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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宁”东西部协作结硕果

对口协作，让宁宁结下山海情
本报记者 樊娅楠

“与西宁市开展对口协作，既是南京光荣的政治
责任，也是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契机。”今
年5月10日至12日，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韩
立明在西宁市党政代表团赴南京考察时强调。

秦淮河畔的南京，地处长江三角洲，“六朝古都”
“十朝都会”，简称“宁”；湟水河畔的西宁，青藏高原
最大的城市，“西海锁钥”“海藏咽喉”，取义“西陲安
宁”。

是什么，让两地如此频繁交流互访，结下不解之
缘？这段山海情要从七年前开始说起。

2016年，根据中央东西部协作部署及苏青两省
工作安排，南京与西宁建立对口协作关系。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
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产业合作、
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动员全社会参与，形
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西宁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带队多次赴南京对接
交流，在产业协作、民生帮扶等领域达成一系列合作
共识。

西宁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统筹安排
全市东西部协作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
导多次赴三县（区）实地调研指导东西部协作工作。

高起点谋划、高质量编制对口协作“十四五”规
划，提出打造“宁宁协作”升级版工作目标。

大通县、湟源县、湟中区与雨花台区、六合区、栖霞
区积极开展交流互访，签署新一轮对口协作协议……

七年来，相距 2000 多公里的南京与西宁两地，
因对口协作紧密相连，在你来我往的交流协作中，感
情加速“升温”。

“年产 5GWN 型 i-TOPCon 高效太阳能
电池下线，拉晶、切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项
目全面贯通！”8月1日上午，伴随着主持人清
晰洪亮的声音，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川工业园区，西宁最大单体投资项目——天
合光能青海基地项目迎来又一重要里程碑。

“在青海进行全产业链布局，提供高效率、
低成本光伏终端组件产品，天合光能青海基地
项目对提升青海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进
一步推动‘绿电入苏’，支撑江苏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被誉为‘东西部协作的样板’。”天合光
能高级副总裁、电池组件事业部总裁陈守忠说。

充分发挥南京雨花台区数字经济优势与
大通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优势资源，实现产业
对接，优势互补，与腾讯达成深度合作，打造
农文旅融合“大通号”县域经济体数字化平
台，建成全国首家腾讯与地方合作的数字乡
村创新基地，实现大通农产品高附加值出村
进城，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

7 年来，南京累计投入 7.3 亿元资金实施
169个项目，举办南京——西宁产业协作招商
引资专场推介会，推动6个项目在三县（区）投
资建设。建立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优势互补
的“园区共建”模式，借鉴南京农业产业园区
发展经验，2022年投资1540万元支持湟中区
和湟源县共建农业产业园区。

“为了打出高原品牌，我们与青海互邦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达成鲜奶深加工合作协议，从
国内乳制品行业的龙头企业引入先进技术手
段，并成立江苏奶业产业研究院湟中分院，攻坚
高原奶牛养殖技术难题，为项目运营管理提供
技术保障。”湟中区委常委、副区长徐宁表示。

自 2016 年建立对口协作关系以来，南京
与西宁不断突出动能共育，建强重点载体，发
挥特色优势，深化产业合作，随着一个个园区
蓬勃发展，一大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西宁留
下了越来越多的“南京印记”。

“谢谢叔叔阿姨，你们辛苦了！”南
京市儿童医院病房内，来自先心病患儿
甜甜的道谢声，温暖着在场每一个人。

谋划实施“心连心”高原小儿先
心病援助项目，完成 8.5 万名 0 岁至
18 岁儿童和青少年先心病初筛工
作，组织 43 名患儿赴南京成功完成
手术，成立苏青儿童出生缺陷协作
中心，南京全面加强医疗帮扶，在增
进民生福祉上展现新作为。

在青藏铁路花园学校课堂上，南
京市鼓楼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青
藏铁路花园学校校长徐树忠，以深入
浅出的方式为九年级8个班学生指导
作文写作。自从去年与妻子一同来

西宁开展为期三年的“家庭式”教育
帮扶，他便一心扑到帮扶工作上，牵
头制定《青藏铁路花园学校三年发展
规划》及规划实施方案，争取60万元
帮扶资金建设青藏铁路精神展示馆，
申报省级教学课题《青藏铁路精神引
领下学校融合文化建设的实践研究》。

