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自1979年中央提出并实施对口支援以来，金山区（县）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勇担历史责任，相继对西藏日喀则市（地区）、新疆阿克苏地区、云南普洱市（思

茅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援建干部把受援地区作为“第二故乡”，与当地干部

群众手拉手、肩并肩，为促进受援地区经济发展、保持边疆稳定和社会稳定，谱写

了历史新篇章，留下了一个个体现金山与受援之地深情厚谊的感人故事。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为了宣传援建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弘扬援建干部的精气神，更好地推进扶贫协

作工作，现将援建干部的口述文章择优予以选登，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参考。稿

件由中共金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本文刊登时，根据版面需要，对原口述材料作了删节）

走在对口
帮扶的路上 【口述前记】

宋杰，1976 年 10 月出生，现任金山工业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委员。2017 年 9 月至今，担任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委常

委、副县长。（由第十批援滇干部转为第十一批援滇干部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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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何止十八弯

1996 年，金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贯彻落实国家扶贫开发战略，开始了

沪滇帮扶协作对口支援云南省普洱

市。我的父亲就是第一批参与援滇的

志愿干部中的一员，常年奔走在沪滇

两地之间。妻子也于 2016年以上海医

疗专家志愿者的身份到普洱进行了为

期半年的智力帮扶。常被灌耳音，对

云南、对普洱，我早已有了一种莫名的

情怀，对云雾缭绕的神秘高山仿佛有

种失落已久的亲切。也是热血干部的

本心，也是不甘落后的倔强，有机会的

话我定要援滇，为西部地区贡献自己

的一份绵薄之力，践行一名党员报国

的热忱。终于，2017 年 9 月，听闻金山

区将挑选 3 名干部援滇，我主动请缨。

经过层层考核，可能也是组织上考虑

到我的岗位优势和受援地需求比较吻

合，最终从 20 余名志愿报名干部中选

中我成为金山区第十批援滇干部中的

一员。父亲和妻子都给予我很大的鼓

励，以各自的经验叮嘱我。家庭的支

持让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只是我可

能来不及回到上海陪伴正在念初二的

女儿参加中考。她平时和我最亲近，

现在一改常态爱搭不理，用漠不关心

的态度来表达怨气，却也并不吵闹，她

是怕我放心不下。赴滇出门时女儿什

么也没说，自顾回到房间里，也许这是

我们最好的告别方式。

终于如愿以偿，激动之余也有些忐

忑。因为我们这一批援滇同志将下沉

到县一级层面，之前的援滇干部都到

市一级履职，听说市县差别大，县里山

路更难走。没离开过平原地区，即将

面对的生活环境对我来说也会成为一

种挑战。

2750 公里，飞机辗转，又经过 7 个多小时山路的

蜿蜒颠簸。悬崖峭壁间的疾驰，让我一度不敢睁开眼

睛。进入了景东这座小山城终于松了一口气。一下

车，颠簸颤抖的心尚未平复，就又升起疑惑，对于一个

县来说城市建设并不差，怎么资料显示贫困程度这么

深呢？直到后来开展下乡调研，才发现这里比我阅读

资料时想象的更加贫困。

为了尽快熟悉景东情况，摸清景东家底，了解景

东急需什么，金山能做什么，我怎么样才能够发挥桥

梁作用，搭建金景协作平台，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里，跑遍了景东的 13 个乡（镇）和很多自然村。对于

