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关注民生，惠泽百姓，一直是上
海援藏的一项重点工作。在高原地
区，不少的“高原病”“特色病”让老百
姓丧失劳动力，并由此致贫。因而，在
上海的援藏工作中，医疗也成为了一
个重点。
从“输血”到“造血”，上海医疗专

家前赴后继，承载着满满爱心的接力
棒，在开满格桑花的青藏高原上，不
断传递着。
“我们以上海三甲医院包科的方

式，加强学科建设，以‘高原病’和‘特
色病’为抓手，精心打造医院品牌，筹
建日喀则市上海临床医学中心。”上
海援藏干部、上海“组团式”医疗工
作队队长（!年期）、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浩说，“我们在
近期就启动了包虫病的筛查工作。
作为一种高原常发的寄生虫病，包
虫病对于百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甚至有生命危险。长期以来，包虫病
在西藏被称为‘虫癌’。我们近期就
进行了西藏自治区的首例肝包虫病
手术。”

张浩表示，一年来，上海医疗专
家开展了临床医疗新技术 ""#项，拓
展和增补了医院的技术范畴，如红细
胞单采治疗高原红细胞增多症、喉
全切加颈部淋巴术清扫治疗喉癌、颅
内动脉瘤切除术、颈椎骨折伴椎管狭
管切开减压复位前、后路内固定术
治疗颈椎高位骨折、$%& 负压引流
技术治疗久治创面不愈等。

在日喀则地区，“高原红细胞增
多症”发病率特别高，它会导致一系
列头痛、头晕、疲乏、胸闷气促、睡眠
障碍、食欲不振、记忆减退、精神不集

中等临床症状，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下
降，严重时甚至诱发肺动脉栓塞、外
周动脉栓塞、脑梗塞、心肌梗塞等致
命并发症。

多年以来，西藏地区对高原红
细胞增多症的治疗一直局限于吸
氧、活血化瘀、静脉放血等，疗效一
直不尽如人意，异常升高的红细胞
很难有效控制到安全范围。上海第
二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朱骏医生
和他的团队，开拓性地在全球首次
运用红细胞单采术来控制“高原红
细胞增多症”患者体内异常升高的
红细胞。
“不少患者高兴地发现，困扰他

们多年的头晕头痛、胸闷气促、疲乏
无力、食欲不振、失眠健忘、面色紫
黯、唇舌紫绀等症状，也在术后快速
减轻和消除，久违的健康感觉终于回
来了。”朱骏说，“一位老伯在术后兴
奋地表示，好像回到了 '(岁。现在我
的徒弟均已能熟练操作‘红细胞单
采’，我希望这项技术能够造福更多
当地老百姓。”

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李儒芝副
主任医师是首批“组团式”援藏专家
队伍中的一员，他发现西藏地区的医
疗检查手段相对欠缺，以其他城市早
已普及的妇科宫颈癌筛查为例，当地
甚至连最基础的巴氏涂片筛查都无
法开展，因而，根本无法有效筛查出
宫颈癌，并进行前期干预治疗。李儒
芝医生回沪后，援藏的接力棒传递到
新的一批医生的手中，他反复叮嘱后
去的同事们，一定要前赴后继，尽最
大的努力。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王

超副主任医师，跟随第二批援藏队伍
来到了日喀则。作为病理科医生，王
超医生在细胞学阅片方面有非常丰
富的经验，不久之前，一位当地年轻
女性前往日喀则人民医院就诊，王超
医生通过巴氏涂片的方式，确诊其患
有早期宫颈癌病变，而早期病变是可
以通过有效治疗治愈的，这位患者由
此获得了生的希望。

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周浩如
主治医师也随同第二批援藏队伍来
到了日喀则，他和王超医生，以及其
他援藏医生一起，通过带教、指导、
培训等多种方法，规范了当地的妇
产科应急流程，把先进的诊疗技术
带到了当地，为医院培养出了“带不
走”的专家。
“援疆、援藏是我登顶人生高度

