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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和鸣“三部曲”奏响莞铜协作新乐章

“我来万山的原因用12个字来表达——一个号
召、一个初心、一个使命，希望通过对口帮扶这种方
式，把我的医疗技术和产科方面的知识留在万山，为
万山医疗水平的提升尽一份绵薄之力。”东莞市东城
医院护理部主任方淑娟在万山区人民医院开展对口

帮扶时说。
万山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罗兰艳介绍，“方主

任为我们搭建了完整的特色诊疗体系，产前瑜伽、自
由体位分娩等创新项目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每当
我们在新项目操作中遇到瓶颈时，她总是手把手示范

指导，直到每个护理细节都达到规范标准，现在科室
整体诊疗能力已实现质的飞跃。”

医疗协作奏响温情序曲，东莞专家助力万山成立
首个护理（助产）门诊，构建起三级诊疗网络，提升基
层医疗服务水平。东莞社工督导团队培育的12支“萤
火虫”志愿服务队，开展健康义诊等服务 380余场，惠
及超万人次，织密了基层医疗服务网络。

教育帮扶同样绽放异彩。东莞采用“组团式”支
教模式，选派优秀教师驻点帮扶，通过“名师课堂”“双
师教学”等形式，将先进教育理念注入当地课堂。

“黄老师的课非常有趣，有很多课堂互动环节，在
潜移默化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她还教会我们自
我解决问题。”提到黄老师，铜仁市第二十九小学六年
级三班学生纷纷竖起大拇指。

大家口中的黄老师，正是从东莞市东城实验小学
来到万山区的支教老师黄凯敬，已有 20年教龄的她，
对如何带动数学课堂氛围经验十足。

黄凯敬摸清学生的数学基础后，制定教学方案：
课堂上的“有圈有标有画”法，确保每道题的讲解步骤
学生们应懂尽知；试卷上的“思维留痕”法，确保每名
学生养成解题好习惯。此外，她与28名数学教师成立
数学教研组，每周二固定开展教学研讨会，把自己的
教学心得分享给每名教师。

在东莞教育帮扶的实践中，黄凯敬这样的“引路
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教学方法，更激活了教育发展
的内生动力。当“名师课堂”的智慧火花在山区课堂
绽放，当“教研共同体”的协作模式深扎根系，教育帮
扶已突破单向输送。这种“输血”与“造血”并重的模
式，为山区教育注入源头活水，让优质教育资源跨越
山海阻隔。

山海携手处，共富正当时。从产业振兴到人才培
育到民生改善，莞铜协作通过构建全方位的自我造血
体系，实现了从“短期帮扶”到“长效发展”的跨越。这
场跨越山海的协作，不仅是资源与技术的流动，更是
发展理念与创新思维的碰撞，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
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莞铜经验”。

（来源《中国乡村振兴》杂志2025年第10期）

东莞市东城医院护理部主任方淑娟（右一）在铜仁市万山区谢桥街道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在东西部协作
的热潮里，广东省东
莞市东城街道和万
山 区 携 手 并 肩 ，从

“输血式帮扶”切换
到“造血式发展”，共
谱“产业协奏、人才
共鸣、服务交响”三
大乐章，以“自我造
血”为音符，谱写出
乡村全面振兴协奏
曲的动人旋律。

产业协奏，澎湃富裕强音

莞铜协作以资金、技术、市场为三重奏核心，奏响
产业发展的激昂乐章。

“以前种地风吹日晒雨淋累得很，现在播种、育苗、
移栽、采收都可以在棚内完成，还有机器辅助，干活轻
松多了。”万山区黄道乡贵州百汇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百汇源公司）的高标准大棚蔬菜基地里，脱
贫户田小妹正在移栽幼苗。

得益于 60万元的东西部协作资金，百汇源公司新
建了农产品加工包装车间、冷鲜库房和办公用房，补齐
了蔬果贮存短板，降低了农产品加工成本。

资金如灵动的音符，精准注入万山区特色产业脉
络。2021年起，万山区以特色产业作为投资重点，连续
4年注入1.67亿元东西部协作资金，让137个项目落
地生根。莞铜两地还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通过产业投

