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访交流，文化交融

台州茫崖虽相隔千里，却亲若比邻，近年来一直保持
定期高层互访的良好氛围。一次次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增进了彼此信任与深度合作，为深化东西交往交流交融
注入强心剂。

台州在茫崖市设有援青工作组，截至目前，我市共选
派4批7名援青干部驻扎茫崖。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援
青“为什么、干什么、留什么”的核心命题。2021年5月，第
4批援青干部陈剑只身奔赴茫崖市，任该市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他接过对口支援的接力棒，让饱含对口支援深情
厚谊的纽带系得更紧。

援青情谊可以是一次次满载收获的互访交流。
2010年以来，台州先后接待兄弟市的党政、公安、教

育、医疗等干部人才 10余批次、近 300人次前来考察交
流。援受双方各族干部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多位茫
崖优秀骨干教师被选派来台州学习培训，台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组建医疗小组远赴茫崖，开展专技人才培训、专家
巡回支医工作等，让大爱洒满海西。

援青情谊还可以是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融。
8月18日晚，茫崖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剧场座无虚

席，由台州市人艺话剧团创排的先锋话剧《西望的田野》
精彩上演。全场观众深深被剧情感染，跟随演员的精湛表
演，一起领略台州瓜农外出种西瓜的动人故事。

当天，台州市委宣传部还带领台州媒体和文艺团体
走进茫崖市传媒中心，举行“走进茫崖”文艺走亲座谈会。
双方单位就未来更好地开展文艺走亲，达成共识。

6月中旬，台州市摄影家协会赴茫崖市开展为期一周
的文化走亲活动，用镜头架起两地“连心桥”。“借助采风
机会，我们深入挖掘茫崖的文化魅力和文明底蕴，发现更
多更好的海西故事，让台州市民通过影像了解兄弟城市

的风土人情。”台州市摄影家协会相关人士说。
在你来我往间，两地文化走亲的内涵不断丰富。
2022 年 12 月，“神奇柴达木”——走进台州摄影展

在台州书画院亮相，来自海西州的摄影艺术家在暖冬
时节为台州市民送上美轮美奂的摄影艺术大餐。今年 4
月，“一江清水向东流”海西民族歌舞团、茫崖市艺术团
在浙巡演台州专场精彩上演，让台州观众感受到海西
别样的民族风情。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强两地文化交流，以柔性援建
深化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海西茫崖儿女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陈剑说。

从走动更勤到合作更紧，从交往走向交融，台州茫崖
两地友谊不断开辟新境界。

护航民生福祉，援助落到实处

千里援青，民生为重。十三载耕耘茫崖，一笔笔援青
资金、一项项民生工程开花结果。

行走在茫崖市，浙江援青的标识，时常出现在中小学
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科技活动中心等建筑物上。援建，
让这里的教育、卫生、公共文化等基础设施迈上了一个台
阶。台州援青还在昆仑山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参与攻坚茫崖市防风林绿化带项目，累计绿化面
积达300亩，为这座戈壁孤城穿上绿装。

自2010年以来，台州援青紧紧围绕青海产业“四地”建
设和海西州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共拨付茫崖援建资金近
2亿元。“十三五”期间，累计投入援青资金8260万元。

其中，80%的援建资金坚持向民生、向基层倾斜，重点
围绕饮水安全、医疗保障、生态保护等领域，支持建设茫
崖市冷湖水站改扩建及中水回用项目，茫崖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项目，茫崖市花沟镇防风林，茫崖市农副产品、
商贸、建材综合批发市场等10多个项目，使茫崖市城镇建
设和群众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十三五”援青项目已
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100%。

“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高点开局。我市新增落实在
茫崖市的援青项目9个，已投入援助资金3696万元，包括茫崖
市信息化服务中心、茫崖市民生保障及商业附属等项目。

看得见的变化，出现在这座戈壁新城；看不见的变
化，发生在茫崖市民的内心深处。

走进茫崖市的一家职工书屋，窗明几净，书架上摆满
了各类书籍，几位市民正捧着书认真阅读。下班后走进职工
书屋，感受文化熏陶，正成为茫崖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近年来，在浙江援青茫崖工作组的搭桥牵线下，台州
市总工会参与援建“职工书屋”“户外劳动者之家”等10个
活动阵地，帮助茫崖广大干部职工改善生活工作环境，丰富
业余生活。如今，新一轮援建项目提上议程，8月14日，两地

