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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幸福 

卫视精准扶贫公益纪实节目《我们在行动》第三季第一站选址半

山村，李从梅等7位彝族绣娘发展彝绣脱贫的故事，通过电视屏

幕传向全国。节目播出后，各地订单纷纷“飞向”大山深处。

受益于沪滇帮扶协作，整个楚雄州的彝绣产业快速发展，

正从大山深闺走向世界舞台。

为助力楚雄彝乡文化传承发展，沪滇两地文旅、宣传等

相关部门不断加强对接，利用上海文化产业优势和当地丝路云

裳·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平台，帮助楚雄州深入挖掘彝乡

文化资源，联袂打造文化影视精品，推出了《彝乡之恋》宣传

片和《云绣彝裳》彝族服饰音乐舞剧，展示了楚雄绚丽多彩的

人文和自然景色，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等围绕彝族文化保护传承开展专项

课题研究，为打造“中国彝乡”品牌、实现当地文旅产业可持

续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以文旅帮扶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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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上海时装周和 9 月纽约时

装周大舞台。

一批批彝族绣娘来沪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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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非遗传承人和骨干企业牵引带动，楚雄州大力发展民

族服装服饰产业，采用“公司+合作社+绣娘+订单”的模式，

目前已建立彝绣合作社 57 个、经营户 400 余户，带动 7 万绣娘

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形成年产值突破1.5亿元的彝绣产业链。

小小一枚绣花针，解决了贫困母亲的就业问题，减少了留

守儿童，造就一个个幸福和谐的少数民族家庭。

久久为功，帮扶地区带起了“上海节奏”

按照中央要求，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各省市将交出自己的

对口帮扶总成绩单。

脱贫标准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被总结为“一二三”。“一”

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收入；“二”指的是不愁吃、不愁穿。“三”

是“三保障”，即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主要是让贫困家庭义

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不失学辍学；实现基本医疗有保障，主要是

所有贫困人口都参加医疗保险制度，常见病、慢性病有地方看、

看得起，得了大病、重病后基本生活过得去；实现住房安全有

保障，主要是让贫困人口不住危房；另外还包括饮水安全有保障，

主要是让农村人口喝上放心水。

脱贫攻坚成绩要求看得见摸得着，在完成这些目标的同时，

也关注到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帮助经济落后地区建立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上海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帮扶工作上，

特别重视为当地带来自发的动力和能力，提高当地“造血功能”。

百年树人，而经济落后地区，教育水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往往比经济差距还要大。上海的教育扶贫，就是在这样的现实

困难下不断探索尝试。

2016 年，刚刚完成三年援黔任务的几位上海中小学老师和

记者分享了他们的经历。这一批 40 多位援黔教师，被分配到遵

义所辖的县级中小学。为了搞清楚学校的教学情况，上海去的

教师们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教室后面听当地老师上课。

一开始，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巨大差异，曾让帮扶老师

们有点焦虑。“简单地说，当地还在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方式

教学。”学生的情况也与上海差别极大，这些县城学校里，留

守儿童多，有的甚至是孤儿。

了解清楚情况后，上海的老师们针对各个学校的情况，上

示范课、组织教学讨论、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把上海的一套教

学提高方式带到帮扶学校。

观念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自然不容易，但大家沉下心、

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能力和水平逐渐在学校里产生了影响

力。当地教师慢慢发现，教学理念和方式的改变，体现在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成绩上。

回到上海，一位援黔的语文老师收到喜报：她曾经工作的

正安县七中当年中考成绩位列全县第一名，而三年前，这所中

　　“上海的帮扶项目，每一个在制定方案之前都做了大量实地考察研究，花

在全面论证阶段的时间比较长。一旦确定好方案，推进时的积极性、主动性也
比较强，效率高。上海人契约精神不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