资基金、政府债券等，吸引东莞社会投资主体参与，
2021—2024年捐赠资金和物资折合2242万元。

针对蔬菜基地育苗大棚数量不足的问题，基地采
取直播和移栽两种成熟的技术，实现了种苗成活率高、
菜苗长势好的目标。

“搭乘东西部协作的东风，我带人到东莞市去学习
技术。同时，东莞市派技术员到万山区，为我们提供技
术指导。”百汇源公司负责人杨元桃介绍，如今，在基地
务工的村民个个都是种植能手。

技术支撑犹如激昂的旋律，推动万山区产业升级
迭代。莞铜两地通过“东部课堂+西部转化”“东部技
术+西部技术”融合模式促成技术双向流动，构建“技术
嫁接+成果转化”模式成效显著。百汇源公司负责人带
队赴东莞取经，东莞专家深入万山田间指导，将大湾区

现代农业技术与本土生态智慧融合，培育出品质卓越
的高山蔬菜。

发展特色产业，不仅要种得好，还要卖得好。莞铜
两地通过“大湾区市场+贵州产品”的模式，让贵州山区
的优质农产品跨越千里完成从农牧场到餐桌的“鲜”锋
接力。近年来，万山区通过工作专班“牵线搭桥”、推荐
企业定向采购等措施，促进两地市场互通。2024年，万
山区向大湾区市场输送的农畜牧和特色手工艺产品销
售额达3.19亿元。

市场是澎湃的和声，打通产业价值链。东莞万山
共建“产品甄选—品牌入湾—渠道共建”全链条体系，
万山区专注生产，东莞市负责市场拓展，合力打造“梵
净山珍 健康养生”区域公用品牌，借助“832 平台”等
线上线下渠道，让万山区农特产品走向全国。

人才共鸣，谱写成长序曲

人才是自我造血的核心声部，莞铜协作打破传统
帮扶桎梏，跨域交流、技能培育、多元赋能，谱写人才
自主成长的动人序曲。

“不光是去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对接市场，寻找商
机与合作伙伴，开展民间交流，购进和推广先进的农
用物资和农业技术，引进小型的农业机械装备。”万山
区农业农村局区划中心主任陈守刚经常带领本地人
才前往广东省交流学习。

跨域交流为两地干部打开一扇窗、架起一座桥，
为提升万山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组建微信群后，我们双方持续深化客户联络，每
当蔬菜进入关键生长期，我就实时拍摄长视频同步给

采购方。广东客户确认品质后，立即下订单并预付定
金，构建起坚实的信任基石。我们严守契约精神，形
成深度互信关系。”陈守刚介绍，后期输送本地农户赴
粤学习标准化种植技术，更打通了产销对接通道，搭
建起跨区域民间合作的坚实桥梁。

为让更多参与到产业发展中的农民掌握一技之
长，莞铜两地建立“立体化培养+多维度激励”体系，通
过“莞铜夜校培训+就业委培”“东部师傅+本地徒弟”
等模式培育现代技能劳动力。

万山区将人才培育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探索出
“技能孵化+产业升级”的乡村振兴路径。得益于人才
支撑与技术赋能，该区传统农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转

型，为集体经济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黄道乡以强
村富民公司为载体，整合各类资源，采取多元出资的
方式，让10个村抱团发展，公司统一划定种植标准、统
一提供技术服务、统一分拣打包销售、统一进行保底
收购、统一进行奖补和分户经营的“五统一分”方式，
全力发展香柚产业，切实增强村集体经济“造血”功
能，将人才培育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强劲节奏。

人才价值的多元释放是宏大的和声，在跨域交
流、技能培育、多元赋能中，人才在各领域持续发力，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奏响全方位发展的共鸣曲。

公共服务交响，共筑民生华章

乘着“莞铜协作”的东风，铜仁市万山区青年湖村黄家寨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全面振兴样本。图为黄家寨一角。

