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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西宁东西部协作项目，最打动
人心的是细节里的动人故事，在群加山
林规划民宿时，设计师坚持用螺旋桩避
免生态破坏；大通护工刘霞赴南京工作
3个月后，向同伴展示学到的医护知识
时眼里藏不住的光芒；湟源县人民医院
工作人员杨春意感慨医疗硬件的“升级

换代”；皮绣工作室里，残疾学员用颤抖
的手绣出第一幅作品时的泪光……这
些场景让我深刻理解，协作不仅是资金
与项目的对接，更是人与人的联结。

当颜秀萍的农家乐雇佣6名本村
劳动力、当刘霞在南京医院熟练操作
医护设备、当王桂兰用稳定收入供孙

子上学，东西部协作便有了最鲜活的
注脚——它不是冰冷的报表，而是温暖
的民生答卷。站在边麻沟的山岗上远
眺，农户家的炊烟袅袅与花海交织成
景，豁然明白：乡村振兴的本质，正是让
每个普通人在产业发展中找到位置、实
现价值。而东西部协作，恰是架起这座
从“位置”到“价值”的桥梁，让高原阳光
与江南雨露共同滋养出幸福的果实。

宁宁协作暖民生，高原幸福图景渐次铺展

■本报记者 刘瑜 李静 通讯员 韩丽梅 魏方睿

【镜头一】边麻沟花海：千亩花田种出“共富
密码”

沿着朔北乡的柏油路深入，边麻沟花海景区
每年给本村村民近30万元土地流转费。村民自
主经营意识显著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
的7900多元提升至现在的近2万元，全村近一半
农户从事乡村旅游业，村民通过开办农家院、小
吃摊位、土地流转、花海务工等方式，拓宽了就业
渠道。先后开办农家院55家、家庭民宿15家、在
花海景区务工人员160余人，月工资3000元以上。

【镜头二】云上群加：高端露营点亮“诗与远方”
在湟中区群加国家森林公园，“云上群加·金

陵山水”露营基地引入南京金陵饭店管理团队，
藏族员工经过培训后上岗，南京大厨研发的“高
原淮扬菜”成为特色。基地运营利润全部反哺周
边5个村，自今年“五一”试运营以来，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体验徒步、露营、婚庆等业态，带动旅游收
益持续增长。

【镜头三】小高陵红色教育基地：青山绿水间
的“精神富矿”

夏日的湟源县小高陵党性教育培训基地，游
客们沿着生态步道参观学习。“自2018年以来，协
作项目投入3060万元，接待各类团建活动3000余
场次。”负责人张胜元介绍，“今年争取的800万协
作资金，主要用于污水管网改造、培训教室改造，
进一步升级基地硬件设施。”如今，小高陵已成为
省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累计带动就业710
人次，增收超1200万元。

【镜头一】玉拉村草莓：高原冷凉气候孕育
“金苗”

湟中区玉拉村草莓脱毒育苗中心，技术员胡
文海正为新培育的草莓苗浇水。“实践证明，西宁
特有的冷凉气候，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光照
足，育出的草莓苗质量优，病虫害少，因此这里成
为全国唯一用花药脱毒的育苗中心。”这个由江
苏农科院与湟中区共建的项目，打造了“东苗西
育、西苗东输”产业链，草莓苗不仅供应周边农
户，还辐射到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等地。玉拉
种植基地带动20多人务工，人均年增收4万多元，
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2万元。

【镜头二】群加鹿场：特色养殖串起增收链
走进湟中区群加鹿场，成群的梅花鹿在棚舍

里悠闲踱步。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2023 年基
地建成运营，当年就实现分红30万元，2024年增
至50万元。随着养殖规模扩大，以前大部分从外
地引进的饲料如今已实现本地收购，我们与当地
农户签订饲草订单，由他们种植鹿饲料，基地直
接收购。”目前，基地梅花鹿存栏数达850头，成为
青海省规模最大的梅花鹿养殖基地，带动20户农
户通过务工和订单种植实现增收。

【镜头三】树蛙部落：民宿经济激活高原乡村
“慕名而来的游客纷至沓来，村民们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大通县斜沟
乡副乡长李成花站在树蛙部落前的空地上，身后
是依山而建的三角木屋和荷叶屋民宿。该项目
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吸纳周边5个村的脱贫户
参与建设，带动形成“民宿+农家乐+农产品销售”
的产业链。上窑洞村村委书记肖生玉告诉记者：

“去年村里农特产品主要通过民宿渠道销售，不
少困难家庭优先获得就业岗位。”如今，树蛙部落
已成为西宁高端民宿的标杆，与高原草甸、森林、
牧场相映成趣，旅游旺季时游客络绎不绝。

【镜头四】马家湾露营基地：家门口的“就业
驿站”

湟源县和平乡马家湾村的水麦轻奢露营基地，58
岁的王桂兰正打扫基地卫生：“我是本村村民，基地管
吃，活不重，每月有2500元收入，比以前种地稳定多
了。”基地负责人杨永强介绍说：“目前带动15名村民
就业，长期用工9人，周末灵活用工6人，大家还销售
自制酸奶、馍馍等土特产。”投入300万元协作资金升
级基础设施，带动村集体经济年增收10万元左右。
该基地去年两次登上央视，年接待游客4.5万人次，沿
线群众实现“门前经济”总收入70余万元。

