作，实现良

好开局。

打牢援建基础。抓实入疆教育培训，及

时设立项目推进组、产业协作组和文化润疆

工作领导小组等机构，研究制定党委会议制

度、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23项制度，规范工

作运行，加强队伍建设。

牢记援建使命。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

格对口支援资金使用，重点关注基层、民生

领域。健全完善项目推进机制，制定项目管

理相关规章制度，确保项目资金合规拨付。

编制2025年项目投资计划，不断提升对口

支援项目综合效益。

强化交流交往交融。量身定制培训课

程，集中培训受援地相关部门、各团场援建

工作组的党建业务骨干。做好教育文章，

10名援疆教师参与受援学校教学工作，扎

实推进草湖项目区职业高校援建工作。同

时，支持团场工作组与少数民族家庭“结

亲”，做好交往、交流、交融“三交”工作。

草湖项目区干部人才还积极当好桥梁

纽带，加强产业摸底调研、开展鲁兵产业对

接、抓实产业项目谋划等，积极推动受援地

“双招双引”工作。

山东援兵团第十二师：“一二三”工作法促进受援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朱俊青 记者尹明波报道

2024年，山东援兵团第十二师干部管理组

以“抓重点、树品牌、强队伍”为统领，深入实

施“智力支援、教育帮扶、医疗帮扶、交往交

流交融、产业协作”五大攻坚行动，援建工作

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牢牢把握“一个定位”。坚持干部人才

援疆基本定位，优化人才结构，形成“9个

大组团”和若干“小组团”“微组团”良好局

面。探索“一校支援一专业”模式，为十二

师职校升格高职院校夯实基础。开展“大

专科、小综合”医疗帮扶，推动打造医养健康

示范基地。

聚力打造“两个高地”。兵团科创人才

高地，推动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创新

基地、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

两大国家级平台更好发挥作用，布局建设

济南大学新材料研究院等10家新型研究

机构。兵团向西开放高地，推动十二师与

山东自贸区济南片区、青岛西海岸新区达

成合作协议，推动山东高速新疆国际物流产

业园提前投产运营。

深入推进“三个工程”。“好客好品”：在

临沂等地设立兵团1954优选好物分销中

心，在新疆游客集散中心和鲁商集团分设甄

选好物市集。“情润天山”：组织开展2024鲁

兵文化艺术交流周，以兵团成立70周年为

契机在山东组织“兵团礼赞”主题美术展。

“双向奔赴”：2024年共招引产业项目31

个、总投资77.5亿元，天润乳业在齐河液态

奶项目投产运营，推动在滕州建设“边疆来

客”生产供应链项目。

山东援藏：65家孔子学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讯 刘开非 郝淑芳 记者尹明波

报道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山东省第十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全面

启动“孔子学堂”试点建设，在雪域高原上搭

建起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平台，引导各族群众

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拓展活动载体，扩大受众群体。截至目

前，日喀则市共建设65家“孔子学堂”，为广

大干部、学校师生、基层群众提供了优秀传

统文化学习阵地。南木林县中小学校“孔子

学堂”实现了全覆盖，西藏自治区党委主要

领导同志予以肯定，要求总结经验，加大普

及推广力度。

凸显区域特色，推进文化融合。利用春

节、藏历新年、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等

节庆时机，开展活动200余次，引导“孔子学

堂”广泛开展国学+藏文学诵读、传统乐器+

民族特色乐器表演等活动，注重融合民族特

色，全面提升“孔子学堂”建设工作标准化、

规范化、民族化和特色化。

规范试点建设，提升办学水平。山东援

藏干部人才和日喀则市委宣传部联合组织

开展了传统文化大讲堂暨孔子学堂培训班，

邀请山东省6名优秀学堂专家为65家孔子

学堂负责人进行集中培训，提升了学堂建设

水平。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

评价说：“‘孔子学堂’用共同体验消弭隔阂，

为民族地区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可复

制的山东经验。”

据介绍，日喀则市“孔子学堂”将进一步

结合高原地域特色，广泛开展包饺子、贴春

联、诵美文等特色教学实践，带动更多群众

自发参与“孔子学堂”活动，为鲁藏两地文化

交往交流交融作出新贡献。

山东援疆：助力喀什特产“出疆”又“出口”
本报讯 柴哲 王志浩 记者尹明波

报道 2024年，山东省援疆工作圆满完成

各项重点任务，有力推动了受援地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山东省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