自 2016 年以来，两地始终把保
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加强
教育医疗帮扶、就业帮扶、消费帮
扶，积极开展卫生、农业和教育专技
和管理人员交流培训。

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支持湟
中区多巴医疗综合体项目、湟源县
人民医疗争创三级综合医院，开展
西宁市中医院、湟源县人民医院“组
团式”医疗帮扶。

共同举办东西部协作线上线下
专场招聘会，首家“绿色有机青海专
柜”正式运营。

“看着馆内的家乡特产如此畅
销，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位于
青海消费帮扶南京生活体验馆内的

“河湟田源”牛肉面馆，来自大通县新
庄镇的拉面师傅韩平边忙边笑着说。

“这次培训实用性强，极大提高
了我们的养殖技术，增强了我们的
创业信心。”结束了为期 3 天的第 1
期西宁市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
班，小吴高兴地说。

人才是制约西宁发展的因素之
一。为解决人才紧缺问题，南京突出
人才互动，围绕乡村振兴、教育医疗、
社会服务、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加强
人员互派、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在强
化志智双扶上激发新动力，努力实现
人才“传帮带培”的“双向奔赴”。

“我们持续推进‘南京百名专家百
名博士百名企业家进西宁行动’，260多
名南京专家在西宁开展多领域交流，与
江苏省农科院联合成立西宁高原草莓
种业研究院，与南京艺术学院合作成立

大通民族特色非遗工坊。”南京挂职干
部、西宁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博介绍说。

自 2016 年以来，陆续安排多位
西宁本地干部进修实训，南京“周乐
山名师工作室”在西宁世纪职业技
术学校挂牌成立，“许伟红名师工作
室”“刘俊物流名师工作室”“施向军
物联网名师工作室”先后与湟中职
教中心专业带头人牵手结对。

“我们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市干
部人才方面的交流合作，探索更多
干部柔性引进、弹性培养合作模式，
深入学习南京干部敢为人先、自立
自强的拼搏精神和实干担当，引领
和推动西宁干部的思想作风、能力
素质、观念意识转变和提升。”西宁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更宽领域

“宁宁”协作，山海情深。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决策。如何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中有更大作为？如何更好推动两地优
势互补、双向赋能？

横跨东西，苏青、宁宁千里携手，共赴
新程。7年来，南京与西宁将深厚情谊写进
高原大地，写进碧水青山，写进乡村沃野，
写进寻常百姓家。

一次次“宁品进苏”、一场场文化互动、
一名名群众稳定就业、一个个项目拔地而
起……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资
金支持，两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论
述，全面落实江苏·青海座谈会精神，以贯
彻落实“三个框架协议”为契机，推进合作
交流向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迈进。勠力
同心、相向而行的宁宁协作，取得了一系列
丰硕成果，正谱写着一曲曲精彩乐章。

对口协作
结下结下山海情山海情

动能共育
深深化产业合作化产业合作 增进民生福祉增进民生福祉

人才互动 强化志智双扶强化志智双扶

做好“青少年手拉手”“文化走亲”
“牵手相伴·共同绽放”等公益协作品
牌。

打造“宁姐月嫂”“丹噶尔绣娘”劳
务品牌。

立足携手共建，打造“DT3090”大
通农文旅融合全域品牌……

为传承传播非遗文化，充分挖掘青

绣等民间手工艺文化遗产价值，2021年
12 月 30 日，大通县民族特色非遗工坊
正式挂牌。

“以前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挣不
到几个钱，也无法照顾孩子，现在感觉
日子过得幸福了，村里的妇女们能一边
照顾老人小孩，一边做点青绣赚些钱，
既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也把我们的

传统手艺传承下去，一举多得……”大
通青绣非遗传承人陈玉秀说道。

跨越千里，南京与西宁的山海情缘
正在持续加深，协作成果日益丰硕。

未来，两地将继续深刻领会和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东西部扶贫协作和
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的重要指
示，在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工作
的系统性、引领性、创造性，携手推动对
口协作朝着更加务实、更宽领域、更高质
量迈进，不断续写新时代的山海情。

塑造品牌 续写新时代山海情续写新时代山海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