的天路。”上海援藏干部、江孜县卫
生局副局长、江孜县人民医院院长侯
坤说。

'()' 年 * 月到 '+,! 年 ,' 月，
侯坤执行援疆任务。去年 -月，侯坤
又开始 !年期援藏工作，“事实上，来
自各个渠道援建的医疗设施并不少，
因为没有人会用，很多都闲置了。像
微压软体舱、常压饱和吸氧装置等设
备，与我一起过来的樊聪慧和刘怡两
位医师出身急诊科室，对高压氧舱非
常了解，于是重新组织了设备，并培
训人员，开发出一个因地制宜的‘氧
疗中心’。去年 ,,月下旬，‘氧疗中
心’正式对外服务。江孜是全国的旅
游历史名城，每年游客络绎不绝，对
高原氧疗的需求特别强。‘氧疗中心’
的建立，可以让更多游客在江孜得到
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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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中! 流传

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在日喀则!上海的援

藏干部就像是亲兄弟一样! 平时都是以

兄弟相称!他们努力营造一种坦诚相待)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协作的良好工

作氛围!在援藏工作中无私奉献(

援藏苦不苦! 高原反应对于每个人都

是一种考验(但是援藏干部们更愿意用*快

乐+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援藏工作)学习和生

活( 离开繁华上海!来到日喀则!不仅需要

足够的勇气!更需要对于事业的热情(

在日喀则! 援藏干部们的节奏和上海

没有区别!并带动当地工作人员的节奏"在

日喀则! 援藏干部和藏族兄弟姐妹一起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日喀则!援藏干部们

咬紧扶贫攻坚目标不放松! 让更多的老百

姓能够早日摆脱贫困!共同走上小康道路(

! ! ! !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联络组
组长、总领队倪俊南表示，一年来，
全体援藏干部人才克服高原反应等
身体不适，迅速进入工作状态。联络
组和 .个联络小组、“组团式”医疗
和教育工作队，明确了“,//,”的援
藏总体思路（即聚焦一个目标打赢
脱贫攻坚战，支持发展文化和旅游
两大产业，提升教育、卫生两大社会
事业发展水平，加快建设一个园区
珠峰试验区），各项工作取得初步成
效，圆满完成了日喀则市委、市政府
交办的合办珠峰文化旅游节等重大
任务。

“我们发现，西藏最缺的不是
钱，而是理念、管理和人才。所以，我
们深入学习习总书记扶贫思想，突
出智力援建，提出‘扶贫先扶志、扶
贫必扶智、扶贫须扶制’。”上海援藏
干部、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王高安
说，“我们通过产业发展来富民强
县，用产业发展来确保农牧民脱贫
不返贫。”

“再合适的温度也不能使石头
孵出鸡仔。”在王高安看来，只有从
援建项目入手，建立农牧民参与机
制和利益联结机制，才能带动农牧
民脱贫致富。

0,岁的巴桑顿珠是江孜县江热
乡热旦岗村的一位农民，全家共有
,+口人。原先外出打工，年收入约有
,万元。前两年，在县里的支持下开
始种植菌菇，去年的年收入已经达
到了 #万元。今年，巴桑顿珠准备扩
大菌菇的种植，打造菌菇种植基地，
带动村里的乡亲们一起致富，但资
金成为了最大的问题。获知了巴桑

顿珠的创业愿望之后，江孜联络小
组引导巴桑顿珠成立了食用菌种植
合作社，投入援藏资金 .+万元，协
调科技局投入科技扶持资金 ,,+万
元，并帮助他贷款 ,.+万元，加上巴
桑顿珠自己筹措的 #+万元资金，整
个项目顺利地启动起来。据介绍，投
入的 .+ 万元援藏资金并不是简单
直接给钱，而是通过带动就业以及
给没有就业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分红的方式，实现既助推实体产业
发展，又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的“双赢”目标。

事实上，如何用好援藏资金成
为了不少援藏干部思考的问题。“亚
东鲑鱼养殖业作为亚东县重点发展
产业，我们准备第一批投入 ,,++万
元，在下司马镇唐嘎布建设鲑鱼养
殖基地，该项目实施后，每年净产值
可以达到 0++万元，能使项目区 /0

户 .1 人原建档立卡户增强自我积
累、自我发展能力。”上海援藏干部、
亚东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军说。
“亚东鲑鱼繁殖基地是 /+,.年

,/月正式投入使用的，经过一年的
时间，目前已经繁育出 !+余万尾鱼
苗价值 -++余万元。”亚东鲑鱼繁育
基地技术领导小组副组长拉巴罗丹
说，“下一步，上亚东乡、下司马镇、
下亚东乡养殖基地正式投入使用
时，我们将从基地选派农牧技术骨
干专门指导，还将给当地群众免费
提供鱼苗和饲料，直至养殖基地能
够成熟运行。”

