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帮扶撬动发展新动能

“组团式”帮扶打造医疗新高地

特色产业打造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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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政府提供有组织劳务输出的机会，目前
我和妻子在福建泉州通达集团务工，一个月能存
11000元。”海原县海城镇高台村村民马得生说。今
年该县组织 45名劳务经纪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负
责人赴福建访企拓岗，挖掘岗位 2000余个。海原人
社部门“点对点”有组织地向福建泉州通达集团输
送手机壳制造工1206人。

今年 8月，海原县考察团先后深入漳州天福茶
业有限公司、福建紫山集团有限公司、厦门鸿绮实
业有限公司等 20家福建省重点企业访企拓岗，有效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在这次劳务协作考察
过程中，我们公司与福建省两家公司签订协议，目
前已组织 80余名乡亲到福建省务工。”宁夏海原凯
蓉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米志忠说。

为有效促进海原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海原
援宁工作组协调海原县人社部门与厦门市人社部
门签订劳务协议，建立就业输出基地，全方位提供
用工信息、政策咨询等服务。建立县、乡、村三级就
业创业服务体系，累计培育劳务经纪人 1002名，培
育劳务中介组织 23家。建立海原县驻福建省漳浦
县劳务服务中心，开展“点对点”劳务输出，帮助农
村劳动力赴闽就业。

2022年，海原通过包车、乘机等“点对点”向福
建输送务工人员 572人，福建省共为海原县 184名
脱贫劳动力兑付交通跨省就业补贴 176.4 万元；
2023年，海原通过包车、乘机等方式向福建输送务
工人员 908人；通过访企拓岗、举办闽宁协作专场招
聘会、线上直播带岗、“点对点”输送等方式，今年已
累计向福建输送海原籍务工人员 1510人，其中“点
对点”输送1335人，同比增长185.26%。

科技人员、挂职干部、援宁医生、援宁教师、闽商……年复
一年，一批接着一批向海原县会聚。从 2016年福建省漳州市漳
浦县对口帮扶海原县以来，8年没有间断，漳海两地合作日益密
切、感情更加深厚。仅今年两地就开展互访交流、考察学习、招
商引资等活动 23批次 200余人次。山海起新潮，闽宁情更浓。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海原县在闽宁协作大背景下，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舞台上，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海原：深化闽宁协作 共享山海荣光

自福建省漳州市对口帮扶海原县以来，两地加强合作，以“漳州所能”补“海原所需”，
在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帮扶、“组团式”医疗帮扶、教育帮扶、“点对点”劳务输出方面竭尽
所能，有力推动海原县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教育医疗、农产品外销、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快
发展，成为闽宁对口协作向基层延伸的生动样板。

走进海原县闽宁科技园，一件件手工制作的服装、
刺绣品远销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订单的棉衣正在加
点排班生产。该县依托闽宁协作，筹资 1.47亿元建立闽
宁科技园，先后引入海原县闽宁纺织制品有限公司、海
原县闽宁电脑刺绣有限公司、海原县卡立方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等 7家企业落户园区，提供 800多个岗位，每年劳
务收入 2800余万元。在全县建成纺织扶贫车间 16个，
解决妇女就业1000余人，人均月工资3000多元。

今年，该县又投入闽宁资金 2600万元，建成投用闽
宁科技园南区项目二期工程，提高产业发展承载力。
截至目前，闽宁科技园累计实现产值 3.51 亿元。“闽
宁科技园建成投产，实现了海原县规模化轻工业从
无到有，加速单一产业向产业链转型升级。等南区
项目全部建成后，入园企业将达 15 到 20家，就业岗位
达到 2000余个。”福建省挂职干部、海原县工信和商务
局副局长陈阅锋说。

走进海原县闽宁协作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明媚的
阳光照进火龙果种植大棚，嫩绿的火龙果枝条茁壮生
长。该产业园总投资 1667.8万元，已建成大棚 85座，规
划自主采摘区、花卉观光区、露天烧烤及休闲垂钓区、功
能育苗区、试验种植区五大区域。引进 5家生产主体，

从事“南果北种”、中药材、花卉种植，每年带动 300人就
业，人均年收入 5万元。“将把该基地打造成为优势特色
产业引领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区、现代农业核心示
范区，助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福建省挂职干部、海原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沈茂芬介绍。

