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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湟中，草原铺展成绿毯，山风
裹挟着草香。在东西部协作工作组驻地
的公寓窗前，徐宁对着日历轻轻圈下一
个日期——距离第二批南京援青任期结
束，还有 20 天。桌案上的会议纪要摊开
着，“项目落地”“资金拨付”等字眼被红笔
圈点，墨迹仿佛渗进了心里。“越是倒计时，
越得攥紧拳头往前赶。”他指尖划过湟中地
图，每个乡镇的轮廓都熟稔如掌纹。

◆◆““湟中通湟中通””的上千个清晨的上千个清晨
“湟中通”是如何炼成的？答案就藏在

每个破晓的清晨里。
在玉拉草莓种植基地，大棚里的温度计

显示18℃，徐宁拨开叶片，查看新挂果的草
莓长势。“这批品种是江苏省农科院改良的，
耐低温性强，正好适配湟中的气候。”他顺手
摘下一片黄叶，动作熟练得像本地老农。这
样的清晨，在四年里重复了上千次。从发
改、商务、民政到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徐宁
的工作笔记本换了一本又一本，每本都记得
密密麻麻：“群加营区地下基础及平台建安
工程”“东花园村‘煤改电’项目”“鲁沙尔二
小录播教室建成了”……分管过的10余个
领域，让他成了同事口中的“湟中通”。

◆◆从从““输血输血””到到““共生共生””的乡村振兴密码的乡村振兴密码
在徐宁的办公桌上，他拿了两张地图：

一张栖霞区街道分布图，一张湟中区乡镇区
划图。红线将7个湟中乡镇与栖霞4个街道
连在一起，像一条条输血的血管。“四年间落
实的帮扶资金，变成了学校的新教学楼、卫

生院的 CT 机、村里的光伏路灯。”去年冬
天，徐宁特意去了上五庄镇，“农家馍馍”劳
务品牌就是从这里走向红火，他仍记得初
来乍到时，粗瓷碗里的馍馍带着麦香，“那
是湟中最实在的味道，就像这里的人。”四
年间，“阳坡铜银器加工”“农家馍馍”等劳
务品牌次第点亮，33场线上线下招聘会搭
起就业桥，1.16 万个岗位、256 名赴苏务工
者、1049名本地就业人员（含186名脱贫劳
动力），让东西部协作的暖意流进每个家
庭。

◆◆让金凤凰落满坡的引路人让金凤凰落满坡的引路人
“群加的星空，比南京亮多了。”站在云

上群加露营基地的观景台，徐宁望着远处
的山峦。藏语里意为“白凤凰落过的地
方”，如今真的迎来了“金凤凰”——南京团
队运营的营地，夏季日均接待游客超 500
人。

群加乡项目徐宁谋划了三年，三年谋一
剑，如今也到了“亮剑”的时候了。

这个谋划了三年的项目也曾让徐宁深
陷泥泞土路，但是也在峰回路转处见到了绝
美的风景。“当时就想，这么好的风光，得让
更多人看见。”于是，他带着南京文旅团队翻
山越岭，把南京的露营运营经验“搬”到高
原。如今，遗落的明珠已被更多的人看见。

44 座藏式木屋民宿错落有致地分布
着，木屋的外观保留着浓郁的藏族风格，精
美的雕花、艳丽的色彩，与周围的自然环境
相得益彰。如今的云上群加营地，已然成为
集休闲、娱乐、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胜
地，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的机会，也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动了
村民就业增收，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
机。

在群加学校的储藏室，整齐码放着江苏
捐赠的过冬棉衣。徐宁记得三年前那场捐
助活动，一个藏族小姑娘接过新书包时，眼
睛亮得像星星。“那天孩子们喝着热汤面，蒸
汽模糊了窗户。”他忽然明白，东西部协作的
意义，就藏在这些具体的温暖里。四年来，
陆续为750名学子提供“金秋助学金”和“栖
霞励志奖学金”。今年，南京慈善基金会更
是捐款300万元，筹建多巴镇清源学校学生
食堂，食堂共 2 层 854 平方米，可同时满足
352人同时就餐。

◆◆这是一份带着草莓香的这是一份带着草莓香的““成绩单成绩单””
“尝尝，这是西堡镇的酸奶。”徐宁指了

指旁边的果盘，鲜红的草莓散发着清香——
这是湟中西堡镇和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
限公司一起种出的“致富果”，这背后是企业
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与西堡镇资源优势、市
场优势的“强强联合”。

从夏季限定变成全年供应，东西部协作
为草莓蹚出了一条甜蜜的路。

“这是给家人的第一份成绩单。”徐宁笑
着说。他的行李箱里，已放好一本册子，原
来是湟中四季的风光，徐宁说，湟中的四年，
像是一场与天地的温柔相拥，他踏过湟水河
畔的晨光，也看过日月山巅的流云，这片土
地从不吝啬他的广阔，原来站在天地的尺度
里，个人的烦恼与焦虑不过是一缕尘埃，如
今回想过往，西宁的水，湟中的山，已经悄悄
撑开了他的心绪，西宁的四季他记下了。

