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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主导产业。

沪遵模式，东西部扶贫协作升级版

10 月 17 日是第五个国家扶贫日，上海浦东新区的源深体

育中心热闹非凡，2018 年上海市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

正在这里举办。上海对口帮扶的 7 个省区市 20 个地州市，送来

各自最有特色的产品。

这天上午，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也饶有兴致地在各个展位上参观。走到遵义市展区，李强书记

在摆放着遵义茶产品——“遵义红”和“遵义绿”的展台前流

连许久，他一边听展台工作人员介绍遵义茶的特色，一边连连

点头称赞。在李强书记身边介绍遵义产品的，是上海第二批援

黔干部、遵义市副市长李忠兴。这位地道的上海人，如今说起

遵义的产品、产业，如数家珍。

把遵义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做——这是沪遵扶贫协作模式

留给记者最深的印象。遵义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袁云超介

绍，沪遵对口扶贫帮扶5年来，除了完成中央布置的“规定动作”，

两地还通过充分的沟通，有效地完成了许多“自选动作”，使得“沪

遵模式”在全国的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展现出特别的活力和成效。

遵义市在 2017 年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中获得“好”档

次的第一名。2017 年，遵义市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5.33 万人，

318 个贫困村按国标脱贫摘帽，今年又新增四个脱贫摘帽县。

上海与遵义之间的扶贫协作，是灵活应用多种机制、政府

结合市场共同帮扶的成功实践，体现了精准扶贫的效率，收获

了明显的成效。

遵义市西北部的汇川区，有一个地方，从名称到环境都特

别像上海，这就是漕河泾遵义科创绿洲园区。没错，就是漕河泾，

与上海的漕河泾经济开发区同名，也同源。

季稼桦是从上海到遵义工作的第二批援黔干部，任遵义国

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区委常委、副

区长。2016 年初到时，季稼桦眼前的园区还是一片荒地。“我

们在板房里办公，用了 1 年多的时间，按照上海标准把园区建

设起来。”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管理，漕河泾遵义园区都完

全是“上海范儿”。

现在，漕河泾遵义园区已经有了 11.7 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

房，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已经完善。2017 年 10 月，园区

与世界 500 强联合利华战略合作伙伴——上海健士星生物研发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遵义漕河泾科创绿洲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投入土地、厂房，上海健士星生物研发科技有限公司

投入设备、技术、人才和研发资金的方式合资成立遵义茶溶天

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建“茶与健康草本精深加工及高端产

品制造基地”；2018 年 4 月，园区与中国 500 强光明（食品）

集团旗下公司——上海光明森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协

议，以同样的合资方式共建“工厂化食用菌生产基地”。

利用 500 强优质龙头企业的产业带动与影响，园区的发展

目标是形成产业链甚至是产业生态圈，最终达到自主经营权、

自主调控市场的改革。

尽管建成不过一年多时间，漕河泾遵义园区已签约及入驻

企业共 19 家，其中生产型企业 6 家，服务型企业 13 家，2017

年园区实现产值近 2 亿元，间接、直接解决就业约 500 人，其

中失地农民和贫困人口约 300 人。2018 年 1 月—5 月，园区实

现产值约 5.5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1000 个。

据介绍，国内知名的体检品牌瑞慈，将在漕河泾遵义园区

建设西南最大的体检中心，而这样的产业，与遵义市在打造黔

川渝结合部中心城市的规划中，建设“医疗康养中心”的目标

契合。

产业合作机制的创新、园区管理的创新、规划设计的创

新……漕河泾遵义园区既是社区建设的试验田，也是扶贫协作

方式的创新试验田。

遵义传统的农业产品品质高，但长期受困于“养在深闺

人不知”。就像遵义的茶，品质与西湖龙井可以并提，但品

牌知名度却很低。为了提高遵义茶品牌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在沪遵扶贫协作的平台之上，由遵义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牵

头，上海丰庄茶城“遵义馆”今年 4 月正式开馆。“遵义馆”

是遵义茶在上海的展示窗口，除了销售以外，还经常举办品鉴

会，向上海市民介绍遵义茶的特点。创新的资源整合方式，让

市场之力加入到遵义产品品牌的推广中，给遵义茶产业发展带

来新的机遇。

　　今年 8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欧青平说：

发展产业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