才发力消费援疆，擦亮“大仓东移 好品西

进”工程品牌，累计帮助实现销售额超30亿

元，助力喀什特色农副产品“出疆”“出口”，

促进农民增收。

科学布局建设仓储中心。谋划建设“前

置大仓”，目前已形成“1个省内主仓（济

南）+9个省内分仓+1个省外仓”仓储服务

架构，总仓储能力18万吨。加强与专业物

流服务机构合作，加大补贴力度、降低出疆

成本，快捷配送产品。

不断织密终端销售网络。科学布局线

下销售网络，喀什特产进入山东供销体系和

大型商超，“喀什好味道”香飘齐鲁大地，旗

舰店已达15家，专卖店、加盟店和销售专柜

240余个。常态化开展“年味新疆”等系列

销售活动，已举办各类活动30余场次、实现

销售额3.6亿元。

大力拓展线上销售渠道。联合抖音等

电商平台开展直播销售活动，2024年9月份

举办的“鲁疆情·喀什味”电商直播周，销售

额突破2000万元。注册“喀食好味道”商

标，开发微信商城小程序，进一步带动网上

销售。举办5期“大仓东移”电子商务培训

班、惠及600余名从业人员，并提供“一站式”

电商创业服务。

创新推进实施“好品西进”。在吉尔

吉斯斯坦奥什建设海外仓储中心，在疏

勒县建设“一带一路”商务会客厅，积极

推动山东好品、喀什好物拓展中亚市

场。同时，通过推进平台仓储建设、研发

交易App等，争取3年推动进出口销售收

入超10亿元。

山东援青：合力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本报讯 尹晶 记者高杨报道 2024

年，山东援青干部人才以“全面突破提升年”

为抓手，紧扣民生主题，聚焦产业援青，聚力

“双招双引”，深化交往、交流、交融“三交”融

合，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在中

央组织部“组团式”支援工作推进会和青海

省援青工作座谈会上，山东分别作为全国对

口支援省市、援青六省市唯一代表作典型发

言。由山东省国资企业山东天力能源承担

的“盐湖老卤制备无水氯化镁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项目，顺利通过结题验收，成为山东

援青工作的一个典范。

2016年，青海省启动金属镁一体化项目，

从挪威海德鲁公司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生产线，总投资440亿元。但因高海拔地区无

水氯化镁生产的“卡脖子”性关键技术难题，导

致价值100多亿元的生产设备闲置。2021年

4月，作为青海省首个“揭榜挂帅”重大科技专

项，“盐湖老卤制备无水氯化镁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项目由青海省科技厅和青海汇信共

同发榜，山东天力能源成功揭榜。

揭榜后，公司时任总工程师吴静带领技

术团队，从查找外文工程资料入手，每年往

返鲁青10余次，经过近3年的艰苦努力，投

入资金9000多万元，成功建成世界第一条

产能超过每小时6吨的无水氯化镁生产线，

技术水平国际领先。

该项目攻克高原氯化镁脱水这一世界

级难题，有效盘活价值160亿元国有资产，

极大提升了青海盐湖镁业生产能力和产业

竞争力，对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具

有重要意义。

□ 孙 健 郑成义

□ 本报记者 尹明波

山东省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

作工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坚定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高站位扛牢责任，高起