在南京苏果超市的青海专柜，酸奶和草
莓成了热销品。“在南京新建有3个消费帮
扶实体店，累计实现销售额2863万元，湟中
农特产品接入江苏商超渠道，在苏果超市设
立5个青海产品消费帮扶专柜并实现稳定
运营，2024年实现销售额857万元。”徐宁翻
出手机里的照片，专柜前的顾客排着队，“这
是给栖霞乡亲的成绩单”。更让他骄傲的是

“东苗西育、西苗东输”的创新模式——输出
优质种苗80%销往江苏。

记者手记：“东西部协作 2.0，是让‘输
血’变‘造血’。”在徐宁的电脑里，存着下批
援青干部的交接清单，详细到每个项目的联
系人电话。他说，无论是做项目还是搭建平
台，一定要有走一步看三步的远见，要跳出
湟中看西宁，跳出西宁看青海。他想让更多
的湟中干部去栖霞考察，“不光是学经验，更
要搭长久的桥”。夕阳落在湟水河上，徐宁
又一次来到玉拉草莓基地，晚风拂过，叶片
沙沙作响。“四年了，这里的草莓熟了四季，
我也把心留在了这里。”他说这话时，远处的
山影渐渐模糊，仿佛与南京的紫金山连成了
一片。 （记者 王琼）

在那巍峨的青藏高原之巅，每一寸土地
都铭记着跨越千山万水的深情厚谊；而在悠
悠秦淮河畔，每一缕清风都似乎在低语着两
地携手并进的动人故事。

自2021年那个金秋时节，第二批南京援
青干部人才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与期望，毅然
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西宁的征途。

光阴如白驹过隙，当这批干部的工作期
满之际，回首往昔，“宁宁协作”的硕果已如繁
星点点，照亮了西宁高质量发展的璀璨之路。

优势互补优势互补 推动经济新发展推动经济新发展
青海绿色电力占比高，但光伏和风力发

电受自然制约，储能技术成为关键。
在西宁市湟源县，江苏羲源集团斥资 4

亿元打造的青海首个独立储能基地建设正
酣。项目建成将填补青海电网储能设施空
白，探索电网辅助设施建设新模式。

受益于“宁宁协作”靶向招商最合适的产
业，聚焦产业“四地”建设，立足西宁资源能源禀
赋，充分发挥南京、江苏及东部地区产业优势，
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帮扶县区为载体，围
绕绿色算力、新能源、光伏锂电等产业开展联合
招商引资，深化产业链协作，同步激活“双向赋
能”，先后引入天合光能、中复神鹰、江苏锂电等
一批投资百亿元以上光伏锂电龙头企业。

“宁宁协作”无时无刻地精准谋划着最需
要的项目。

坚持“市场运作+政府推进”模式，2021
年以来，累计投入6.66亿元帮扶资金，谋划实
施176 个东西部协作项目，确保资金精准滴
灌于产业链薄弱环节与高附加值领域。

大通东西部协作数字产业园、非遗产业、牦
牛全产业链开发，湟源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丹
噶尔古城文旅、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湟中西堡
生态奶牛基地、群加梅花鹿基地、云上群加露营
基地……一个个项目精彩亮相，构建了东西部
资源互补、产业共兴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走进西宁湟中区西堡镇的生态奶牛养殖
产业园，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宽敞牛舍里，戴
着智能耳环的奶牛悠然咀嚼草料，全自动挤奶
机高效运转，整个过程仅需12分钟。这里采
用先进粪污处理工艺，实现“牧草—奶牛—有
机肥—牧草”生态循环，还通过屋顶分布式光伏
发电和清洁能源供暖项目，让牛棚恒温恒湿。

该基地总投资1.2亿元，其中东西部协作
帮扶资金达5420万元，是青海投资体量最大
的东西部协作产业项目，也是全省规模最大
的现代化单体奶牛养殖项目。从牧草种植到
奶制品加工销售，一条完整产业链初步形
成。西堡镇因独特海拔和气候条件，成为发
展奶牛养殖产业的理想之地。奶牛场通过多
种方式带动周边众多农户就业增收。

科技赋能科技赋能 激活产业新引擎激活产业新引擎
在“宁宁协作”的宏大画卷中，科技作为

核心驱动力，正以磅礴之势重塑西宁的产业
格局。从特色农牧业到新兴食品加工，一系
列创新举措与成果转化，让西宁在产业升级
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西宁市湟中区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在
农牧业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而“宁宁协作”
的深度融入，为其发展注入了科技活水。

在湟中区玉拉村草莓脱毒育苗中心，技
术员胡文海一边为新培育的草莓苗浇水，一
边向记者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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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凭借高原冷凉气候的独特优势，西宁
成为草莓育苗的理想之地，逐步打造成为西北最
大的草莓育苗基地。同时，夏季草莓种植的成
功实践，更是将亩均产值大幅提升至8万元以
上。这一成果不仅丰富了市场供应，更让草莓
产业成为西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增长点。

