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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离上海的边疆民族地区，在

那些援外的日子里，每每夜深人静的
时候⋯⋯

远行的孩子对父母有写不尽的牵挂
父亲：都说“父母在，不远行！”扛起

行囊出发的那天，我最愧疚的就是很长

一段时间不能陪伴在您和母亲身边。您
吃苦耐劳、不计得失，本该安享晚年了，

却要替我承担起照顾小家的责任。您说，

“放心去吧，家里有我。”父亲，您也放心，
儿子一定能用这三年光阴，写出人生浓

墨重彩的一笔，不负您的期望⋯⋯

满怀思念的女儿，这封信写给正在远
方的爸爸

亲爱的老爸：在去青海果洛之前，

你让我听妈妈的话、照顾好自己。我会

的！可我真的很想你！我想爸爸肯定也

和我一起在想念。老爸，上次我来青海，
就是想看看你、看看果洛。一下飞机，我

故意戴着墨镜，躲在人群最后面。你一
眼就认出我来了，笑眯眯的，还是老样

子。不，你的头发变白了，背脊也有些佝
偻了。青海三年，怕是相当于上海十年。

我心疼你，爸爸！爸爸，注意身体，注意

防晒。我快高三了，我会努力的。

    周融江，老一辈冶金人、媒体宣

传的“老法师”，因为割舍不去年轻时
未能达成的为国戍边的梦想，在古稀

之年参加上海“银龄行动”志愿服务

计划，重新拿起采访本和钢笔，带着积

累了大半辈子的工作经验来到喀什，
为脱贫攻坚事业贡献力量。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楚县，挂职县
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上海援疆干部周

康，不仅全程参与建立巴楚县法院涉
农涉贫诉讼绿色通道，还担负起英吾

斯塘乡留香瓜种植试点基地的运作，

用一个个拼搏奋战的闪光点构筑起自
己的“扶贫人生”。干了一辈子工作，老

周深知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的艰巨性，
所以在父子二人相处的时候，老周说

的最多的就是“年轻人不要怕吃苦，人
生贵在坚持。”而在周康工作日志记录

本的扉页上，有着这样一段文字，“沿
着你的梦想，长大后我也成了你，薪火

相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中国脱贫攻
坚硬仗的胜利，渐行渐近，我们奔跑在

追梦的道路上，永不放弃。”
除了父子兵，金山区连续 23年帮

扶云南普洱市，也让彝乡大地流传着
“一家两代三口沪滇情”的感人故事。主

人公宋杰，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他“宋

（送）小康”。他的父亲是金山撤县建区
后第一任区协作办（现区政府合作交流

办）主任，当年奔走沪滇两地推进帮扶
工作。他的爱人曾以上海医疗专家志愿

者身份在普洱市人民医院进行为期半
年的医疗帮扶，协助创建了普洱市人民

医院全科医学科。在父亲和妻子支持

下，2017年 9月，宋杰主动申请援滇如
愿成行，成为家中援滇的小字辈。在

2019年援滇干部批次轮换中，宋杰又
主动申请留下继续援滇，力争带领更多

的普洱人民一起步入小康生活。

    “我想像过自己会做很多事，但从

未想到有一天会卖菜！”说这句话的，
是被贵州遵义道真县干部群众交口称

道的大上海来的“卖菜书记”，来自杨
浦的第二批援黔干部、挂职道真县委

副书记周灵。这不是调侃，而是赞许！

三年援黔，周灵从围着群众“转”，
到做给群众“看”，再带着群众“干”，自

己从“五谷不分”干成了“果蔬专家”。
为了供货永辉超市，他往返重庆十余

次，电话一打几十个；为了学习门道，

他带着乡镇干部凌晨三四点蹲点上海
农产品批发市场，向菜商讨教产销对

接和蔬菜保鲜的经验；为了把菜卖出
好价钱，他让乡民从种什么菜卖什么

菜，到市场需要什么菜就种什么菜。他
用创业者的“较劲”，“左手升级产业模

式，右手挖掘市场需求”，在产销两端

做出样板，做成典型；带着老百姓做能

干想干的事，走增产增收的路。问他图
什么？他说：“我要用上海干部的认真，
为道真农业掘一口‘泉’。”2018年，周

灵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公务员”、
“2016-2018年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先