习惯了平原地区的我来说，下乡坐车也是一项挑战。

景东以山区为主，乡镇分布广阔，山路何止十八弯，简

直全是弯，甚至有的弯道车辆直接转弯是转不过的，

进入弯道需要倒一次车才能通过。从县城到最远的

一个镇，路面崎岖凹凸不平，而且时常大雾弥漫，虽然

不到百公里，但是需要 5 个多小时的车程，在此之前

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这也让我理解了全县资

源集中县城发展的原因。到乡镇尚且不易，到村、组

更加困难，有的入户路面在雨天即便单人驾驶摩托车

也要小心翼翼。透过车窗外看着村民挥着锄头在几

乎笔直的山坡上，顶着高原的紫外线耕作却只有微薄

的收入。想尽一切办法、用尽全力为景东脱贫攻坚贡

献自己一份力量的决心更加坚定更加迫切，也倍感压

力！两年，我能做什么？我能做多少？！

在对景东有了较为详细实的分析之后，我开始规

划帮扶工作思路：一是要硬件和软件相结合，既要有

保障性的措施稳定根本，开发性的举措激发“造血功

能”，实现良性裂变，又要有文教卫的拓展，以转变观

念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长期和短期相结合，既要有

长远的发展规划又要着力解决眼前急需的现实问题，

并且在处理眼前问题的同时做好长期考虑以免留下

可预见性隐患。毕竟很多同样的路较发达地区也走

过，有很多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秉持着东部的思维，

以东部的发展史来对待景东的脱贫攻坚，是我所践行

的思路。但因为沪滇两地的工作习惯、处事思维的差

异，在开始学习、磨合的时候也时常会出现不协调的

地方。

在云南各地州中午一般是有 3 个小时休息时间

的，很多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我对此还没有完全适

应且着急工作，时常中午想到问题了就立刻拿起电话

打过去，听到对方话语惺忪，才反应过来，不好意思地

一阵道歉。云南酒文化浓厚，民族地区喝酒的氛围更

甚，即便偏僻的山村也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自烤酒

（自家用粮食酿造的蒸馏酒）。无论早晚，到了农户家

里，泡杯茶、倒杯酒是最基本的待客礼仪。开始聊天

之前一定要客气地给客人倒上一杯，即便推辞几个来

回，主人家也都要先忙活着去洗杯子，再拒绝就有些

不近人情了。如果杯子不够，几个人共用一个杯子也

是常有的事。每人一口轮流着，喝完之后特意用手在

自己嘴唇碰到的杯沿一抹，表示已经擦干净了，然后

满脸笑容憨厚热情地递过来。这对于不会喝酒的我

来说在接与不接之间又多了一重考量，最终也只能边

解释工作纪律并且说自己也不会喝酒，边接过来抿一

下嘴唇。即便是这样地表示一下，对方也会感到很开

心，觉得给到了面子，认为这是“自己人”，可以谈。

淳朴的民风也是性情之所在，好谈的事要喝一点

助兴，不好谈的事更要喝一点破冰，所以一般村里支

书、主任都是好酒量。越难开展的村民工作越要慢慢

坐下来喝几杯，酒一倒一喝，毋庸多言，气氛就已经缓

和。村民间牲口、粮食之类的交易在价格谈不拢时也

是一样，喝一点更容易达成共识。不止山村，城镇里

也是一样。酒是重要的业余生活的媒介，每日凌晨依

旧热闹的烧烤摊也让我理解了午休的必要性。后来

在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工作中，我发现有酒精依赖性患

者，才了解到很多人喝酒不知节制，特别是单身贫困

人群。这是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重难点，也引起了我

对景东医疗事业的关注。

我多次到县里两家公立医院、乡镇医

院、村卫生室走访，倾听院方的诉求，了

解到县里总体诊疗技能不高、医疗设施

设备缺乏，有的电子仪器虽然配备，但医

务人员不会熟练使用，导致资源闲置；乡

镇卫生院连不间断电源设备都没有，又

经常停电，需要冷藏的药品难以保障使

用；很多村卫生室房屋简陋甚至漏雨，让

我阵阵揪心。从此下乡走访，村卫生室

成了我必到的点之一。晚上空暇时，在