引进南京泽朗集团万吨有机纳米超级食
品项目，开创了“东部科技+全省订单生产+
西宁加工+海外销售”的产业协作新模式，实
现了科技、生产、加工与市场的无缝对接。在

农业农村部主办的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上，该项目作为青海省唯一农业项目在广西
百色签约，充分彰显了其创新价值与市场潜
力。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为西宁的食品加
工产业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搭建了桥梁。

“宁宁协作”下的科技赋能，让西宁的产
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从传统农牧业的转型升
级，到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一系列生动实例
充分证明了“南京所能+西宁所需”“南京研
发+西宁转化”模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人才赋能人才赋能 发展动力源源不断发展动力源源不断
为充分发挥东西部协作干部人才作用，

根据“给位压责、强化担当、人岗相适”要求，
西宁市对县处级东西部协作挂职干部安排担
任县（区）委副书记、副县（区）长职务。对乡
科级挂职人才安排担任市局副局长等职务，
参与重点项目工程和中心工作，助力提高挂
职干部工作实践能力。

明确分工、充分信任、赋予实职、大胆使用，
西宁市为挂职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广阔平台。

2021年，来自南京六合区的翟龙被安排
到湟源县任职，分管发改、文旅、农业等部门，
在翟龙的推荐下，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黄明团队
将目光锁定湟源县特有农产品——马牙蚕豆，
研发出“水煮蚕豆”“软化蚕豆皮”等食品，延长
产业链，让小蚕豆走出大西北、销往全国。

西宁着眼人才队伍建设需求，探索“组团
式”引才模式，从南京累计引进10名全职教
育教学、医疗卫生、绿色算力领域人才“组团
式”来宁开展为期1—3年的指导服务，通过

“以才引才”方式引进植物培育领域院士团队
1个。打造柔性引才模式，开展“南京百名专
家百名博士百名企业家进西宁行动”，引进
40名南京医疗卫生专家、40名南京农文旅专
家、30名南京国企经营管理人才进行指导服
务，为西宁发展汇智赋能。

制定实施相关措施，做到政治上关怀、工
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定期走访慰问，为南
京干部人才开通就医“绿色通道”，改善居住
及办公环境，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对挂职期
满干部人才颁发“西宁有突出贡献人才”奖
牌，提高南京干部归属感。

“对于我们援青干部来说，这4年的心路
历程可以用9个字来概括：看见光、成为光、
汇聚光。”南京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组长、西
宁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博的话语平实而坚定，

“协作资金是固定的，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但
我们要做的就是凝聚每一份力量，给西宁的
群众带来他们切实所需的帮助。一年一年做
下去，一任一任接力做。”

民生保障民生保障 幸福指数节节攀升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在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西宁‘心

连心’高原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援助项目”铜牌
格外醒目。

高寒缺氧使这里儿童先心病发病率远高
于平原地区，该项目为无数家庭带来希望。
医院医务科负责“心连心”项目的张永丽回
忆，曾有个出生仅28天的宝宝情况紧急，他
们第一时间联系南京市儿童医院专家，4 天
将孩子送到南京手术，住院照护69天，费用

基本由项目解决。
如今孩子已康复，全家激动感激。该项

目3年来免费成功救助119名患儿，成为得民
心顺民意的德政工程。

通过深化医疗“组团式”帮扶，争取选派
2 名医疗专家赴西宁市中医院担任院长、副
院长，建设苏青儿童缺陷协同技术中心、江苏
名医流动工作站，实施“宁杏学堂”等协作项
目，累计培训基层医疗卫生人才5000余名。

走进西宁市青藏铁路花园学校，校园宁
静优美。西宁市与南京市紧密合作，秉持“西
宁所需、南京所能”理念，共筑“宁宁模式”。
南京市两批 4 名教育领域精英在此挂任校
长、副校长，展开为期三年深度帮扶，注入强
大“南京力量”。第二批南京教育援宁团队挂
任后，提出在“砺远教育”文化体系下，营造

“学为中心，人人可为，人人愿为”校园生态，
从四个维度精细管理匹配。学生周润祥说，
借助宁宁协作，有更多机会聆听南京老师授
课或直播连线，课堂更有趣高效，实现了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如今，第二批南京援青干部工作期满，但
“宁宁协作”的脚步不会停歇。他们留下的不
仅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果，更是一种
勇于担当、开拓创新的精神财富。在未来的
日子里，“宁宁”两地将继续携手前行，在科技
产业、特色农业、文旅融合、民生保障等领域
深化合作，共同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让山海
之间的深情厚谊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记者 张弘靓）

跨越山海跨越山海 情系高原情系高原

宁宁携手，山海情深共前行
——“宁宁协作”第二批援青干部工作期满综述

湟中四年湟中四年：：见闻见闻于心于心，，山河入怀山河入怀
——记南京市东西部协作挂职干部、湟中区委副书记、副区长 徐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