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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广东东莞市对口帮扶西藏林芝市巴宜区10年——

跨越跨越 40004000 公里的接力帮扶公里的接力帮扶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由于地理位置限制，受困于物流
及渠道，贵州赤水冬笋的销售一直局
限于西南地区，价格也卖不上去。
2019年，叮咚买菜电商平台通过对
当地种植户、合作经销商及消费目标
群的精准把控，形成了一套适合赤水
冬笋、更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定位和营
销方案，仅1个月就完成近150吨赤
水冬笋的销售。今年，叮咚买菜电商
平台还将继续通过产地直播、平台端
开设“叮咚助农优品馆”专区等形式
帮助贫困户脱贫增收，加大赤水冬笋
的采购和销售。

作为链接农业产地与消费市场的
生鲜电商平台，叮咚买菜一直致力于
推动与发展数字化生鲜，始终把推动
农产品上行作为重要目标，不断助力
贫困地区脱贫。“我们希望通过叮咚
买菜的生鲜数字化能力，拉动商户收
益，从而实现农产品生产端与消费端
共同获利，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叮咚买菜电商平台创始人兼CEO梁
昌霖说。

据悉，叮咚买菜电商平台目前生
鲜直供产地达350个，产地直供供应
商超600家。

在长期帮扶实践中，叮咚买菜针
对不同类别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环
节，定向帮助贫困地区建立技术标准
化体系；在生产、成品验收环节帮助
建立采收分拣技术标准化体系；在仓
储、运输环节建立冷链与智慧物流技
术管理标准化体系。以此三大基本标
准化体系为框架，叮咚买菜电商平台向贫困地区输出集种植标
准、采收分拣标准和冷链物流标准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继而打造
贯通线上全链条的农特产品生态体系，推动电商助力农户农企，
实现“互联网+农业”融合发展。

此外，叮咚买菜电商平台通过“叮咚大学”“叮咚研究
院”为贫困地区农特产品企业开发对应培训课程，通过采取集
中与分散、室内与田间、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多种培训方式为企
业生产经营提供必要辅导，支持部分有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或
者农民合作社实现技术先行，依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农产品各
标准体系之间信息有效对接，形成“建设—反馈—完善”的技
术闭环，使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
环境。

叮咚买菜电商扶贫战略实施两年以来，已完成与61个贫困
县对接，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了数十个电商脱贫样板县。相关数据
显示，叮咚买菜共对接各类扶贫产品近2500种，上线产品超
500种，覆盖水果、蔬菜、肉禽蛋、水产、粮油共5大类，扶贫
产品销售总额达到5.2亿元，直接带动贫困地区1万人就业。今
年上半年，该平台累计销售超3亿元，扶贫产品采购量超3.5万
吨，帮助贫困户增收超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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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团结小学操场上，来自广东的援藏教师正在向学生教授跆
拳道。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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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莞市与西藏林芝市巴宜区相隔
近4000公里。一个是珠三角区域的制造
业大市，一个是雪域高原上的农牧名区，自
2010年起，他们因为对口帮扶、区域协作
而交往、交流、交融。

10年来，一批批东莞援藏人按照“巴宜
所需，东莞所能”的原则，用心、用情做好脱
贫攻坚这篇大文章。

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东
莞市财政投入计划内援藏资金达5.49亿
元，援藏项目154个。2013年7月至今，东
莞市政府、市直各部门、各镇街、相关企业
支援的计划外援建项目资金共6212万元。

“结亲”帮扶暖人心

10月29日上午，在巴宜区百巴镇拉格
村的小广场上，东莞援藏工作组正在举行
御寒物资捐赠仪式。“所朗家、罗布家、普巴
家……”东莞援藏干部、林芝市巴宜区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杨望生在村干部的协助下，
将羽绒服一一递到拉格村各户代表手中。

“这羽绒服真是厚实呀，真心感谢杨主任和
东莞援藏工作组给我们送来御寒衣物！”拉
格村村主任所朗兴奋地说。拉格村全村共
有133户591人，是巴宜区人口最多、贫困
户最多、位置最偏远的行政村。按照上级
要求，村“两委”日常都要组织村民在村口、
村道上义务值班。但是眼看寒冬将至，可
村民们的御寒衣物却严重不足。怎么办？

“按照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要求，
我们东莞援藏工作组实行‘一对一’‘结亲’
式帮扶。我负责对口帮扶拉格村及贫困户
普巴一家。”杨望生告诉记者，最近一次走
访中，他了解到村民缺御寒衣物，就立即协
调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帮忙联系以纯集团，
企业免费送来了300件羽绒服。