和家人的视频电话中，我向身为医生的

妻子寻求帮助。在妻子的鼎力支持沟通

协调下，争取到了金山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等几家医疗机构和景东主要医疗机构

结对共建，探索长期双向带教，搭建起了

金山和景东医疗帮扶的桥梁。后来又在

县中医院授牌设点，成立上海专家门诊

聘请医疗专家长期坐诊。

改变往往是受到现实的刺激，以思想

重心的转变影响行为的改变。女儿的成

绩总在下滑，在一段时间里成了我的心

病。也刚好前一阶段帮扶项目告一段

落，我对景东的教育有了更多的关注。

扶贫扶智，教育为先。阻绝“贫二代穷三

代”，孩子的教育是关键，学校也列入了

我下乡时一个必到的点位。

有一天正午，我准备离开县一

中时，偶然看到一排排女生蹲在宿

舍楼前的院子里对着自来水龙头洗

头，空地上有几个已经洗完头发的

女孩子在对着太阳甩头发，颇有些

佤族风情。一问才知，这已是常态，

无论秋冬。学校里的浴室还在用着

老式锅炉，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同

时还有一些从大山里拼命学习考到

县一中的学生，因为家庭困难舍不

得几块钱的公共洗浴。这让我感到

一阵心酸。女孩子不注意的话比较

容易落下病根，有的孩子是知道的，

却还是这么做。如果是我女儿这样

子，我一定会训斥她不懂事。一个

工作人员还告诉我十余年前他在这

里上学时的一些景象，那时候就已

经是这个样子。只是那时有的女同

学懂，有的不懂。住校生都是乡镇

里考上来的，即便懂的也是比较懵

懂。现在的孩子认知上应该是知道

的，只是行为上不在意。现在老的

男生宿舍楼拆了一部分，没拆的也

把水管管道改到楼内了，要在以前，

男生宿舍楼前都是小短裤，每天下

午老远都能听到嬉笑打闹声和整盆水一

下倒出的哗啦声。

我和有关干部、相关部门沟通，也时

常会跟上海的老朋友讲起我在县一中看

到的这道“亮丽风景线”，并以此来“化

缘”。县里如此，乡村学校又会是一幅怎

样的景象？我计划了一下行程，又驰往

了乡村道路。

“上海大白兔又来了！”一个稚嫩的

声音从身后传来。我一回头，那孩子就

羞怯地跑开，躲到土墙后又探出头露着

稀疏的牙齿止不住地笑着。我不记得

她，看样子她是记得我了。我掏出随身

携带的大白兔奶糖——这是我走村入户

的必带装备，也是一次偶然，我发现不少

农户家中没有太多给孩子的零食。村里

的孩子与生人接触较少，很多孩子见到

生人就躲到大人身后不敢说话，这时候

糖果就成了我和孩子破冰的“秘密武

器”。听到孩子说话，大人从家里出来，

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家里坐坐。“还有工

作”，我们也就笑着推辞掉。很多村民，

根本没见过面，只是照面走来时向他问

个路，他也会邀请你到家里坐。这是景

东的民风，也是时常令我感动的一幕。

在走访中，有的农户家里没有太阳能

热水器，孩子不论在学校还是周末回到

家都无法及时洗个热水澡。有的孩子因

家庭变故不得已辍学，本已能看到光明

的未来，却又要再走回大山。有的家庭

屋里灯光也是昏暗的。让我印象最深的

是漫湾镇乖巧懂事的姐妹俩，虽然都还

只上小学，堂屋外的奖状已贴了小半面

墙，但两个孩子都已经戴上了眼镜，这些

奖状是用孩子的视力和努力换取的。为

了走出大山，这样努力的孩子不在少

数。欣慰的同时也让我担忧，没有基本

的硬件保障，孩子们为成绩付出的代价

未免太过沉重。难道一定要经历更多风

雨才能彰显成功的伟大？阻碍大山深处

优秀贫寒学子健康成长的也许只是一盏

台灯，在城市里这是想象不到的。

最终，在县里的协调、争取下，学校

的基本设施在不断完善，村里的小学按

人数和用水量来算，平均每人每星期是

能够在学校里洗上两次热水澡的。上海

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精灵家园、萤火虫

公益助学团等在沪的众多公益团体、社

会组织、爱心人士也通过捐资捐物、结对

助学等方式加入到帮助景东学子的行列

中，同时定期联系给孩子一些心理疏导

和生活指导。

扶贫的根本是发展，树木的参天蔽日是因为

不断吸收养分自我茁壮，而不是靠尘土的堆积而