自 2022 年在海原推广闽宁对口帮扶菌菇项目以
来，建成闽宁百草园菌菇种植示范基地和七营镇张堡村
菌菇基地，先后邀请福建菌菇种植专家为当地培训种植
户 20期 1577余人次，利用农户肉牛“出户入园”，牛舍改
菌棚 296户，种植户已由三河镇、西安镇扩大到高崖乡、
七营镇、贾塘乡等 9个乡镇。目前海原县菌菇种植户约
701户次，总补贴棒数约300万棒，累计投入闽宁资金2736
万元。菌菇种植总收入达783万余元，户均收入1.1万元。

今年以来，海原援宁工作组优选 29个帮扶项目，主
要聚焦“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闽宁示范村创建、做强
一产做优二产等方面，投入闽宁资金 8600万元，助力海
原打造新型产业链，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县域经济
实现新突破。同时，工作组立足海原县“一主四特”产业
发展，引进闽籍企业中卫奋杞食品有限公司、宁夏鑫焱
食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助力枸杞、肉牛等产业
延链、补链、拓链。

去年 4月 14日，海原县“一主四特”产业推介会暨项
目签约仪式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4个，签约金额 1.14亿元。今年，闽宁帮扶工作组组织
海原县企业、合作社参加区域性、全国性农产品博览会，
在福建省漳浦县举办宁夏“六特”暨海原县农特产品产
销对接会等活动，现场零售和签约金额达 3178 万元。

“借着闽宁协作这个平台，加深和漳州市企业的产业合
作，以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宁夏艺桓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丁晓龙说。

海原援宁工作组还组织海原县企业、合作社的农产
品申请进入国家消费帮扶库 832平台，在漳州市开设海
原县特色产品展示展销门店 2家，今年累计销售农特产
品 1500万元以上。持续壮大海原县电商企业 46家，优
化升级 10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先后举办网上年货节、
双品网购节等 6 场助农直播展销活动，销售额达 300
余万元。截至今年 10月，全县农特产品线上销售额达
1.3亿元。

漳州市漳浦县 15个村与海原县 15个村，漳浦县工
商联、漳浦县总商会、漳浦县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漳浦

县深土商会、漳浦县长桥商会等 16家社会组织与关桥
乡王湾村、高崖乡高湾村、西安镇付套村、李旺镇韩府
村、曹洼乡曹洼村等 8个村，漳州富洋皮业有限公司、福
建利源达工贸有限公司、漳浦县鹏盛石材工艺制造有限
公司等8家企业与高崖乡新民村、李旺镇团庄村、李俊乡
团结村等8个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两地商贸、电商物流等
交流日益频繁，助力海原好物走出宁夏，走向全国。

立足海原县农副产品品牌资源优势，漳浦县、海原
县积极拓展“特产馆+展会+工会+电商”等销售渠道，推
动消费帮扶产品进入福建省的机关、企业、社区、商超，
加强对接与推介，促进协作共赢、共同发展。截至目前
共销售海原县农特产品 1.79亿元，形成产地直销、“西货
东卖”消费帮扶模式。

“围绕消费协作全过程，依托海原县‘一主四特’产
品，升级产业链、畅通流通链、拓展销售链、提升价值链，
打造全链条全过程消费帮扶模式。打通供应链条，逐步
形成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联动机制，汇聚强
大的消费帮扶合力，助力乡村振兴换挡提速。”福建省挂
职干部、海原县政府办副主任高聪伟说。

近年来，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帮扶下，海原县
人民医院先后实施了宁夏首例 NOSES 结直肠全切手
术、海原县第一例急诊脑动脉取栓治疗手术、海原县首
例ERCP手术、海原县首例小儿内镜上消化道异物取出
手术……截至目前，该院共派出 13批医疗队共计 70人
次到海原县开展医疗帮扶工作，累计诊疗患者 1万多人
次，开展手术近千台。

在闽宁医疗帮扶下，海原县人民医院先后开展经脐
单孔腹腔镜术、经尿道前列腺剜除术、腹腔镜下超低位
直肠癌根治术、双镜联合胃肠间质瘤切除微创手术等
35 项新技术及新业务，帮助多个学科实现零的突破。
接受 71名海原县医护人员赴厦门市“充电蓄能”，全方
位助力海原县医疗卫生事业“脱胎换骨”。