在东西部协作与乡村振兴
战略背景下，松桃苗族自治县中
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松桃职
校”）通过校企共育“冠名班”的
形式，以“订单式”人才培养为核
心，深化产教融合，与东莞市汽
车行业协会、虎门纺织服装协会
等 6个行业协会及 22家企业深度
合作，创新打造“协会搭台、多元
融通、集团办学”模式，构建产教
融合“命运共同体”，形成了“政
校企协同、中高企贯通”的育人
新机制。

通过精准对接广东、贵州等
地产业需求，该校联合多家知名
企业和职业院校，为学生搭建升
学、就业、技能提升的多元发展
平台，成为职业教育助力区域经
济发展的典范。

精准对接，打造人才培养新模式
松桃职校依托“组团式”帮扶

政策，与东莞、贵州等地的 20 余
家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开设新能
源汽车运用与维修、服装设计与
工艺、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等特
色专业班，实现“专业群建设与
产业链需求无缝对接”。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广
东班）与东莞理工学校共建汽修
专业群，获赠 8台教学车辆，并投
入 200余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建
成新能源汽车实训中心。通过

“订单式”培养和“菜单式”教学，
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奇瑞汽车
等合作企业就业，实现“毕业即
就业”。

服装设计与工艺（广东影尚
服饰班）与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联合打造“纺松服装专业群发展
联盟”，将苗绣非遗技艺与现代
服装设计融合，利用 150 万元东
西部协作资金，建成“四中心两
室一基地”和东莞影尚服饰“校
中厂”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
作品融入市场，优秀者可免试升
入省内大专院校，近几年已有 16
名学生获得免试资格。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中国
振华班）采用“中职 3 年+高职 2
年+企业实训 1 年”贯通培养模
式，与中国振华电子集团、贵州
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四方
协议，组建“现场工程师长学制
班”，首批招收 110名学生。课程
涵盖教学、企业、实践“四课堂”，
配备专职教师 22人及企业导师 4
人，利用东西部协作资金和中国
电子集团帮扶资金 720万元高标
准建成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

松桃艺术设计与制作（四达
新冷班）与四达新冷公司共建

“艺术设计与制作实训基地”，投
入 260 万元打造占地 300 平方米
的生产型实践教学平台。基地配
备先进打印设备和专业团队，推
行“车间即课堂、实训即生产”模
式，学生可参与设计、制作全流
程实训，直接对接企业需求，实现“入学即入岗”。

校企协同，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职校通过“校中厂”“厂中校”模式，将企业真

实生产场景引入教学，实现“实训即生产”。
非遗技艺与现代产业融合。在服装专业中，

校企联合开发苗绣非遗教材，构建“文化传播—技
艺传承—产品创新—网络营销”产业链，推动苗绣
从传统手工艺向时尚产业转型；艺术设计专业与
四达新冷公司合作，引入数字化设计设备和技术，
将传统苗绣元素融入现代文创产品开发，助力乡
村振兴。

电商直播与数字化赋能。与东莞理工、东莞市
纺织服装学校共建“数字化赋能中心”，开展直播技
能培训、新媒体营销系统开发，助力松桃本土电商
发展。合作涵盖课程研发、技术陪跑、营销系统交
付等，为当地企业降低营销成本、培育新业态。

跨区域师资共建。通过东莞“组团式”帮扶团
队，开展教师互派、联合教研等活动，累计培训教
师超万人次，助力本地教师获省级教学奖项 9项、
国家级 3项，打造“带不走的师资队伍”。

成效显著，赋能区域发展
高就业率与升学通道。2024年毕业生就业率

达 97.5%，16名学生通过技能大赛免试升学。
技能竞赛突破。近三年学生获国家、省、市级

技能竞赛奖 467人次，较以往同期增长 247%，连续
三年代表贵州出征国家级比赛。

产业带动效应。为本地及协作地区输送大批
高素质技能人才，如工业机器人专业毕业生服务
于贵州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战略产业，电商人才助
力松桃农特产品线上销售增长超 30%。

松桃职校通过“冠名班”的形式，进行“订单
式”人才培养，实现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双向
赋能。校企协同的创新实践不仅破解了技能人才
供给难题，更探索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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