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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情帮扶 绘出乡村“蝶变”之美
红河州全州经济总量自2020年以来持续居全国30个少

数民族自治州第1位，全州面积3.29万平方公里，居云南全省

第 2位，“十三五”以来全州经济总量保持云南全省第 3位，

2022年末全州户籍人口470万人，居云南全省第4位，当地人

经常用“1234”来概括红河州的特点。

长宁区和红河州结为并肩战斗的战友，携手战贫困、促振

兴，至今已共同走过27个守望相助的春秋。27年来，长宁区对

红河州真金白银投入、真心实意帮扶，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和

帮助，累计投入红河州及对口县各类帮扶资金13.86亿元，实

施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劳务协作、干部人才交流、消费帮扶等

项目1117个。长宁区一如既往的倾情帮扶，让红河州感受到

了“上海力量、上海温度、上海真情”。

近年来，红河州取得的发展硕果既要归功于全州人民共

同的努力奋斗，也离不开长宁区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红河县位于红河州西部，于1951年建县，全县面积2028.5
平方公里，县域地势中部高、南北两翼低，96%的面积为山地，

辖 5镇 8乡，总人口 35.23万人。世居汉族、哈尼族、彝族、傣

族、瑶族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96.61%。其中，哈尼族人口

占80.58%，有28.62万人，为全国最大的哈尼族聚居县。2022
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83.19亿元，同比增长4.2%。

红河县境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文化资源，素有“歌

舞之乡”“棕榈之乡”“江外侨乡”“云上撒玛坝·醇情哈尼人”和

“马帮侨乡·山巅城堡”的美誉，森林覆盖率为60.48%，被评为

“中国天然氧吧”县。这里拥有独具一格的哈尼“奕车风情”，

历史悠久的哈尼长街宴、万人长街歌舞、仰阿娜（姑娘节）、开

秧门等民族节庆活动。

红河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土地气候条件十分适合种植培

育一种近年来流行的网红水果——牛油果，今年就有一家来

自长宁的企业在红河县大羊街乡建立了一座现代化、高科技

的牛油果种植示范基地。上海桔龙和是一家由亚尔安（Eran
Yaron）先生于2003年成立的以色列企业。2015年以来，该公

司将目光投向了农业领域，希望可以将以色列尖端的农业技

术引入中国，并于2018年成立了云南桔龙和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将重心聚焦在牛油果的育苗及种植上，致力于牛油果专业

化育苗及标准化种植。

截至目前，该公司共落地投资1000余万元，已完成土地流

转216亩，其中，已建成50亩高标准牛油果育苗苗圃，配备尖

端温室、网棚及水肥一体化系统，其余150亩将作为牛油果品

种研究中心及红河地区的牛油果示范种植区，向种植户展现

现代化的种植技术及管理理念。

据桔龙和介绍，接下来将充分利用红河气候资源与土地

资源，依托以色列先进的农业技术及管理经验，建立牛油果品

种研发中心和高标准牛油果苗圃，并计划把牛油果种植面积

扩张到2000-3000亩左右。

除了主打绿色健康的牛油果之外，梯田鸭养殖也是红河

县的一大特色产业。红河县宝华镇安庆村有一处大型梯田

鸭养殖基地，这里正是由来自长宁的帮扶企业红河云谷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及销售的。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990万元，其中包含上海援滇资金 490万元。该项目总体计