进个人”；2019年，他被授予上海市五
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他的事迹入选

“2018年度上海市精神文明十佳好人
好事”。

一封家书

一家两代齐上阵

    在这群阿爸中有一位 80后的“最

牛校长”，他带领上海援藏教师团队，使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近年来高考上

线率达 100%，中考平均成绩列西藏自
治区第一名；他还打造了全国“万人援

藏援疆计划”中唯一一个针对职业教育
开展对口支援的团队。他就是傅欣。作

为上海市首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

队长，当初下定援藏决心，并不容易。傅
欣和妻子同是独生子女，母亲在 2015

年接受肺癌手术治疗，岳母同年 4月乳
腺癌手术后刚做完 8次化疗，家中还有

一位 86岁的外婆和快上小学一年级的
女儿。面对女儿“爸爸，你为什么要离开

我？为什么要去西藏！”的追问，八尺男
儿含泪回答：“在世界最高的地方，有一

群哥哥姐姐，他们渴望读书，却没有老
师，他们比你更需要爸爸的帮助。”

当傅欣带领 39 名队员到达海拔
3800 多米的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

后，缺少教材，自己编写；偏远乡村师资
不足，就想办法搭建远程教学点；缺乏

年轻教育管理干部，就撸起袖子自己带

教。“精准扶贫久久为功，要舍得在一时

无法立竿见影的地方用功。”可短短几
年，傅欣的青丝成了白发，那是一名上

海园丁对藏族学子的满头牵挂。2018

年，傅欣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

奖”；2019年，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最美

支边人”称号，以表彰他和他带领的教
育援藏团队为日喀则教育发展所作出

的贡献。“圆我教育情，执教御国门”，上
海援藏教师们做出了榜样。

    “亲爱的上海老师，请您相信，您已带给我们一片晴空，我们的生命从此阳光
灿烂……”这段词来自一首诗《天使的爱》，是藏族孩子们送给上海援藏教师的
诗，他们把上海援藏教师称为“上海阿爸”。

    在彩云之南的麻栗坡县，有一座掩映在

绿水青山中的边境小村———八里河村。如

今，黄墙灰瓦整整齐齐，村道通往家家户户，

塘里养了小龙虾，坡上栽了百香果。这番“好
山好水好产业”，使八里河村似乎很难与“贫

困村”挂上一丁点儿关系。但这个村曾是远
近闻名的“地雷村”，多数人都要搀扶。绿水

青山想成为金山银山，靠谁干，又怎么干？

当地干部说，如今麻栗坡县、八里河村

的面貌改变，要归功于一座城，感恩一个
人。上海帮扶文山州助残项目“行走的渴

望”，十多年来帮助伤残村民免费安装义肢

近四千肢。近年来，来自静安的第十批援滇

干部、挂职麻栗坡县副县长李晟晖，整合资
金建设完善基础设施，牵线搭桥发展种植

养殖，引入社会公益扶贫项目物资 2500万
元。他推动“心公益助残就业精准扶贫计

划”，提供 100多个人均年收入超过 1.2万
元的公益性岗位，还将全县 1400多名健在

的因战伤残人员纳入保险范围。李晟晖通

过帮助更多伤残村民“站起来”，引导大家
就地就近就业“强起来”，实现伤残贫困户

脱贫。2019年，李晟晖被授予云南省首批
“云岭楷模”荣誉称号。

云岭楷模

    “被需要”是一种肯定、是一种快

乐。在上海对口帮扶的第一线，也有一
群以“被需要”为快乐的人，他们来自

各行各业，有退休医生、心理咨询师、
退休大学教授⋯⋯在“银龄行动”的号

召下，他们去到“被需要”的地方。
2016年“全国老有所为先进典型

人物”、“上海市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称

号获得者、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退休
眼科主任医师刘红娣，就是其中的代

表人物之一。到今年，她已经八次参加
“银龄行动”赴疆开展志愿服务，每到

一个地方都如磁铁一般吸引着众多的
眼病患者。在喀什二院眼科，她坐诊普

通门诊而不是专家门诊，有人问其原

因，她平静地说：“我在这儿是给

患者看病的，专家不专家，这个不
重要。病人都知道我是上海专家，

这个重要，病人看重，我也看重。
维吾尔族同胞普遍收入不高，能

让患者省点儿钱就省点吧。”每次
下到最偏远的乡村义诊，面对维吾

尔族老乡的期盼，她再累也不会漏

了一个。每次结束援疆离开，喀什
二院的眼科主任都会把她的白大

褂洗干净、叠整齐、收藏好，而每一个
来年，她都会如约而至，再穿起那件亲

切、贴身的白大褂。她有一个相交 7年

的维吾尔族“女儿”，每次赴疆都要见
上一面，这能让“女儿”快乐一整年。

“女儿”曾是刘红娣的患者，她说：“刘

大夫笑起来非常温暖，这是妈妈才会
有的笑容。”