【镜头一】大通护工：小技能撬动大市
场

“在南京医院重症监护室，我干的是护
士的活，月收入超6000元。”大通县护工刘
霞的故事，是“大通护工”品牌崛起的缩影。
这个涵盖母婴护理、医疗陪护等6个重点领
域子品牌（包含医疗护理员、育婴员等10个
工种），通过“免费培训+就业输送”模式，于
今年年初在南京举办“大通护工”品牌推介
会，首批26名护工赴南京参加岗前培训，10
名学员已在江苏省第一人民医院等机构稳
定就业。

【镜头二】湟源县人民医院：医疗升级
守护健康

走进湟源县人民医院，气派的门诊大
楼、整洁的就医环境、齐全的配套设施让人
眼前一亮。“正是在东西部协作的大力支持
下，我们才顺利搬进新大楼。如今，患者的
就医环境、就医流程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医
院工作人员杨春意介绍道。东西部协作资
金投入300万元购置了进口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机，填补了湟源县医院介入治疗领域
的空白；投入了1300万元购置64排螺旋
CT及相关辅助设施，两年多来服务8万余

名患者。目前，该医院已建有16个省市级
重点学科，在全省县级医院中位列第一。

【镜头三】湟源县城关第一小学：教育
帮扶点亮希望

“我们与南京市夫子庙小学、六合区
双语小学建立结对关系，41 名教师与南
京 21 名优秀教师结成帮扶同伴圈，随时
开展线上指导与探究。”湟源县城关第一
小学校长薛忠介绍。依托东西部协作教
育帮扶机制，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捐
赠了1152套校服，150名贫困学生家庭得
到资助，215 名民族团结好少年获表彰，
88 名学生赴南京研学，15 名教师到南京
跟岗学习，学校还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称号。

【镜头一】阳坡银铜器：敲出来的致富路
湟中区阳坡村银铜器加工产业园里，

手艺人朱富栋正在专注地錾刻一顶佛冠：
“我干这行10多年了，像这样一个佛冠大
概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每个月凭手艺能
挣 8000 元。”合作社负责人韩发啟回忆，
当年做村委书记时，发现全村450户中有
125户从事银铜器制作，便推动产业园建
设。如今园区年销售额超500万元，带动
150余人就业，厨娘王雪风利用空闲时间
学习掐丝工艺：“技多不压身，除了做饭，
我就扎在作坊里学手艺。”

【镜头二】大通非遗工坊：让“指尖技

艺”变“指尖经济”
“我们不仅教针法，还教设计、直播卖

货！”工坊生产管理负责人杨秀清介绍。
今年 53 岁的绣娘李世莲便是受益者之
一，从零基础学徒到可以独立接订单，她
借助网络直播将绣品卖到上海、云南等
地。“一年来订单多的时候，能挣一万多
元。”李世莲说。“我们工坊已带动全县近
300 名妇女就业，年人均增收 5000 元，这
里也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杨秀清
表示。在工坊内，可以看到多元的刺绣产
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工坊还与江苏
苏绣名家合作，引入现代设计理念，将传

统纹样与时尚元素结合，开发出百余款文
创产品。

【镜头三】丹噶尔皮绣：传统技艺接轨
长三角审美

在湟源丹噶尔古城皮绣工作室，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冯海萍展示着精美的皮绣
作品：“这些文创品在央视元宵晚会上亮
过相呢！”2020 年以来，东西部协作投入
200万元助力皮绣产业，南京挂职干部帮
助产品入驻南京老门东“青海非遗馆”，打
通东部市场。“现在，我们将传统皮绣与长
三角审美融合，开发出 300 余款文创产
品，年销售额突破500万元，带动800余名
绣娘就业，其中35名是残疾人。”冯海萍
说道，工作室里专为残疾人开设的培训班
正在授课，20名学员专心学习基础针法。

7月的西宁，阳光洒在大通县斜沟

乡的山峦间，边麻沟花海的各色花卉

铺满山谷——这是西宁通过东西部协

作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自2016年以来，南京投入东西部

协作资金9.95亿元，与西宁一道谋划实

施产业帮扶、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就业帮扶等共计12大类247个项目。

在南京、西宁两地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下，南京市对口帮扶西宁市工作

组、西宁市农业农村局“集中力量办大

事”，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东

西部协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各类帮扶

项目落地见效。

从农文旅融合到非遗产业振兴，

从生态农业到劳务品牌打造，一幅产

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画卷正在湟水

之滨徐徐展开。

从湟源县人民医院崭新的门诊大楼
到城关第一小学的操场，东西部协作的暖
流正渗透进高原的每一个角落。医疗设
备的更新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
质诊疗服务，教育资源的共享为孩子们打
开看世界的窗，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
化，既是“民生清单”上的具体答卷，更是

宁宁协作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诠释。
当南京的市场遇上西宁的资源，当东

部的技术优势结合高原的特色产业，便产
生了“1+1>2”的化学反应。这些项目始
终紧扣“联农带农”核心：无论是民宿分
红、土地流转，还是技能培训、订单农业，
都让农民真正成为参与者和受益者。群

加鹿场的饲草订单、丹噶尔皮绣的非遗工
坊，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又让农户享受
产业链增值收益。尽管部分产业集群仍
面临创新能力不足、同质化竞争等挑战，
但带来的村容村貌蜕变、村民经营意识觉
醒表明：东西部协作不仅是经济项目的落
地，更是发展理念的传递、致富能力的提
升。当高原儿女手握产业发展的“金钥
匙”，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必将照进现实。

协作之笔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在协作现场触摸“共情”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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