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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教师陈维杰（右）和学生在一起

紫阳县千年茶乡展新颜

岚皋县特产走进常州“年货大集”

碧根果种植技术在岚皋县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徐蕾
本报通讯员 袁航 印骏杰 周

娴 图文报道

从中吴要辅到秦巴腹地，从
烟雨江南到“汉江画廊”，时光交
替间，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与陕
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岚皋县两省
三地对口帮扶工作已跨越7年的
山高水长。在各方党委、政府的
不懈努力下，三地加强互访交流、
深化产业合作、推进资源互补、拓
展消费渠道、强化区域联动、助力
乡村振兴，探索出了深化东西部
协作的“新”实践，奏响了协同发
展的“交响乐”。

谱写智力帮扶“进
行曲”

秋日午后，暖暖的阳光洒进
校园。在紫阳县紫阳中学高一
年级6班，支教教师陈维杰正给
学生讲解直线平行知识。

今年春节刚过，新北区奔牛
高级中学数学老师陈维杰向学
校提交了到紫阳县教育帮扶的

申请。而在这之前，她的丈夫冯
小强已在紫阳支教两年。

两年前，时任新北区安家中
学校长的冯小强得知区里将选
派一批高中教师赴紫阳县教育
帮扶后，积极响应号召。“我没有
后顾之忧，孩子已成年，妻子非
常支持我，作为共产党员，我有
责任作表率。”

作为紫阳中学支教校长，冯
小强深知自己的任务绝不仅仅
是支援学科教学，必须把苏南地
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和理念带到
紫阳。通过前期调研，他发现，
在这里，同年级各班教学进度不
尽相同。于是，他倡导集中备课
和智能教学，统一教学进度，同
时推行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两
项改革，推动师生共同进步和学
校全面发展。

今年2月，第一批帮扶结束
后，冯小强的妻子陈维杰也毫不
犹豫报了名。“这对夫妻能吃苦，
对孩子们上心，教育工作也很有
一套，当地的老师、学生都很喜
欢他们！”紫阳中学副校长张俊
评价道。

聚萤火为光，汇水滴成河。

近年来，新北区积极贯彻落实国
家关于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组
团式”帮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的文件精神，通过人员互动、技
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为
紫阳、岚皋两地送去医疗、教育、
科技之光。

新北区“碧根果皇后”何雅
萍推动碧根果种植技术在岚皋
县南宫山、官元、民主、石门等7
个镇12个村落地生根。截至目
前，岚皋县累计建成碧根果种植
园区 10 个，集中种植面积达
8000亩。

唱响产业帮扶“共
富曲”

日前，岚皋县职业教育中心
安康苏陕诚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示范基地一片热火朝
天，贴面照、焊电池、焊喇叭……

“工人们”有序忙碌着，公司负责
人石伟丰不时在旁指导。

诚铭电子是在苏陕协作背
景下发展起来的一家专业电子
元器件制造企业，公司现拥有电
子元器件制造产线30余条，具
备年产电子元器件 2200 万套
（件）的生产能力，是岚皋县目前
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

2023 年 9月，岚皋县职教
中心与诚铭电子开展校企合作，
通过把4条工厂生产线“1比1”
还原搬入校园、搬进课堂，打造

“劳动教育+职业体验”研学基
地。截至目前，生产线累计培养
专业技术人才1800余人，带动
稳岗就业1400余人，职教中心
毕业生薪资水平达到4500元以
上，探索出了一条苏陕协作产业
发展新路径。

以先发优势促后发赶超，在
新一轮苏陕协作中，新北区对口
帮扶岚皋县、紫阳县联络组始终
围绕当地所需和后方所能，坚持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
产业帮扶、劳务协作、社会帮扶、
招商引资等各个方面积极导入
资源，推动对口协作各项工作迈
上新台阶。

家住紫阳县城关镇河堤路

社区的庞小梅，通过毛绒玩具家
庭工坊“自立门户”，每天不用出
门就能把活干了，“2500元的月
收入，可以承担家里大部分开
销，加上丈夫外出打工的收入，
日子越过越红火”。

命运齿轮的转动与新北区
创新产业帮扶协作机制息息相
关。2017年，在新北区的倾力
支持下，紫阳县抢抓苏陕协作和
东部产业转移机遇，通过“园区
总部+新社区工厂+家庭工坊”
模式，大力发展毛绒玩具产业。
短短7年，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毛
绒玩具产业四大基地之一，带动
5万余人就业。

由“输血”到“造血”，贴合
当地消费电子、毛绒玩具、秦巴
医药、交通装备、现代物流等重
点产业链，7年来，新北区累计
投入苏陕协作资金14.27亿元，
支援帮扶当地产业项目634余
个，引导 52家苏籍企业在紫、
岚两地落户，带动当地群众稳
定增收。“新社区工厂”就业扶
贫模式被国家有关部门列为经
典扶贫案例；岚皋县联络组获
评 2023 年度苏陕协作工作突
出贡献集体。

奏响消费帮扶“乡
村振兴曲”

秋冬时节，叠翠流金，在紫
阳富硒茶重要产地焕古镇焕古
村茶叶种植基地，一垄垄茶树沿
着陡坡崖壁拾级而上，新铺设的
运输轨道在茶园里蜿蜒。正在
忙着茶园管护的茶农说，之前农
资肥料全要由人力背上山，自从
这几年有了轨道，种茶一下子就
省事了。

崇山峻岭矗立的紫阳县，
种茶历史已有 3000 多年。以
茶致富、以茶兴业，为进一步深
化消费帮扶，多年来，新北区累
计投入资金1.96亿元，在茶园
提质、工艺创新、产销衔接、茶
旅融合等方面与紫阳县当地携
手并进。

“借助苏陕协作资金，焕古
村打造了200亩数字化茶园。”

焕古镇党委书记孟庆国介绍，基
地茶叶从种植、管护，到采摘、生
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实现了智能
化、精细化。

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紫两地还合力打造农业产业
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建设富硒产
品体验区、展示馆、硒检测研究
院，帮助当地90余家茶企实施
生产线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开
发等项目，助力100余家茶企通
过食品生产许可认证。

产业“出圈”，文旅“破圈”。
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新、紫两
地以标准化生态茶园为基础，累
计投入500万元支持青中村“隐
居乡里·花婆婆民宿”综合配套
提升项目，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
客。

如今，紫阳全县茶园面积已
近26万亩，开发绿、白、红、黑及
调味茶等茶产品40余种，紫阳
富硒茶品牌价值达65亿元，带
动12万余户农户增收。

把“好山水”变“好风景”。7
年来，新北区在岚皋县农文旅消
费上同样给予鼎力支持，仅今年
实施的16个苏陕协作项目中，
旅游主导产业项目就占了6个，
申请苏陕协作资金2350万元。
同时，打通山货畅销路，新北区
累计采购和帮助销售岚皋县农
特产品1.05亿元。

今年6月，陕西省省级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紫阳
硒谷生态工业园区管委会与常
州滨江经济开发区签署“新紫红
盟 共建硒谷”产业园区共建结
对协议，意味着苏陕协作已从

“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协作”的
更高层面。

跨越千里结情缘，七载协作
成果丰，常州市新北区与安康市
紫阳县、岚皋县的对口协作将迈
入下一个“春天”！

——新北—紫阳、岚皋苏陕协作纪实

谱好三部曲，奏响协作“交响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