柔性引进北京市房山区人民医院心内介入团队建
立介导室，海原县人民医院开展心血管造影和取栓手
术 186 例；全面启用妇儿综合大楼，改善了儿科患者
就医环境和条件；争取闽宁资金 35 万元购置健康体
检系统，投入闽宁资金 250 万元用于高压氧舱建设，

投入闽宁资金 308 万元实施女性盆底康复及产后康
复中心、“亮睛”工程、糖尿病足病专科建设等惠民项目。

2022年 6月，厦门大学中山医院升级帮扶方式，开
展“组团式”帮扶，首批共有 11名专家进驻海原县人民
医院。今年 7月，张丹彤作为该院第 7批对口帮扶海原
县医疗队队长，带领帮扶团队健全胸痛中心、危重新生
儿救治中心等六大中心建设，补齐肝胆外科、儿科、骨科
等重点专科短板。“张院长积极引进厦门大学中山医院
的血透、妇产科、胃肠外科、甲状腺、ERCP等方面的专
家来院开展疑难手术，临床医疗水平再上新台阶。”海原
县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刘小明说。

截至今年 10 月，海原县人民医院门急诊接待量
同比增长 13.5%，病床使用率同比提高 8.6%，住院人
数同比增长 22.8%，医院总收入同比增长 22.85%。“从
手术到科研，从救治患者到提升诊疗水平，帮扶专家把
海原县当作自己的家。通过‘组团式’医疗帮扶，为海原
县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让好医术扎根海原
县。”张丹彤说。

11月 4日至 6日，海原县第一中学校长岳海伟
带领海原县高中教研团队走进漳浦第一中学，开展
为期 3天的研修培训。“通过构建联合教学教研共同
体，我们的老师有机会走出去，到漳州市知名学校
跟岗交流学习，不仅拓宽了老师们的视野，也提升
了他们的教学水平。”岳海伟说。

2022年 7月，漳州市高新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
罗伟强到海原县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教育帮扶，先后
有 17名帮扶人才精准帮带 58名年轻教师，共培养
出 50名“双师型”教师。组织骨干教师和学生 91人
次赴福建省学习、交流、访学，全面推动专业体系、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形成可持续发
展的人才培养路径。

以海原县第一中学、海原县兴海中学、海原县
职业技术学校为对外交流窗口，与福建省知名学校
构建联合教学教研共同体，双方密切合作、资源共
享，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帮扶组教师深入解读‘三
新’改革，研磨课堂教学，辅导我校青年教师参加各
类比赛，共获区、市、县各级奖项168个，获奖人数 221
人次，实现了区级及以上奖项零的突破。”海原县兴
海中学党支部书记常永宁说。

2023 年至今，漳州市先后投入闽宁资金 1550
万元，新建三河镇中学学生公寓楼、海原县闽宁
教学楼、对移民村校舍进行维修；投入闽宁协
作专项资金近 200 万元采购电脑、直饮机、路
灯、防寒服等捐赠给多所学校，受益学生 8 万
人；投入闽宁资金 201 万元，慰问海原教育发展
突出贡献团队，资助中高考成绩优秀的困难学生；投入闽宁资
金100万元，安排帮扶学校青年优秀教师赴漳州、银川等地交流
学习6批42人次……

2023 年以来，漳州市先后选派 47 名专技人才，开展支
教、支医、支农等帮扶工作，并围绕基层党建、乡村振兴、产业培
育、劳务协作等方面开展“一旬一下乡”等活动，充分发挥干部
人才才智，不断提升帮扶质效。“我们坚持把闽宁协作干部人才
交流作为引才、育才、用才、留才重要举措，分期分批互派干部
和专技人才双向交流挂职锻炼，只为海原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优
秀管理团队，培养一批优秀骨干教师，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
上台阶。”高聪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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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闽宁示范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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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县高中教研团队赴福建漳浦第一中学考察学习。

女工在制作服装。

菌菇丰收。

海原县闽宁科技园。

三河镇闽宁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三河镇闽宁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