“援藏干部不仅关心我们的生活所需，
而且积极帮助我们销售松茸。”所朗说，松
茸是拉格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鲜松茸
售价一般为每斤80元至90元，援藏工作组
与巴宜区发展改革委驻村工作队一起帮村
民“带货”，使销售价格达到每斤120元，最
高能卖到每斤200元。据了解，拉格村今
年松茸收入可达230余万元。

“结对帮扶，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广
东援藏成效显著。”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
队东莞援藏工作组组长、巴宜区常务副书
记卢达明告诉记者，在东莞援藏工作组的
积极推动下，东莞市已有9个镇街与巴宜
区9个乡镇（街道）“结亲”。

据了解，东莞桥头镇向巴宜区百巴镇
捐赠52万元项目发展资金，东莞援藏工作
组从东莞市民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等单
位争取到183万元帮扶资金，帮助完善巴
宜区基础设施建设。

顽疾医治不再难

在雪域高原，东莞援藏干部用心、用情
对口帮扶的温暖故事数不胜数。

走进巴宜区八一镇玉麦村益西顿珠的
家，他告诉记者，大儿子朗加9岁起就得了
I型糖尿病，至今已经7年。为了治病，益
西顿珠家每年都要花费6万多元，但更糟
的是，由于病情加重，朗加的双眼有可能失
明。益西顿珠家的“一对一”帮扶者卢达明

了解情况后，多方联系广东相关医院与专
家。“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和中山大学中山眼
科中心的帮助下，朗加可以到广州治疗双
眼。”卢达明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朗加
的病情有了好转。“现在我的眼睛好多了，
真得好好感谢卢叔叔和大家！卢叔叔还为
我解决了5万多元的医药费用。”朗加说。

17岁的格桑7年多来备受皮疹、关节
痛、头痛等病症折磨，多方寻医，病因未明，
病情反复。她被巴宜区人民医院收治入院
后，东莞市人民医院援藏医生、巴宜区人民
医院常务副院长何广宁便积极与东莞市人
民医院风湿科、呼吸科、肾内科、皮肤科等
学科联系，进行联合远程会诊，诊断出她患
有风湿结缔组织病，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
格桑的病情有了好转。10月28日，记者在
巴宜区人民医院住院部见到她时，她难得
露出了笑意：“我被这个病反复折磨了这么
多年，现在终于看到了痊愈的希望。东莞
来的医生都很负责任，真的很感谢他们。”

“医疗援助和健康扶贫就是助力民生改
善。”巴宜区委书记米次说。东莞援藏干部、

巴宜区卫健委副主任李卫星介绍，东莞对巴
宜区的健康援助做了许多实事：多方筹措
5000万元援建巴宜区人民医院新院区；摸
清全区的健康扶贫“家底”，为贫困户“量身
打造”诊治方案；帮助巴宜区人民医院完善
医院硬件建设，建立了多个专业科室；开展
基层行活动，提升基层卫生所业务能力。

村里有了田园综合体

宽敞的水泥村道和高高的路灯延伸到
每家每户；藏式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种
满了各种花草果树；家家户户集体排污并
有生态化处理……这就是如今的玉麦村，
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在巴宜区规划建
设的8个小康示范村之一。

“如果没有东莞援藏工作组的帮助，村
容村貌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巴宜区
八一镇玉麦村村主任才旦告诉记者，玉麦
村地处尼洋河北岸，距离市区仅5公里，紧
邻著名的大柏树景区和比日神山。以前，
村里基础设施和环境很差，旅游资源没能
得到有效开发利用。2019年，东莞援藏工
作组投入628.62万元，为玉麦村新建公厕、
硬化道路，实施路灯工程、排污工程、网围
栏工程。“接下来，东莞援藏工作组还为大
柏树景区进行提升扩容，我们也要积极参
与进来，争取发展乡村旅游。”八一镇镇长
丁增次巴充满信心地说。

玉麦村目前进驻的农业项目中，总投资
5000万元的田园综合体项目最为引人注
目。这个项目是卢达明引进的，他告诉记
者，整个项目占地638亩，村集体每年靠出
租土地就能收入38万元。“这个项目有300
多亩是青冈树林，专门用于种植灵芝和季节
性采摘野生松茸，一亩青冈树林大概可以产
300斤灵芝，另外的300多亩用来种苹果。”

如今，玉麦村不仅变美了，而且通过吸
引企业入驻，贫困户的钱包也鼓起来了。
卢达明表示，依靠田园综合体项目，玉麦村
的村民不仅能享受到土地租金分红，还可
以通过就业、出租机械等方式持续增收，并
学到灵芝的种植技术，村民们每天打零工
可以赚150元至180元。2019年，全村收
入达67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