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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重庆市三峡库区移民对口支援按照移民安稳致富、搬迁安置、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

境建设整体推进的要求，以三峡库区经济发展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以下简称重庆会议）和三峡库区对

口支援暨经贸洽谈会（以下简称万州会议）为契机，全面完成2004年度工作任务，实现对口支援领域拓

展、模式创新、成效显著等方面的重大突破。 

  一、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2004年，重庆市三峡库区引进实施对口支援经贸合作项目183个，其中新建项目117个，续建项目66

个；到位资金22.40亿元，比2003年增长47%。其中无偿援建社会公益性项目资金1.12亿元，比2003年

同期增长12%；移民劳务输出2.1万人；培训农村移民致富带头人808人；干部挂职、培训342人。 

  重庆会议和万州会议上重庆库区签订的62个对口支援经济合作项目进展情况正常。截至2004年12月

31日，已到位资金11.65亿元，其中支援方到位资金10.78亿元，受援方到位资金8730万元；18个项目

竣工投产，开工建设26个，正在抓紧做前期工作的项目15个，需要继续洽谈的项目3个，分别占签约项

目总数的29%、42%、24%和5%；建成项目已安置就业7800余人。 

  62个签约项目具有3个特点：一是项目投资规模大。62个签约项目中投资总额上亿元的项目34个，

占项目总数的54%。二是民营资金比重大。62个签约项目合同资金总额199亿元中，民营资本投资110亿

元，所占比重55.2%。三是项目涉及产业齐全、领域广。62个签约项目涉及一、二、三产业中的农业、

林业、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纺织业、建筑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劳务合作、水电、交通等各

个方面，既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项目，又有高科技的新型产业项目。 

  二、编制对口支援规划 

  重庆市三峡库区各区县结合本身的实际情况，认真编制2004～2007年对口支援规划。规划重点是加

强经贸合作、完善基础设施、打造劳务经济、实施人才战略、发展社会事业等5个方面。2004～2007年

全库区规划引进实施对口支援项目680个，到位各类资金92亿元，劳务输出7800人，就业培训5000人。

多数区县的规划得到结对省市的认可，并已启动实施。 

  三、跟踪服务签约项目 

  一是建立签约项目目标责任制，形成“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跟踪服务工

作机制。二是切实兑现签约项目落户当地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对签约项目实行“一厂一策”“特事特

办”的灵活机制。三是提出“条件有限，服务无限”工作要求，为签约企业设立“绿色通道”，采取代

理制、挂牌制、服务承诺制等3种服务方式。 

  四、培育库区劳务经济 

  重庆市三峡库区劳务输出组织形式主要有5种：一是区县政府与结对省市对口办签订劳务输出合

同，结对省市负责制定劳务安排方案，提供企业用工信息。库区区县移民局（对口办）、乡镇分别负责

培训和组织输出，由移民个人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二是由库区县对口办、农委、教委、劳动社会保障

局、妇联与企业共同出资注册劳务服务公司，按照市场机制、企业运作的方式组织劳务输出。三是邀请

对口支援省市企业在库区召开招工现场会。云阳县利用春节期间在外企业家返乡探亲的机会，开展“同

乡亲情招工招聘”，一次性签订800多人的务工合同。四是对口支援省市企业联合投资区县开办培训学

校，根据工作岗位要求自行培训后输出，以建立比较稳定的劳务资源基地和劳务安排基地。五是对口办

与有劳务输出能力的区县技能培训学校签订合同，由学校负责组织培训和劳务输出。 

   五、培训致富带头人 

  重庆市开展培训移民发展致富带头人工作的“火炬行动”。库区区县选派一批年纪轻、有一定文

化、有一定种植、养植实力的移民、村、社干部808人，赴全国16个省市学习花卉、蔬菜、水果、猪、

牛、羊、水产等种养植技术。培训时间一般在15天以内，采取集中授课、分散参观、走访农户等多种形

式。通过外出培训受训移民打开了眼界，理清发展经济的思路，掌握了信息，并与外省的一些重点专业

户建立了联系。 

 



  六、2004年对口支援工作特点 

  （一）对口支援向纵深发展 

  2004年，上海、浙江、福建、山东、辽宁、河北、云南、深圳、南京、厦门、天津等16位对口支援

省市领导率有关部门负责人、企业家赴库区开展对口支援工作。2004年是支援方省市领导集中到库区考

察人数最多，级别最高的一年。万州、涪陵、长寿、渝北、巴南、丰都、石柱、奉节、忠县等区县党政

一把手亲自带队赴结对省市汇报工作、招商引资、寻求支持。  

  （二）对口支援领域不断拓宽 

  2004年，重庆库区对口支援除经贸合作、希望工程、公益性项目、干部交流等方面外，在有序组织

大规模移民劳务输出、培训移民发展致富带头人等方面也进行有益尝试。对口支援省市优势企业投资方

向从过去单一的经贸合作扩展到劳务合作，政府援助由无偿援助开始向移民技能培训、劳务输出项目倾

斜。全国对口支援的重心逐步从支援移民搬迁安置向支援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移民安稳致富方面转移。 

 

  （三）对口支援模式不断创新  

   对口支援工作在实践中摸索出承债式兼并搬迁企业、移民资金和职工安置双包干、企业改制拿钱

走人、企业独资兴业、名优企业以品牌、技术、销售网络入股等多种经贸合作模式。在2004年劳务合作

中对口支援模式也有所创新，开始借助对口支援平台组织劳务输出，依据合同规范管理用工单位和劳务

人员。 

（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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