划流转梯田 168亩，年鸭蛋孵化能力达 60万枚、养蛋鸭（老

鸭）1万羽、肉鸭 3万羽，已建成集孵化、脱温、养殖、回收和

开发富含虾青素的红心鸭蛋及自动化清洗、自动化清洗、分

拣流水线、全程冷链系统等为一体的标准化生产模式的现

代化养殖基地，拥有办公生活区

333.30㎡、成品鸭舍区 432.99㎡、幼

鸭区 432.99㎡、脱温室 520㎡、孵化

室230㎡，仓库和包装车间260㎡。

该项目完全建成后，将不仅具有

规模化、集约化养殖基地的效应，而

且配套设施和延伸产业也将做到科

学合理，循环高效。该项目立足示范

基地，与合作社联动，并以村为起点

逐渐扩展到乡、县，辐射带动周边的

建档立卡脱贫户开展专业化生态养

殖。同时借助各平台、渠道优势，搭

建红河优质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直

通车，探索一条集养殖、管理、销售等

于一体的产业发展模式，进而形成完整的扶贫产业链条，促进

红河脱贫户实现增收。

创建于1952年的红河县第一中学，在去年迎来了一批特

殊的“外援”，来自上海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市长宁区

少年宫、上海市西郊学校、上海市仙霞高级中学等4所学校选

派的4名优秀教师来到红河县开展支教工作，其中1名任职学

校校长。通过一年的帮扶工作，使得学校各部门职责更明确、

学生作息时间更合理、制度流程更高效、组室管理更细致、教

学行为更规范。在今年的高考中，红河县第一中学再创佳绩，

充分体现了长宁师资团队帮扶的效果。

除了贡献师资力量，今年长宁区还投入区级帮扶资金140
万元建设红河一中智慧学习云空间服务项目。该项目集成在

线语音教学服务、在线视频教学服务、透明课堂课程资源服

务、云网络教学平台、云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教学应用大数据

分析和挖掘等为一体，是现代化在线教育服务模式的探索与

建设。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将教育信息技术的应用理念贯穿到

教学过程中，让教师、学生能够享受现代教育技术带来的教育

福利，惠及未来更多的红河县学子，并组建一个能够熟练运用

教育信息技术的教师团队，形成校内外相结合的远程教育教

研队伍和专家组，让学校的教师能够获得更多的外部教育教

研的优质资源和教学方法，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水平。

绿春县原名“六村”，俗称“东仰”，1958年建县时，根据境

内绿水青山、四季如春的特点而得名绿春。全县辖4镇5乡、

92个村（社区）、803个村（居）民小组，总人口21万人。世居哈

尼、彝、瑶、傣、拉祜、汉 6个民族，总人口中少数民族占比

97.32%、哈尼族占比86.45%。有被列为中国传统村落的牛孔

村，有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中心认证的“哈尼十月年长街古宴

——天下最长的宴席”和《最长的哈尼族民俗画主题街——

“绿春十里长街”》两项纪录。

绿春县按照自身特点，发展橡胶、茶叶、草果、八角、胡椒、

梯田红米等绿色产业130余万亩，其中茶叶面积25.25万亩，居

红河州第一位，2019年跻身“中国茶叶百强县”。2020年绿春

县荣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2022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60.88亿元，同比增长2.6%。
茶叶是绿春县的支柱产业。云南哈尼高原生物产业有限

公司，累计总投资1.05亿元，建设绿春县“一县一业”茶叶加工

标准厂房，占地总面积100亩，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工程

建设分二期，一期标准厂房建设总投资5278万元，其中包含沪

滇帮扶项目资金2950万元。占地面积24.5亩，建成19737平
方米。另外，公司投入1000余万元引进三条智能化茶叶加工

生产线，包括2000吨产能CTC红碎茶生产线、2000吨精加工

拼配生产线、1000吨普洱茶渥堆筛分生产线。今年3月23日，

绿春县“一县一业”茶叶加工标准厂房已正式投产运营。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将依托绿春县24.5万余亩茶叶，以一

号桥特色园区茶叶精深加工项目为抓手，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

带动作用，引领县域范围内茶叶初制所、茶农、茶企、茶叶协会

等，着力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打造绿春高原特色生态有机农业

品牌，推动绿春“一县一业”重点产业，茶产业亩产值可由1500
元增收至2000元，可直接带动农户6000余户，户均年均增收

1500元以上，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牛弄村隶属于绿春县大兴镇迷克村委会，全村76户342
人，世居哈尼族。2022-2023年，长宁区先后投入东西部协作

项目资金1070万元，实施大兴镇牛弄村功能提升建设项目，主

要用于产业发展、进村道路提升、农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提

升工程、村容村貌提升工程、文化宣传设施建设工程等。

该项目以“出则繁华，入则桃源”作为村庄基本建设和发

展的定位，在现存“森林、茶园、梯田、水系”立体四层次的生态

基础上，把牛弄村造就成为一个“天然氧吧”。通过“保护、修

复、改造、新建”四种策略，将村巷文化、民俗广场、儿童娱乐小

花园、文化墙、村史馆、红色基地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和景观

设计融入到党建文化和哈尼传统文化中，并以茶文化产业为

抓手，把牛弄村打造为产业兴、人才聚、文化久、生态优、组织

强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金平县地处红河州南部，与越南山水相连，国境线502公
里，全县面积3677平方公里，拥有 63万亩金平分水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多年平均降雨量2400 毫米左右，居云南省第一