点统筹谋划，高标准推进落实，重

点围绕“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智力

支持、交往交流、强边富民”五大工

作领域和东西部协作特色产业提

升、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帮扶助农

增收、劳务协作提升“四项行动”，

着力打造山东援建品牌，取得一系

列标志性成果。“2024年，我办获

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山东省对口

支援办公室主任李秋生介绍说，去

年全省累计投入对口支援和东西

部协作援助资金44.8亿元，实施援

建项目1385个，连续第五年获得国

家东西部协作年度考核“好”等次，

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到鲁考察调研。

强基惠民
民生保障进一步加强

着眼民生，关注基层，支援协作

资金投入县乡以下比例均超过85%。

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围绕规

划编制、产业提升、文化建设、民生

设施等领域，深入实施“鲁藏百村

幸福家园”“鲁渝、鲁甘乡村振兴百

村计划”等乡村建设行动，提升乡

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探索支援协

作地农村现代化新路径。

开展就业帮扶。推进强技能、

搭平台、拓渠道、强保障“四位一

体”帮扶模式，全链条开展就业创业

服务。组织“春风送岗”等劳务协作

活动和“订单培训”“定向培养”，累计

提供岗位近2万个，培训农村劳动力

超3万人次，帮助当地群众实现就业

近10万人次。鲁渝“1+3+5”“鲁甘

人力”东西部协作品牌再升级，就

业帮扶渠道进一步拓宽。

加大教育援助。加快建设海

北州职业学校、喀什职业技术学院

等，山东援藏史上投资最大的日喀

则齐鲁高级中学建成使用并获评

自治区示范性高中。“组团式”帮扶

日喀则一中等7所学校和重庆、甘

肃15所普通高中、9所中职院校，西

藏、新疆、青海等地的18个“山东高

中（中职）班”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提高医疗援建水平。帮助支

援协作地新建、改扩建医疗机构8个，

助力喀什4家、日喀则5家县级医

疗机构分别达到二级甲等和二级

乙等，“鲁新医心”等惠民医疗活动

持续开展。去年，山东共有960余

名支医队员在受援地开展支医工

作，接收支援协作地700余名业务

骨干开展长短期交流培训，帮助支

援协作地开展新技术新项目800

余项。

产业带动
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

坚持因地制宜、协作共进，助

力支援协作地产业发展提档升级。

赋能特色产业培育。积极推

进“东产西移”，白朗蔬菜等成为当

地新名片，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助

力培育青稞、藏药、食用菌等“特而

优、小而精”产业，推行“主体带动、

农户参与、集体受益”经营模式，带

动就业增收。

助推产业园区建设。支持建

设南疆齐鲁工业园、甘肃青陇产业

园等151个重点产业园区，打造了

一批效益好、影响大的“菜篮子”

“摇钱树”，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的强劲引擎。

拓展产业帮扶领域。推动产

业帮扶向前沿领域、先进技术拓

展，鲁渝合作“低轨卫星互联网海

洋公共平台与重大场景示范工

程”，浪潮集团深入参与甘肃数字

化转型和数据中心建设。共建鲁

藏高原种子研究院，开辟产业协作

新领域。

加大产业合作力度。产业合

作从“单纯帮扶”向“优势互补”拓

展，一批知名鲁企项目落子受援协

作地。有序推进“陇电入鲁”工程，

并在能源开发等产业上强化与兵

团合作。

推动消费帮扶升级。积极搭

建销售帮扶平台，“青海味道”等支

援协作地农特产品展销中心落户

山东，“大仓东移”“渝货、甘味入

鲁”等顺利推进，销售帮扶规模达

129亿元。“山东·重庆‘双向奔赴内

延外拓’”等东西部协作4个消费

帮扶案例被评为年度消费帮扶助

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工作经验全

国推广。

人才赋能
人才援助进一步拓展

坚持选育共举、帮带同举，纵

深推进干部人才援建。

突出选准配强。配合山东省

委组织部圆满完成协作重庆、甘肃

干部轮换和兵团草湖项目区干部选

派培训工作，目前在支援协作地共

有457名党政干部、3774名专业技

术人才。坚持定期轮换与按需调增

相结合，选派15名高层次人才到海

北州指导绿色算力产业发展，引进

“昆仑英才”计划高层次人才2名。

加强培养帮带。深入实施“青

蓝工程”，建好用好“名医工作室”

“高原博士服务站”等平台，为受援

地协作地培训干部人才6万余人

次，打造了“留得住、带不走”的人

才队伍。深化“组团式”人才援助，

拓展帮扶领域，先后组织卫生医

疗、蔬菜种植等专家团队到支援协

作地开展服务帮带。

打造交流平台。完善技术研

发、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三位一

体”人才交流合作模式，打造研发

平台14个，帮带团队160个，引进

新技术、新品种10项，开展技术攻

关项目8项。

凝心铸魂
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积极推进润德润智润心工

程，深化交流交往，推动共融互促，

增进民族团结。

深化结对共建。组织3279个

乡（镇）、村、学校、医院、企业等结

对共建，形成市对县、县对县、强镇

对乡镇、企业对村居（社区）的帮扶

格局。深入实施“民族团结一家

亲”活动，推动多层次、多群体的结

对共建向纵深延伸。

深化交流活动。交往交流活

动拓展到民间组织、企事业单位等

多个领域，先后举办国学文化等主

题活动259次，社会影响力不断提

升。开展纪念援藏三十周年系列

活动，创新性组织“鲁藏同心杯”

足球赛等活动，打造“鲁藏之约”

