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的龙泉，空气中飘着果香与花
香。锦溪镇下锦村，200 多棵从嘉兴秀
洲移栽而来的槜李树，结出殷红的果
实；西街街道周村村，10 万株秀洲资助
的原种铁皮石斛苗，开出黄色的花朵。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自然条件，曾
让浙江不同地区之间横亘一条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沟壑，浙江将之总结为

“山海”差距。
山有所呼，海有所应。实施山海协

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
间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八八战
略”的重要内容。秀洲与龙泉，就是第
一批结对县（市、区）。这是一条横跨山
海、接续约 20 年的时间轴，也是一个

“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
式发展”的宏大工程。在每个时间节点
上，每一位参与山海协作的干部群众，
都接力奋斗，如朵朵浪花奔涌入海。

商浩伟就是其中一员。2020 年 11
月，担任秀洲医保分局副局长的他，被
选派为龙泉经济合作交流中心党组成
员、副主任，接过了山海协作的新一棒。

“等下我们去实地调研，看看这些
年的协作项目。”见到商浩伟时，他正在
龙泉经合中心的办公室里，忙着与新一
批秀洲山海协作挂职干部沈毅成交接
相关工作。

这一幕似曾相识。2020 年秋天，
上一批挂职干部王凯在这里与商浩伟
交接工作，不仅留下了办公室、宿舍的
钥匙，还留下了电脑里几十兆的协作
资料。

山海协作，更迭的是挂职干部，不
变的是责任和情怀。

龙泉位于浙西南边陲，山多、路远、
耕地少。商浩伟出发挂职前，曾与王凯
通过数次电话，做足了思想准备。可当
他真正踏进龙泉的沟沟坎坎，才意识到
肩上的重担。商浩伟明白，想要找到工
作的突破口，还需深入村镇、实地调研。

山路十八弯，挡不住山海协作干部
的脚步。到任后的几个月，商浩伟就在
龙泉的山水间奔波，掌握当地最迫切的
需求。他曾去过龙泉最西南的龚岭村，
看到村里通向乡里的宝莲路上，往来车
辆变得络绎不绝。

这条路，陈兴荣也曾走过数趟。
2003 年，陈兴荣任秀洲区合作交流办
副主任，分管山海协作，“当时的龙泉，
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路。穷在山
上，难在路上，缺在钱上。”

帮扶，重要的是“对症下药”。在秀
洲援建资金支持下，宝莲路从泥巴路改
造提升为柏油路，村民出行更便捷。如
今，龚岭村摘了“薄弱帽”，不少外出务
工的村民还回乡开起了民宿。

从 2002 年到 2015 年，在秀洲的帮
扶下，龙泉实施了低收入群众“劳动力
技能培训工程”、中小学寄宿生生活改
善工程、爱心助学工程以及包括龚岭村
道 路 在 内 的 10 多 个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项目。

比起陈兴荣，商浩伟如今奔波秀
洲、龙泉两地，多了不少选择——动车
已通到龙泉城区，柏油路通到村民家门
口，走出大山的硬件通道打通了。

2018 年，浙江吹响打造山海协作
工程升级版的号角，提出推进山海协作
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提升。秀洲与龙
泉的山海协作也有了新的内容：从“输
血”走向“造血”。

时任秀洲区发改局党组成员的潘
惠清主动联系国土、
住建等相关部门，积
极推进“消薄飞地”
产业园建设。“当时
的龙泉相对偏远、产
业链不完善，打造产

业园成本更高，对客商的吸引力远不如
秀洲。”潘惠清回忆，当时大家反复论
证，决定以长效“造血”的方式建设龙泉
在秀洲的“消薄飞地”产业园。

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大局面前，秀
洲拿出了国家级高新区的 75 亩土地，
投资近 2 亿元建设了嘉兴·秀龙山海智
造 园 。 如 今 ，已 累 计 返 还 龙 泉 收 益
5160 多万元，助力龙泉 98 个集体经济
薄弱村增收消薄。

2020 年，共建园区的接力棒传到
了商浩伟手中。在他的协作下，去年 9
月，龙泉投资了秀洲秀水新城科技产业
园项目。项目投产后，预计所得收益每
年540万元，将用于龙泉42个村集体经
济长效增收。

山海协作的路，也越走越宽。2021
年，商浩伟和同批挂职干部推动秀洲镇
街与龙泉结对的全覆盖。如今，王店镇
干四村以“干将、莫邪”元素为联结，引
入龙泉宝剑、青瓷等特色产品，进一步
充实“网红打卡村”的文化内涵；新塍镇
吸收龙泉市龙南乡投资建设产业园项
目，并约定给予保底收益。

山海协作干部的使命就是成为桥
梁，把两地优势资源嫁接好。如何提升
龙泉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是商浩伟常常
苦思的问题。