来自亚东县切马村的拉吉到鲑
鱼养殖基地已经有半年了，“我们在
这里‘以工代训’，不仅有工资拿，而

且学成之后，基地还会提供鱼苗和
饲料给我们，未来还可以通过合作
社方式销售。”
“今年 1月，上海市民就有机会

吃到亚东鲑鱼了。”上海援藏干部、
亚东县发改委副主任许冰说，“我们
计划 1月在上海建立亚东鲑鱼的销
售点，,+月在上海建立亚东特产的
销售中心，到时候像亚东木耳等特
色农产品就可以与上海市民见面
了，这不仅将丰富上海市民的餐桌，
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产业与市场相结
合，更好地惠及亚东的发展。”

拉孜是 !,#国道和 /,1国道的
必经之路。“我们利用‘智慧拉孜’社
会管理综合平台，实现扶贫工作任
务网格化管理，并逐乡逐村制定实
施方案，把任务项目化、项目责任
化、责任具体化。”上海援藏干部、
拉孜县委副书记施忠民说，“同时，
逐片绘制分布图、规划图和时间表，
依据时间、节点扎实推进。我们在援
藏项目确定上，既要锦上添花，更要
雪中送炭。不仅在产业调整、人才
培训方面投入；也要在思路转变，
观念更新中探索。通过积极支援城
市四大中心综合建设，全面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从而确保全面脱贫任
务完成。”

据施忠民介绍，目前援藏项目
“智慧校园”项目和县中学乒羽馆已
开始动工，教育和卫生业务骨干“走
出去”赴上海培训已分别圆满结束，
县人民医院“创二甲”医院工作全
面启动，中心综合大楼已进入开工
阶段，其它援藏项目也在积极稳步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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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援藏!新常态"

改变理念 温度再合适石头也孵不出鸡仔

! ! ! !“明年你们到定日的时候，就可
以看到一个现代化的生态智慧农业
园区了。”上海援藏干部、定日县常务
副书记何劲峰说，“最近，定日县人民
政府与上海垒圣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合作协议。这是援藏定日联络小组成
功引进的第一家落户企业，并将成为
西藏自治区第一家水培技术的蔬菜
公司。整个园区规划 0.+亩，其中水
培蔬菜的面积为 .+ 亩，今年年底能
种植出蔬菜，同时我们计划在明年推
出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科普教育、
种苗研发等功能于一体的 #+ 亩综合
体，不仅将成为定日的又一个景点，
更可以为定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提
供就业岗位。”

何劲峰曾经六次报名援藏，终于
在去年圆了自己的心愿，“定日县是
一个农牧为主的贫困县，只有一家珠
峰冰川矿泉水厂。目前除了上海垒圣
之外，我们也在与天喔食品接洽，目
前也达成了初步的协议，把西藏特色
农产品通过现代化加工带给更多的
消费者。定日县主要出产黑枸杞、黑
土豆和红土豆，我们与松江企业对
接，在上海有了展示空间。同时，我们
也与日喀则的学校对接，通过补贴运
输费，将特色土豆运到学校，既帮助
了农民，也让学生们能够吃得更好。”

上海援藏萨迦联络小组进藏以
来，围绕产业扶贫、精准扶贫开展了
大量调研工作，走遍了全县 ,, 个乡
镇 #+多个点，组织召开了 /+多个座
谈会，从各乡镇和各市直单位报送的
/++多个项目中，精心选择了吉定镇
水泥制品厂、萨迦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开发、麻布加乡农产品加工厂等
项目作为精准扶贫的优先项目，将吉
定镇水泥制品厂作为首批援藏产业
扶贫项目重点推进实施，确保年内竣
工投入使用。

“现在我们的唐卡供不应求，连
家里的唐卡都已经卖完了。”萨迦县
一家唐卡艺术传播公司负责人次旦
旺拉说。

据上海援藏干部、萨迦县常务副
书记吕真昌介绍，上海援藏萨迦联络
小组统筹安排了 ! 个产业发展项目，
投资将近 .+++ 万元，其中援藏投资
1.+万元，建立萨迦县吉定镇水泥制品
厂，推动萨迦县工业建材也加快发展，
直接带动当地 0+ 户 ,.+ 余人实现精
准脱贫；二是援藏投资 !#++万元，建
设萨迦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项
目和萨迦县吉定镇冲达村旅游基础设
施项目，提升萨迦县文化旅游产业的
服务接待能力，优化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环境，带动当地居民实现脱贫致富。