系列“三交”品牌，推动交往、交流、

交融持续走深。

深化经贸往来。支持支援协

作地在鲁设立招商工作站11个，

组织开展“鲁企走进协作地”等活

动，累计帮助招引落地项目 350

个、投资总额超300亿元。

深化文旅交流。持续打造国

学教育平台，与喀什大学共建喀什

大学国学院，在海北设立了青海省

第一家“孔子学堂”，山东精品剧目

《沂蒙长风》《兵出渤海湾》先后在

新疆、青海演出。深入开展“二十

万人游海北”“好客山东·如意甘

肃”等活动，文旅交流丰富多彩。

2025年，是“十四五”东西部

协作和对口支援规划收官之年，也

是“十五五”协作支援布局之年。

“着眼对口支援协作新的形势任

务，我们将聚焦重点集中发力，聚

焦效益精准帮扶，聚焦大局强化合

作，聚焦品质打造品牌，在共同服

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协调

发展和黄河国家大战略中取得突

破性进展。”李秋生表示，山东将进

一步守牢底线、抓紧主线，发挥效

能、突出效益，科学制定“十五五”

工作规划，服务国家大局，促进支

援协作地经济社会发展，争取在多

领域形成工作影响力，推动对口支

援协作工作再上新台阶。

“四项行动”推动鲁渝协作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 刘泽升 张瑞祯

记者尹明波报道 2024年以来，

山东省、重庆市按照全国东西部协

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推进

会议要求，锚定特色产业提升、产

业集群打造、消费帮扶增收、劳务

协作提质“四项行动”，强化统筹谋

划，分类指导施策，狠抓工作落实，

鲁渝协作各项工作全面起势见效。

特色产业提升。充分挖掘重

庆“土特产”资源，优选巫溪老鹰茶

等6大产业，投入协作资金精准强

链补链延链。创新发展“山东品

种+重庆基地”等产业共建模式，支

持引导山东农林水产等 38大类

159个优质品种落地重庆。

产业集群打造。集聚山东资

金项目资源，引进汇源果汁等龙头

企业集中打造涪陵榨菜等5大产

业集群，带动种植脐橙、榨菜、脆

李、蔬菜、中药材超276万亩。实

施共建产业园区提升行动，组织

开展系列“点餐式”招商对接活

动，新增引导落地重庆投产企业

69家。

消费帮扶增收。举办鲁渝消

费帮扶产销对接大会等展示展销

活动，建设“巴味渝珍”重庆农特产

品济南展销中心，打造特色农副产

品供应基地和“直采直供”基地38

个，推动重庆中药材、农产品等进

军国内外市场。

劳务协作提质。重点培育“重

庆火锅师傅”等 7个劳务协作品

牌，构建“定制+培训+输转+稳

岗”劳务协作工作全链条。实施

鲁渝劳务品牌领军人才培育工

程，帮助培训农村劳动力5000余

名，3.2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省内

就近就业。

鲁甘协作谱新曲：携手兴薯业，并肩育集群
本报讯 李春兴 记者高杨报道

2024年，山东省东西部协作甘肃

省工作实现明显转变，对口协作的

区县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有力

推动甘肃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定西市

马铃薯产业已打造成集群，平均亩

产由2500斤跃升到8500斤，全面

完成“山区示范、引水上山、产量翻

番”目标，成为当地农民受益最多、

发展潜力最大的农业支柱产业。

示范引领强基础。“万亩马铃

薯高产示范协作项目”顺利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节水灌溉+规模

经营”种植模式广泛推广，渭源、安

定两个马铃薯种薯国家级农业标准

化示范区落地，引领定西市马铃薯

种植面积稳定在300万亩左右。

种业强“芯”提品质。扎实推

进国家区域性马铃薯良繁基地建

设，成立甘肃省马铃薯产业技术创

新中心和定西市马铃薯育繁推创

新联合体，建成马铃薯脱毒瓶苗繁

育中心，年产优质种薯200万吨以

上，远销国内10多个省区和沙特

等国家和地区。

精深加工延链条。支持成立

定西宽粉产业研究院和定西宽粉学

院，高起点建设“定西宽粉产业园”，

引导龙头企业集聚、延伸产业链条。

目前，定西市马铃薯加工龙头企业

达到28家，销售额突破30亿元。

打造品牌促增效。构建以“定

西马铃薯”“定西宽粉”为主的“甘

味”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商标品牌

的种薯-商品薯－加工制品全产业

链品牌体系，“定西马铃薯”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近400亿元，位居“甘

味”品牌之首。2024年，定西市马

铃薯全产业链产值近260亿元。

山东省援疆医生袁群在牧区开展义诊活动 （山东对口援兵团第十二师干部管理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