银龄行动

    “我有一个梦想”，每当说出这句话，

感觉有一种能量围绕在身旁，这就是梦想
的力量！在对口地区，有些梦想简单而具

象：一间课堂，窗明几亮，歌声悠扬，书声

朗朗；甚至只是希望，可以有一个简陋的
球场，含一根听说过的棒棒糖。这样的梦

想，即便微茫，也承载着实现的渴望，又未
必都能被现实照亮。

2018 年，由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团

市委、市慈善基金会主办的“青春聚力

量，圆梦在行动”扶贫公益活动正式启
航，通过发动社会力量，动员群团组织、

社会组织、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助力脱贫
攻坚，帮助云南、贵州遵义、新疆喀什、

西藏日喀则和青海果洛等地贫困青少
年，实现了 2300多个微心愿。进入 2019

年，圆梦行动还在继续，青年志愿者组成

的志愿服务队，又将奔赴各对口地区去

点亮梦想。

据相关部门介绍，上海市共有社会组
织 1.6万家，年度总支出超过 453亿元，已

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全国的一
支重要力量。2019年计划参与扶贫工作的

社会组织有 191家，扶贫项目 675个，扶
贫资金 10.34亿元，用于外省市扶贫资金

为 7.60亿元，其中，用于“三区三州”扶贫

项目 246个，扶贫资金 2.45亿元。

心·声
    人心是最重要的地方，因为这里住着

心上人，藏着心里话。人心也是最柔软的地
方，离上海千里之外的西藏日喀则，一个家

庭因为 3岁女儿的先天性心脏病而饱受煎
熬，母亲因照顾一家老小无法工作，全家贫

困多年。她家的情况牵动着一颗善良的心！
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市儿童医院心内

科主治医师赵坚入藏第四天，就为小女孩

诊治，制订了全新治疗方案，突破了当地医

疗认知局限，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曙光！可谁

又能想到，一心为雪域高原藏族同胞祛除

病患的赵坚医生突发疾病因公殉职。年仅

38岁的他，把自己献给了心爱的事业，留
在了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赵坚同志的上海

同仁们，将接过他未及付诸实践的治疗方
案和他带给这一家人的希望，让这片医者

真心绵延在沪藏两地。
心，是人类情感的容器；语言，就是情

感的扩声器。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心中万

语千情，却口不能言。在云南就有一位女

孩，因为患先天感音神经性听力障碍，21

岁之前，她的世界是无声的，正值花一样
的年龄，却听不到这个世界的声音，也说

不出心里的渴望，只能用手语和文字去表
达想法。崇明区把这个女孩带出了云南临

沧，上海医疗帮扶改变了她的生命轨迹，
让她尝试用自己的声音许下对这个世界

最美好的愿望。“感恩！谢谢！上海！”她

用最动听的“新声”，感恩沪滇携手 23 年
风雨同舟。

    2018年，东方卫视推出精准扶贫公益纪

实节目《我们在行动》，担时代之责、领风气之
先、尽团队之力，创新电视媒体助力脱贫之

路，怀揣真情再出发，历时两年已拍摄四季，
行动轨迹遍布 12个省（区、市），走访了超过

70个贫困村，设计包装了 19款农产品，举办
了 19场产品发布会，累计销售额超过两亿

元，超过 70位嘉宾“零片酬”参与节目。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节目不仅带动了
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销售，还助力上海对