精准扶贫 萨迦县!"#余人脱贫

! ! ! !“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教育程度越
高。扶贫先‘扶智’，越重视教育的地方
越容易脱贫。”上海“组团式”教育工作
队队长、日喀则市教育局副局长、日喀
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校长傅欣说，“这里
的孩子都非常热爱学习，我们的目标
是：任何一个孩子都不能放弃”。

据傅欣介绍，上海第一批“组团式”
教育人才援藏教师共 0+名，由承担对口
援藏任务的浦东、普陀、徐汇、杨浦、松江
等 .区选派。他们将在日喀则市上海实
验学校开展支教工作，其中 0名教育管
理干部将援藏 !年，其余教师将开展为
期一年的援藏教学工作。0名教育管理
干部去年 -月 ,#日随本市第八批援藏
干部先期进藏。0+名教师中，第一批援
藏教师平均年龄 !-2/岁，最大年龄 .0

岁，最小年龄 /0岁，党员教师 /+名，中
级职称教师 /-人，高级职称教师 -人。
“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是西藏自治

区唯一一所 ,/年一贯制的学校，该校
由上海市对口支援。上海实验学校要建
设‘,3.34’远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是指上海实验学校，‘.’是上海对口
支援的五县，‘4’是指上海的若干所教
育单位。当然，该平台能为日喀则市更
多的学校所用。”傅欣说，“我觉得组团
式援藏教师队伍，能够缓解学校短时间
的、局部的师资紧缺问题，但是，主要工
作一定是做带动和培训本地教师的事，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师资，这样方能
持续地促进西藏教育内涵式发展。”

作为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副校
长、党总支副书记陈前进藏不久，就策
划组织了上海援藏教师在当地福利院
的周末公益课堂项目，为福利院的孤儿

送去亲情、课程和爱心物资。为了改变
单纯给钱的扶贫方式，他到学校对口的
仁布县的两个乡，和乡干部、村干部、农
民一起商议，最后，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
“三增”扶贫模式（农牧产品增收计划、产
品收购增值计划、扶贫过程宣传增效计
划），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

上海实验学校和上海对口支援的江
孜中学、拉孜中学、亚东中学等之前有共
建协议，组团式教育援藏队伍的干部和
骨干师资到县里去调研、指导、开设讲
座、共同教研、分享校本教材等。而对口
支援的这些学校也有不少创新的做法。
“有人对你心目中的中国‘新四大

发明’做过调查，‘高铁’‘支付宝’‘共享
单车’和‘网购’的支持率最高。对于西
藏亚东中学的学生来说，这‘新四大发
明’部分学生可能还没有听说过，更谈
不上享用过这些新型高科技。”上海市
第八批援藏干部、亚东中学校长梁昌明
说，“在普陀区教育局、援藏亚东小组成
员的支持和帮助下，亚东中学重点培养
学生科技素养，体验科创乐趣，打造教
育援藏亮点，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思想
逐步浸润孩子的创新思维。去年 *月，
西藏第一所中学机器人和 !& 打印创
新实验室———亚东县中学创新实验室
开张了。至今，通过网络课堂，对学生进
行了每周一次课的培训，各有 0((多人
次的学生接受机器人常识、组装、调试、
程序设计等体验式培训。去年 "/月 "!

日，-位从未出过亚东的学生首次代表
西藏唯一的一家学校参加上海市未来
工程师大赛，经过 !天的紧张比赛取得
好成绩，几位学生全部获奖，其中 /位
学生获得上海市三等奖。”

教育援藏 一个孩子都不能放弃记者

手记

! 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是西藏自治区
唯一一所 !"年一贯制的学校 图 !"#

特派记者 方翔

那么远，这么近，上海与日喀则虽远隔千山万
水，但“援藏”二字让两地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了一
起；一年前的今天，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抵达日
喀则市，一年来，援藏干部们不忘初心、快乐援藏、
不辱使命、建功高原，聚焦打赢脱贫攻坚战。“氧气
稀少，工作不少”“高原之上更要有高峰”，援藏干
部们全心全意为当地百姓服务，在精准扶贫中取
得了一个个令人瞩目的成绩。

巴桑顿珠介绍菌菇种植产业援藏

即将落成的日喀则市上海临床医学中心医疗援藏

日喀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参观日喀则上海
实验学校教育援藏

" 鸟瞰日喀则市区 本组图片 方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