总工会在茫崖举办座谈会，共话对口援建新注脚。
过去几年，在疫情防控、重大自然灾害防治等大战大

考中，浙江援青茫崖工作组也经受住考验，充分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把台州的大爱源源不断输入茫崖。2022年，台
州向茫崖捐赠防疫物资价值200多万元，联合浙江商会等
企业团体捐赠各种防疫物资价值100多万元。

在项目建设上倾力支持，用真金白银无偿援助，台州
力量让茫崖儿女心怀感恩、充满信心。

立足产业带动，增强“造血”功能

如今，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已站在新起点上，台州茫崖
产业协作也在持续升温，打造N种新场景。

隐藏在茫崖高原荒漠间的丰富资源，初步探明的矿产有
石油、天然气、石棉等，其境内太阳能、风能资源也很丰富。近
年来，茫崖市在发展石油、天然气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以新
能源、天文观测等新兴产业为重点，着力打造石油新城。

驻茫援青干部通过积极走动和四处协调，多方对接
青海省台州商会等单位，通过搭建新能源产业、盐湖资源
开发、天文科技产业等平台，积极动员和引导台州企业家
到茫崖投资兴业。目前，援青工作组已累计洽谈新能源企
业 18批次，达成初步投资意向项目 3个，成功签约项目 1
个，预计总投资高达100亿元。

当然，这只是两地产业协作的一个缩影。
如今来茫崖，诗与远方是这座城市的标配：翡翠湖、千

佛崖、艾肯泉、冷湖火星营地、尕斯湖……这里处处是风景，
但因有人气无财气的软肋，制约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

台州商人许真理和徐永兵凭借灵敏的商业嗅觉，在援青
工作组的牵线搭桥下，积极参与到当地文旅产业建设发展中。
2021年，茫崖昆仑探险自驾游营地和金浙酒店（原名：北
纬36度房车营地）正式开业，两大营地毗邻茫崖花土沟镇
G315国道，成为当地自驾游和全域旅游的集散地。

天台企业主徐永兵在青海扎根奋斗近8年。第一次投
身文旅市场，他信心满满，“当下可为，未来可期”。他的信
心和底气，来自台州、茫崖协作发展文旅事业的决心与魄
力。在政策支持下，海西州辖区所有景区对浙江籍游客免
票，台州也出台政策鼓励职工前往海西、茫崖疗休养。

资源对接，除了引进来，还得走出去。
我市积极邀请茫崖组团参加台州组织的各类经贸活

动，为茫崖产品展销、招商活动提供销路。

2020年，通过“青洽会”“对口援青十周年”等活动，积
极宣传推介茫崖招商政策、着力进行招商引资，共有30家
浙江企业先后到茫崖考察。

在今年4月举行的“情系昆仑·牵手之江·助力产业‘四
地’建设系列活动”中，台州与茫崖不断深化经贸、文旅合作
和民间交流交往。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和茫崖市文
体旅游广电局签署旅游战略合作协议。两地精心搭建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会平台，现场达成海西州特色农畜产品
进入台州40家商超，并完成签约项目2个，预投资额达2.11
亿元，为茫崖特色农畜产品销售注入源头活水。

援青 13年，两地以合作之实，拉近山海之距，援青综
合效益不断显现，民生改善更加普惠，产业合作更加富
民，交往交流更加交融，文化浸润更加入心，打造了一批
具有台州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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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跨越千里，山海情深。
台州与茫崖，一个是地处东南沿海的“曙

光之城”，一个是位于西北边陲的“石油新城”。
2010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台州市跨越千山
万水，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
第一次“牵手”。

从那之后，两地握起的手从未松开。
13年间，台州“用心”“用情”“用实际行

动”，给予茫崖大力支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
绩单。

8月18日晚，茫崖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剧场座无虚席，由台州市人艺话剧团创排的先锋话剧《西望的田野》精彩上演。 诸葛晨晨摄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4月17日晚，“一江清水向东流”海西民族歌舞团在浙
巡演台州专场举行。 杨 辉摄

13年来，一笔笔援青资金在茫崖变成了一个个民
生工程开花结果。行走在茫崖市，浙江援青的标识，时
常出现在建筑物上，从上至下依次为社会福利院、茫崖
中学科技楼、茫崖市农副产品、商贸、建材综合市场。

北纬36度房车营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茫崖市委宣传部提供

茫崖市的职工书屋茫崖市的职工书屋。。

台州和茫崖两地台州和茫崖两地签署旅游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旅游战略合作协议。。

新城茫崖新城茫崖 徐徐 超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