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业 协 作

夯实共同富裕根基
>>>

2022年11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刘少树组版/王晓雅校对/邱文轩03 新闻·深度

广告

太仓“牵手”周至七年

“共富画卷”缘何能绘就？
□本报记者 王俊 文/图

周至多山，太仓濒海；山海情深，心手相连。今年是太仓市、周至县开展

东西部协作的第7个年头，7年间，两地充分发挥各自地域特点和优势，最大

限度地把“周至所需”和“太仓所能”相结合，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始终走在苏

陕协作前列。

“今年以来，太周两地协作亮点纷呈，为周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注入了持久动能。”市发改委负责人表示。

每年9月~11月，是周至猕猴桃成熟的季节。近期，周
至猕猴桃又迎来大丰收，总产量或超50万吨。

猕猴桃不愁卖，应当是周至群众最乐见的事情之一。
近几年，太仓等东部地区累计从周至直接采购猕猴桃等农
副产品超3亿元，带动众多脱贫群众增收致富。

针对周至猕猴桃产业产销两端链接薄弱现状，太仓携
手周至构建全链消费帮扶模式，在物流通道、销售渠道上下
功夫，着力打通产销瓶颈。物流方面，建立了陕西特色农产
品太仓物流配送中心，可实现日均1000吨以上生鲜果品周
转，中心已辐射苏州城区、昆山、张家港、嘉定、宝山、松江等
长三角市场。销售方面，两地签订了消费协作框架协议，鼓
励支持周至企业在太仓开设实体展销店，推动两地龙头电
商企业开展紧密合作。周至企业现已在太仓开设了6家农
特产品销售专馆。

此外，太仓每年都会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参与消费
帮扶，用核定的个人工会费开展定向采购，着力缓解周至农副
产品上市短期快销“难点”，年均参与超万人次；把消费帮扶纳
入“万企帮万村”行动，动员引导民营企业、商会、行业协会等

“以购代捐”“以买代帮”，消化周至农特产品。
消费帮扶只是一个方面，太仓开展的社会帮扶，惠及了

更多周至群众。在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引导下，
众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踊跃向周至的养老院、困
难群体等捐款捐物，已有373万元社会资金用于提升周至
的养老服务水平。工作组还探索实施了“太周慈善基金”项
目，引导太仓等东部地区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参与慈善，
履行社会责任。

今年3月，太周创新产业园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面完
成。太周创新产业园总投资8.3亿元，总建筑面积17.87
万平方米，涵盖办公、生产研发、辅助配套三大功能区，目
前已签约入驻多个优质项目，预计可新增就业岗位4000
余个。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太周创新产业园是周至
与太仓合作共建的“区中园”项目，依托周至县集贤产业园
区基础设施优势，借助太仓高新区产业引导优势，打造东
部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的承接地，是两地推进产业协作、
助推周至发展的标志性工程。近几年，太仓方面已引导天
幕、迪美斯等21个项目顺利落户周至。

对周至而言，从园区到田野，来自太仓的产业帮扶“润
物细无声”。

作为全国最大的猕猴桃产业示范基地，周至素有“猕
猴桃之乡”的美誉。针对周至的这一特色资源优势，太仓
围绕培育并提升猕猴桃产业核心产品价值和附加值，着
力做优做强“周至猕猴桃 鲜甜自有道”农特品牌内涵和
竞争力，从2019年开始，就持续投入帮扶资金扶持周至
百瑞猕猴桃标准化种植基地、司竹猕猴桃专业合作社果
品冷链物流产业化中心、3000吨猕猴桃果脯生产线等项
目建设，提升猕猴桃授粉品质，提高猕猴桃鲜果仓储、
物流水平，推进猕猴桃产业深加工体系建设，引导猕猴
桃种植户科学种植，助推周至猕猴桃产业向集群方向发
展。

今年，太仓额外拨付500万元帮扶资金，支持周至县
猕猴桃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该项目规划面积128
万平方米，建设“四区三中心”（猕猴桃贮藏保鲜功能区、物
流产地交易区、精深加工集聚区和电子商务运营区，猕猴
桃科技创新中心、展示会展中心和综合服务中心），建成后
将推动周至猕猴桃产业进一步创新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

红壹佰照明有限公司员工雷静，周至籍，跨越千里
到太仓务工。“每月工资能够拿到4000多元，很感谢太
仓和周至政府搭建的平台，帮助我解决了就业难题。”她
说。

自结对以来，太仓和周至通过携手开展劳务协作、精
准培训、品牌输出、专岗特岗托底等，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
就业，全力推动务工有门路、“饭碗”端得稳。

依托两地人社信息一体化平台，太仓市人力资源市场
的招聘信息可实时同步传送到周至县，求职者扫描身份证
就能认证登录系统，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企业现场可实
时对求职者进行面谈、考核，从而实现就业求职“零成本”

“未离家已定岗”的一站式就业。雷静即是借此途径来太
就业的。

太仓还深入开展“就业服务不打烊、网络招聘不停歇”
精准就业帮扶行动，利用线上各类网络平台组织网络招聘
会和抖音直播带岗、居家就业技能培训和社保政策宣传等
活动。今年，已经累计组织线上线下就业招聘活动21场
次，开展各类稳岗就业政策宣传12场次，推介江苏及东部
省份用工企业200多家，推介就业岗位超5000个。截至
10月底，累计帮助周至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264人，
其中脱贫人口661人，本年度新增转移就业1091人，其中
脱贫人口246人。

太仓的发力点不仅在本地，也在周至。近日，2022年
“周至园艺师”盆景造型技能大赛举行，全县96名园艺师
同场比拼，提升劳动技能，“剪”出美好生活。

这场比赛的背后，是太仓提供的苏陕帮扶资金已连续
两年用于周至群众劳务技能提升，通过以赛代培、以赛促
训，为周至打造劳务品牌，培养和发现技术技能型人才，培
育职业农民。

目前，“周至园艺师”作为陕西省唯一劳务品牌入围全
国劳务品牌评选，即将参加全国劳务品牌精品展活动。

下一步，太仓将致力于深化拓展协作领域，持续优化协
作方式，积极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助推周至地区乡村振兴全
面提速。

——聚焦特色农业，强化农产品精深加工和流通领域合
作，拓展特色农产品供销渠道，加速推动“陕货入苏”。

——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对口协作的重要抓手，加快
推进太周创新园项目建设，协力打造西部智能装备产业
园。

——深化劳务协作，做优人力资源交流信息化合作平
台，健全职业技能培养体系，促进精准就业。

——加强文旅合作，加大旅游推介力度，鼓励更多太仓
人走进周至、感受周至。

——深化经济、科技、人才、卫生、教育等领域合作，建
优建强医疗专家、骨干教师、农技人员“三支”队伍，全方位
拓展协作成效。

——积极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动员更多村、企业、社会
组织等力量参与进来，汇聚起太周东西部协作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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