垒高根部。景东脱贫的硬件问题，一个是基础设

施落后，一个是工业羸弱，产业带动不足。在帮

扶项目侧重于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扶植龙头企业

后，我来景东也已半年有余。对景东有了更全面

的了解，对工作也有了更深的感悟。针对景东工

业产业滞后的现状，我利用在金山工业区管理企

业的岗位优势以及积攒的企业资源，开始努力不

断邀请企业到景东实地考察。我以为，只要引进

资金、技术，结合景东资源禀赋，发展景东第二产

业带动本地经济，扶持特色农产业拓展深加工，

就能一定程度上解决景东问题。后来发现是我

想的太简单了。一年间，经过各方寻觅不断协

调，我先后争取到近 10批 50余人次工商联、青创

联等企业代表到景东实地考察核桃等支柱产业

加工销售，但都无果。

由于地处三州市交界、与上级行政单位相距

较远等地理历史原因，景东长期相对较为封闭。

不少企业家都认可景东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但

努力争取了那么多资源又都无果，我有深深的挫

败感，这种感觉又促使我继续想办法。援滇是我

努力争取的，还没有想尽办法用尽全力，如果辜

负组织交托的使命，会让我留有遗憾。我放弃了

与家人的陪伴，放下了对家庭的责任，我不能一

事无成。毕竟目标是明确的，只有产业支撑让群

众增产创收充实了“钱袋子”，才能保证脱贫质

量、稳固脱贫成效。脱贫攻坚不能只是不断的投

入资金，打造当地的“造血工厂”实现良性循环才

是真正的脱贫发展。在短暂的调整之后，我静心

反思，景东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交通基础设施差，

但自然资源得到了良好保护，只要使用得当，劣

势也可以转变为优势。一味地引进企业资源，契

合度不高，龙头企业带动力不足，如果化整为零，

针对最末端进行建设，能够降低风险，鸡蛋多放

几个篮子，或许更加可行。

在之后的下乡调研走村入户过程中，我更加

事事留心事事关心，发现景东的农户家中除了种

植核桃、玉米等农作物以外，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茶树，而且或多或少的有百年古树零星散落，不

少村集体都有成片的茶园处于半荒状态，这些都

是不撒农药化肥的。普洱地区以茶产业闻名，多

县都有名山名茶，景东的气候等自然条件与周边

县相差不大，茶叶种植面积广，茶产资源丰富，为

什么市场上却几乎没有听到过“景东茶”？

我开始查阅资料并向有关单位部门咨询。

唐朝时期，樊绰受命调查云南情况，写下《蛮

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可见在唐南诏

国时期景东茶产业曾盛极一时。从景东农科

局、茶特局等有关单位了解到，景东统计在册的

茶地有 23.6 万亩。由于景东茶价低迷，茶叶采

摘人工成本高，茶叶炒制加工技术差，加工设施

设备缺乏，导致市场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售价

低廉利润率低，因此很多茶园都无人管理甚至

无人采摘，自然荒废。那么，有偿给懂技术有销

渠又缺资金的制茶人提供基础的炒制设备，先

把各乡镇茶地盘活，增加村落收入，季节性缓解

乡村就业增加村民收入，再请龙头企业给致富

带头人提供技术、管理、经营经验，携手合作形

成供应链不是更好？

我开始和县领导汇报工作思路，得到认可后

又把各乡镇跑了个遍，发现乡镇意愿反响强烈，

有的乡镇干部都不用多想就兴奋地拉着我到合

适建设的项目点实地察看，如数家珍地给我介

绍。我松了口气，我知道，这次能成。

高原的紫外线让我的皮肤变得黝黑接地

气。有一次回上海，吃饭时拿着手机处理工作事

务，吃完饭开口说话，一位同桌人惊讶地盯着我：

“侬丝桑海宁？”对，我是上海人，我也是景东人，

景东是我的第二故乡。

协调落实2019年12月引进上海企业土地选址

香菇大丰收

2

医院和学校

在贫困农户家做菜

帮助茶农打理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