秀洲的光伏产业链完整，而龙泉的
光照条件好，是光伏发电很好的应用场
景。在商浩伟的牵线搭桥下，2020 年
起，秀洲陆续投入 213 万元援建龙泉下
锦村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时下的下锦村，村委会大楼和不少
农户家的蓝色屋顶闪闪发光，村党支部
书记唐丽美的笑容也格外灿烂。前不
久，村里第三期光伏发电项目已完成并
网并产生经济效益。唐丽美算过，该项
目每年总计可为村集体增收 14 万元，
借助大好势头，今年村里将向“经营性
收入超60万元”冲击。

“做项目，要做到龙泉人民心坎
上。”这是历任秀洲山海协作干部秉持
的理念。2019 年，在挂职干部吴波和
王凯的共同对接下，龙泉 11 个经济薄
弱村先行试点种植粽叶，并与嘉兴粽
企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如今满山的粽
叶鲜翠欲滴；2022 年底，在商浩伟的
推动下，秀洲农业龙头企业味德丰食
品与龙泉河坑塘村、安田村开启浙东
白鹅定向养殖协作，再过 1 个多月，龙
泉长大的鹅就将出现在秀洲百姓的餐
桌上⋯⋯

项目扶上马，还要送一程。从项目
的制定、实施，到利益联结机制，商浩伟
都要定期跟踪、督促、检查，直到把收益
装进乡亲口袋里。

“我的挂职虽然结束了，但协作项
目还要扎下根。”在商浩伟的工作笔记
里，还有不少未完待续的工作。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少。”一
批批山海协作干部，躬身为桥，消弭山
海间的距离。2018 年起，秀洲连续三
年举办农产品展销会，时任秀洲区发改
局副局长的付翔记得，总有一个绝佳的
展销位是留给龙泉高山农产品的；吴波
发动秀洲企业、政协委员和爱心人士等
力量，先后向龙泉困难家庭和学生捐资
捐物累计35万多元⋯⋯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山海协
作干什么？为龙泉留下什么？将来带
走什么？”来时心头萦绕的疑问，商浩
伟等山海协作干部用时间释疑解惑，
答案写在青山绿水间，写在瓜果飘香
里，也写在龙泉百姓心中。而未来，秀
洲与龙泉的“山海情”还将不断演绎新
的精彩。

商浩伟：山路十八弯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沈烨婷 郁馨怡 邱建平 共享联盟·秀洲 魏 梁 史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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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战略”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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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的竹垟乡水上梯田原貌。 竹垟乡供图在秀洲参与援建下，龙泉市竹垟乡建成水上梯田。 拍友 吕律杨 摄

商浩伟在龙泉市城北乡河坑塘村考察秀洲出资协作建设的小黄牛养殖基地。
本报记者 邱建平 摄

配备先进医疗设备的体检车从舟山本岛出发，搭乘“共富方舟”抵达偏远海岛。 共享联盟·普陀 罗沛文 摄

在“共富方舟·健康守护”行动中，于姜标赴海岛为村民义诊。
共享联盟·普陀 黄科润 摄

跨山越海，谱写协奏曲

清晨，天蒙蒙亮。浙江普陀医院
住院部 12 楼一间办公室的日光灯被
点亮，身穿一袭白大褂的医务科执行
主任兼感染科主任于姜标步履匆匆
走了进来，刚落座就开始整理海岛居
民的就医需求、罗列“下沉”医生名单
等，为“共富方舟”下一站做准备。

舟山市普陀区有大小岛屿 740 多
个 ，是 我 省 海 岛 数 量 最 多 的 县（市、
区）。“八八战略”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
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
体化。一体化，对海岛县而言尤为关
键。为进一步解决海岛群众就医难问
题，2022 年 7 月，普陀区启动“共富方
舟·健康守护”行动，一艘由滚装船改装
成的“共富方舟”带着体检车、医疗团队
下海岛，为基层群众持续提供健康管
理、健康监测、应急救治等高质量诊疗
服务。

作为“共富方舟·健康守护”行动的
主要参与者，于姜标和同事们定期送医
上岛，风雨无阻，把医术与感情“沉”在
海岛。

“清晨五六点，伴着日出，提着大包
小包登船；遇到风浪大的天气，还要克
服晕船反应⋯⋯”于姜标向我们勾勒着
医务人员漂洋过海送服务的画面，“有
些医生刚值完夜班，没睡几个小时就顶
着风浪出发了。”

既是义诊队员又常常担任领队的
于姜标起得更早。他为大家准备好早
餐，对接好船班，保障一路顺畅。

而于姜标更多的工作，是做在每一
趟“共富方舟”启航之前。

“老百姓最需要哪些医疗服务，我
们就提供哪些。”为了摸清基层需求，精
准制定“下沉”方案，于姜标经常与普陀
区卫健局、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沟通讨论至深夜。“虾峙岛
老龄化严重、家庭医生签约率相对不
高，急需开展‘两慢病’筛查；蚂蚁岛部
分群众对骨科、外科有需求⋯⋯”翻开
于姜标的工作日志，里面记录着每座小
岛的人口特点。