位，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在99.3%—100%之间，被誉

为“中国天然氧吧”。金平县蝴蝶类资源丰富，有11科320多
种（中国有12个科），是世界上蝴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是中国唯一、世界罕见的生物多样性集聚区，被授予中国唯一

的“中国蝴蝶之乡”。土壤中富含有硒、锗等长寿微量元素，是

中国第82个、云南省唯一的“中国长寿之乡”。金平县也是云

南建设国际大通道，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实施“打开

南门、走向亚太”的重要通道。

长宁区自1996年对口帮扶金平以来，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4.3663亿元，组织实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劳务协作、人才培

训等12类485个项目，累计受益6.12万余户27.88万余人次，

带动减贫8.72万余人，成为金平县脱贫攻坚及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滮水岩村隶属于金平县马鞍底乡中寨村委会，位于“中

国·红河蝴蝶谷”核心区内和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缘，

是“长寿之乡”和“天然氧吧”的集中体验点，也是滇南生态安

全的重要屏障。地域面积2.69平方公里，共有73户314人，是

一个汉族、哈尼族、彝族和谐共处的民族大家庭。2017年被国

家民委授予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0年被评为

“云南省美丽乡村”，并成功创建为红河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村”，2022年被评为“云南省绿美村庄”，具有“春有山林悦色、

夏有蝶舞花飞、秋有稻香田美、冬有雾升云腾、四季高山流水

遇知音”的独特村情。

2022年，沪滇协作资金投入1400万元，实施滮水岩村乡

村振兴示范点项目，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补

齐社会事业短板，夯实美丽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打造“多村联

动、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重点示范村。经过提升改造，如今

的滮水岩村群山环绕，潺潺溪流静静穿村而过，翠绿的梯田层

层延伸，一座座蘑菇房错落有致，呈现出一幅集森林、瀑布、彩

虹、蝴蝶、蘑菇房、梯田为一体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

画卷。

马鞍底乡石板寨村在2017年遭遇泥石流灾害后，整体搬

迁安置到中越两国界河河畔，共有81户353人。先后获得“云

南省卫生村”“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县级文明示范村”“乡

级信用村”等荣誉称号。

2022年，沪滇协作资金投入470万元，实施马鞍底乡石板

寨边境村功能提升建设项目。经过提升改造，家家户户从拥

挤的“小方盒”搬进了“小别墅”，告别了“脏乱差”，进入了“绿

美好”，成为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示范样板，并被列为2023年云

南省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现场推进会调研考察点。

同时，石板寨村坚持产业、就业“两条腿走路”，依托沪滇

协作平台，引进上海企业成立红河云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当地种植火龙果2260多亩。投入360万元建设石板寨新村农

副产品集散中心，带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吸纳当地村民在家

门口务工。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保底售卖获底金、资产租赁

拿贴金、就地务工得薪金等，群众收入节节高升，年人均纯收

入达1.54万元。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长宁区与红河州通过密切的交

流和合作，书写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新篇章，这份情谊必将

跨越山海、历久弥新。 撰稿/摄影 吴佳倩

长宁企业桔龙和公司位于红河县的牛油果数字化育种基地 长宁区沪滇帮扶项目——绿春县“一县一业”茶叶加工标准厂房的展示区 长宁东西部协作项目——绿春县大兴镇牛弄村（乡村振兴示范村） 在红河县一中，学子们在智慧学习“云空间”认真上课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因美丽的红河穿境而过得名，与越南接壤，辖4市9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1996年，长宁区

与红河州金平县结对，开启了东西部协作的“友谊之路”，2017年，长宁区再度携手红河州的红河县与绿春县，开启“山海协作”新篇章。

两位红河县青年正在直播间推广云南特产 长宁区党政代表团一行考察金平县马鞍底乡滮水岩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