口地区民族特色非遗文化———彝绣，走上
了世界舞台。云南楚雄州半山村，人均耕地

面积特别少，产业难以发展，当地村民只能
靠外出打工和简单农活维持生计，留下的

多是老人、妇女和留守儿童，截至 2018年

贫困率仍高达 47.14%。然而，用针线勾画

结合大自然灵动的彝绣，却是彝族妇女代
代相传的手艺。祖传三代的绣娘李从梅办

起了彝绣合作社，带领彝族姐妹们纷纷拿
起绣花针干事业。在《我们在行动》助力和

上海帮扶下，彝绣产业快速发展，正从大山
深闺走向世界舞台。目前，楚雄州已有彝绣

协会、合作社 57个，绣女 7万余人。今年 5

月，一批彝族绣娘来沪参加了东华大学楚
雄州传统刺绣创意设计研修班，进一步提

升刺绣技能，发挥领头雁作用，提升带贫能
力。东方国际集团利用行业龙头优势，帮助

楚雄民族服装服饰打开品牌销售渠道，创
造向全国、全世界的展示机遇，楚雄彝族服

装专题展示先后登上今年 4月上海时装周

和 9月纽约时装周大舞台。小小一枚绣花

针，解决了一个个贫困母亲的就业问题，减
少了一个个留守儿童，造就一个个幸福和

谐的少数民族家庭。

上海对口帮扶的典型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脱贫攻坚部署要
求，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按照“中央要求、当地所需、上海所能”原则，推动帮扶项目落到贫困县、沉到
贫困村、绑定贫困户，切实把助力对口帮扶地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扛在肩上、落到实处。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上海已选派 50余批、近 2000名干部人才，带着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嘱托，到对口
帮扶地区去任实职、担使命。 他们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从根本上为帮扶地区勾画梦想蓝图，

切实关注帮扶对象当下生活和长远发展，在精准扶贫中传递上海温度、上海力量，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感人事
迹。 从 2016年开始，国家评选表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集体，上海共有 28个集体和个人入围，其中 5名个人、

2个集体分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创新奖、组织创新奖。

在第 6个国家扶贫日来临之际，我们从中撷取了十个先进代表和典型案例，从一个侧面和角度反映援外干部
人才和上海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和感人事迹。 他们以充满激情的精神状态、富于创造的担当作为和
“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全身心地投入对口帮扶工作。 在他们身上，彰显着山一样的信仰、海一样的情怀、铁
一样的担当、火一样的激情。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上海将以一鼓作气的决心，尽锐出战、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精准施
策，坚决助力对口帮扶地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进入小康社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乘坐东

方航空 MU5802航班由上海前往云南
昆明。我是本次航班副机长和超，航班

中有一批特殊的乘客，他们是上海赴
滇志愿者。1998年至今，志愿者们接力

为云南的建设发展贡献力量，我就是
其中的受益者。从 15年前梦想有双翅

膀的小男孩一路走来，感谢志愿者们

给我向上的力量。再过 30分钟，飞机
将在昆明长水机场降落，让我们一起

回味这段难忘的记忆。”2018年 8月 26

日下午，当机舱广播响起，乘机参加沪

滇服务接力计划 20周年纪念活动的上
海历批志愿者们沸腾了，其中第八批上

海青年志愿者赴滇志愿服务接力计划
的成员韩琦，心情久久难以平静。2005

年，韩琦接力支教担任乡村教师，正是
在她设计的“大声说出我的梦想”主题

班会上，和超说，我想有双翅膀在天空

飞翔。同学们都笑了，和超没有笑。韩琦
觉得他是认真的，于是她与和超约定，

不妨先努力学习，争取走出大山，看一

看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她们拉了勾，而

韩琦明白，一个愿望和梦想成真之间，
不是一点点距离。没想到，15年前一个

小小的约定，成真了！

如果说，21年的沪滇志愿服务接
力，为云南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看见和

走向外面世界的窗。那么，职教联盟和
劳务协作的加入，为更多上海对口地

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创造了“起飞”的

平台和机会。通过上海-果洛职教联
盟，果洛的学生得以在上海市浦东外

事服务学校藏族航空班接受专业培
训，拉格卓玛等 4名果洛藏族学生已

正式被东方航空录用为乘务员。春秋
航空推出了面向红河州红河、绿春、金

平三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优先、少数民

族优先的空乘岗位,通过培训，32名学
员已完成航班带飞考核，正式开启了

圆梦蓝天之旅。

飞翔的翅膀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而奋斗离
不开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 在上海助
力对口地区脱贫攻坚的一线，流传着
父子齐上阵的佳话。

微信扫码关注“上海合作交流”公
众号，了解更多对口帮扶信息。

宋杰和他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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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康和他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