摸 清 需 求 后 ，配 强 医 疗 队 伍 是
关键。

为让基层百姓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
务，于姜标铆足了劲，到各个科室请专
家。让于姜标格外高兴的是，除了本院
医生，省级专家也加入到“共富方舟·健
康守护”行动中。2021 年，搭乘浙江省
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的东风，普陀
开启了与浙大邵逸夫医院新一轮的深度
合作，邵逸夫医院每年派出12名各学科
专家到普陀医院工作。他们的加入让海
岛老百姓不出岛就能看省级专家。

“知道我们要来，岛上老百姓总
是在义诊场地翘首以盼。”于姜标动
情地说，每次看到大家充满期盼的眼
神 ，自 己 就 更 想 把 这 件 事 做 好 、做

下去。
记忆回到 2012 年，一项民生工程

在浙江拉开序幕——推动医学人才、城
市医院“双下沉”，促进县域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和群众满意度“两提升”。全省
各地城市医生纷纷“下沉”县区，开辟出
一条条基层医院改革之路。

而县区医院的医生，则将“下沉”的
触角继续延伸。那时，35 岁的于姜标
与同事手提药箱，登上一座座小岛，服
务最基层的百姓。“城乡之间的医疗差
距依然很大，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检
查，在一些小岛的卫生院却做不了。‘家
门口’的医疗，需要更大提升。”频繁的
下乡经历，让于姜标感受到他们这一代
医生的责任。

“共富方舟”的启动，给了“于姜标”
们更多发挥特长、服务群众的机会。跟
随他们一起下沉海岛的，还有优质的医
疗设备。“共富方舟”一共配备了4辆移动
医疗车，包括两辆 CT 车、一辆 DR 胸片
车和一辆体检车，共投入2000多万元。

“以前，体检得坐船去舟山本岛；现
在，在家门口就能免费体检”“不仅有内
科、外科、眼科等科室，还能提供 B 超、
心电图、CT 等全面检查，真是一座‘流
动医院’”⋯⋯海岛居民的夸赞，就是最
好的褒奖。

数据也是印证。自“共富方舟”启动
以来，已开展 18 次行动，惠及海岛群众
7000 余人次。截至 2022 年底，普陀区
驻岛老年人的健康体检率达到90.34%；
妥善处置健康预警 425 人次，通过巡回
服务新发现慢病患者 370 余人，检查出
危重病患者 30 余人，均给予了及时干

预与治疗。
“下沉”海岛没有终点。伴随着人、

财、物的“下沉”，于姜标开始将更多精
力投入到将“输血”变为“造血”的实
践中。

在普陀区卫健局的领导下，于姜标
倡导通过师徒结对的方式，让“下沉”的
省级专家、区级专家带动基层医务人员
成长。一年前，当时还在普陀区桃花镇
中心卫生院的全科医生戴其乐向省级
专家“拜师学艺”，现在，他的急救技能
得到了极大提升。

今年，于姜标将“共富方舟·健康守
护”行动和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年行动结
合，为基层医务人员带去理论授课、技
能实操培训等。每周三上午，除了组织
普陀医院的医生观看邵逸夫医院的多
学科讨论视频之外，于姜标还将学习资
料通过网络平台分享给海岛基层医务
人员。

与此同时，一张依托“共富方舟”建
立的小岛医疗防护网正在普陀海岛间
不断织密。

“前不久，一名偏远海岛居民突发
心梗，我们仅用 20 分钟就完成了一场

‘生命接力’。”于姜标回忆，5 月 23 日
上午，一名 60 岁男子晕厥倒地后被送
至东极镇中心卫生院就诊。接诊医生
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了检查，并将患
者病情和心电图发至“普陀区胸痛联
盟”微信群，普陀医院急诊、心内科和
邵逸夫医院等多学科专家线上实时指
导救治。患者病情危重，需要立刻送
往普陀医院进行急救。东极镇相关负
责人马上联系直升机对患者进行转
运。护送患者的医生通过 5G+AR 眼
镜，将现场情况实时与普陀医院医生
分享。在各方密切配合下，救援工作
一气呵成。由于抢救及时，患者术后
恢复良好。

“得益于‘山海’提升工程，目前从
邵逸夫医院总院到普陀医院，再到海岛
各个卫生院，建起了一个三级海陆空联
动急救医疗体系，大大提升了海岛极危
重症患者的救治效率。”于姜标欣喜地
看到，偏远海岛与优质医疗资源的距离
正在不断拉近。

海风阵阵，拂过东海的点点岛屿。
汽笛声悠长，跃动着海岛居民对更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跃动着“于姜标”们
对优质医疗共享提升的新期盼。

于姜标：移动医院送医上海岛
本报记者 黄宁璐 共享联盟·普陀 励 佳 通讯员 张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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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科执行主任，
感染科主任、党支
部书记。

扫一扫 看视频

数说20年
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2年11716元

2022年71268元

2002年4940元

2022年37565元

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2年2.37

2022年1.90

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2002年850亿元

2022年7404亿元

山区26县经济总量

浙报制图：潘泓璇

数据来源：省发展改革委、省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