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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位来自定日县灾区的少年在2025赛季中超开幕式领唱国歌▲

2015年，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给日喀则地震安置点的小朋友送学习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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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
召开，标志着对口支援西藏工作的正式启动。1995年
5月17日，上海首批援藏干部启程赴藏，开启了为受援
地贡献力量的新篇章。至今，已有10批次、共计903
名干部赴藏工作，书写了无数沪藏同心的援藏佳话。

30年的上海援藏事业，让日喀则发生了沧海巨
变，也见证了沪藏两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取得这一
成果的背后，是上海援藏干部们的无私奉献，以及社会
各界的鼎力相助，其中上海社会组织、民间力量功不可
没。以公益慈善为载体，一份份爱心如同涓涓细流，汇
聚成援藏事业的大江大河。

李一能/文

▲ 乡村医生项目的代表郭帅（左）与当地医生交流▲

海富通基金助力日喀则萨迦县儿童护齿行动

▲ 在2024第39届“海港—上汽”杯新

民晚报暑期中学生足球赛全国交流赛

上，来自西藏日喀则赛区三支足球队

的队员们来到上海完成圆梦之旅
“申城之花”在雪域

高原绽放

2024年6月26日，中超联赛第16
轮，在滂沱大雨中，上海申花主场对阵
梅州客家。一位名叫达娃吉拉的12
岁藏族小女孩，在开赛前带领数万名
观众高唱一曲国歌。
达娃吉拉曾患有严重的脊柱侧弯，

是上海的援藏医生帮助她实现了康
复。这天，在申花足球俱乐部的邀请
下，来沪复查的小达娃来到比赛现场，
这既是一场为女孩庆祝新生的仪式，
也见证了一段特殊的沪藏足球情缘。
西藏日喀则，是世界之巅珠穆朗

玛峰的所在地，平均海拔超过4000
米，空气含氧量很低，并不适合开展高
强度体育运动，否则将可能对人体造
成不可逆的伤害。但即便如此，当地
孩子对足球的热情却远超想象，在
2022年的一项问卷调查中显示，足球
就是孩子们在体育运动中的最爱。
去年6月，为支持上海援藏，申花

足球俱乐部首次派团进入日喀则市定
日县、江孜县等多个地区，针对当地青
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系
统性走访。
他们看到，藏族孩子们在艰苦的自

然条件下，利用最简单的设施，享受着
足球运动最纯粹的快乐，这让前往参访
的俱乐部队员非常感动。计划邀请日
喀则足球少年来上海做客，并与当地开
展足球运动方面的交流合作。
但不久后，一场天灾不期而至。

2025年1月7日，西藏日喀则定日县
发生6.8级地震，特别是申花队曾经走
访的长所乡森嘎村，成为了重灾区之
一，整村建筑几乎全部损坏，人员伤亡
严重。
孩子们都还好吗？当队员们正怀

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前方传来消息，
虽然受灾严重，但已经得到了妥善安
置，坚强的孩子们还在安置点的空地
上踢起了足球，以此来疗愈心灵上的
创伤，暂时忘却灾难带来的阴霾。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俱乐部立即

与上海援藏小组联络，为定日县长所
乡森嘎村的孩子们录制了祝福视频，
鼓励他们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1
月11日，上海申花的沈龙元、王赟、于
汉超、吴曦、高天意、陈晋一、若昂·特

谢拉就给震区的小朋友
们发来了视频祝福。
在救灾帐篷中，上海援藏干部为

孩子们播放了申花队队员录制的视
频，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之后更多的足球也被送到了地震震
区，陪伴灾区孩子们度过了那段特殊
时光。

2月22日，4名来自定日县灾区的
少年，受邀来到上海，参加2025赛季
中超揭幕战开幕式。他们中既有热爱
足球的少年，也有在地震中失去家人
的孩子。在领唱完国歌后，孩子们共
同传递火神杯，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受
到了超出足球运动本身的意义——用
爱战胜灾难，用温柔抚平伤痛，用真心
托举未来，这场跨越千山万水，连接山
海的足球情缘，仍在续写。

持续十年的沪藏“美
丽约定”

5月18日，“美丽西藏”项目十周
年座谈会在解放日报社举行。解放日
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援藏干部
联络组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在
助学、助医、乡村振兴等领域拓展社会
化援藏工作，宣告了“美丽西藏”项目
正式纳入对口援藏工作，这场持续十
年的“美丽约定”进入了全新阶段。

2015年5月，解放日报发起“美丽
西藏”捐资助学活动，组织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党政干部、民
营企业家及爱心人士，“一对一”结对
资助西藏日喀则的贫困藏族大学生完
成学业。并在2024年成为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重点项目。十年来，有1116
名藏族学生受到资助，“美丽西藏”助
学金、奖学金发放500多万元，已有六
批大学生毕业，成为建设“美丽西藏”
的人才。
原本只是随心而起的一个善念，

没想到一做就是10年。项目组织者、
《宣传通讯》主编田冰颇为感慨：2015
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大地震，我国
与之相邻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也被波
及。当时正前往西藏开展公益自驾行
的田冰立即与上海援藏第七批联络组
取得联系，匹配了需求清单后，队友在
拉萨采购了价值10万元的物资，送到
日喀则地震救灾安置点。
在救灾过程中，田冰发现当地有

不少孩子品学兼优，但因为家庭贫困
无法继续大学学业，于是与随行的6

位民营企业家约定资
助西藏贫困大学生，每年资助每名学
生5000元。在当时，大部分学生的家
庭年收入不到5000元，这笔善款无疑
是雪中送炭。看到孩子可以继续念大
学，家里也有了希望，受助群众流下了
激动的泪水。

2016年，田冰成为上海援藏干
部，前往西藏工作3年。在他的牵头
下，这一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得更为顺
利。在田冰看来，爱心捐助不仅给西
藏学子提供了物质资助，更重要的是
成长引导。建设美丽心灵，就是不断
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传播大
爱，给社会持续注入正能量。
玉珍是田冰结对帮扶的藏族孩子，

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命运坎坷但很上
进，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人
生。田冰一直把玉珍视为自己的女儿，
对她的生活、学业非常操心，像老父亲
一样唠叨着让她认真填选高考志愿，说
希望离上海近一些，方便自己去看她。
不善言辞的玉珍一直喊田冰“叔叔”，
直到有一次偶然发送的一张截图暴露
了她的一个“小秘密”：在玉珍的手机
里，对田冰的标注竟然是“臭爸爸”。
“经济上的帮扶是其次，主要是精

神上的陪伴与支持。结对的目的并非
施舍，而是爱的交流与传递，最终受助
者与帮助者双方都能从中获益匪浅。”
田冰说，正是因为认同这样的理念，10
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一团队。
上海凯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卫统捐助了两批40名学生，他说：“这个
过程让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感动。”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

院副教授付春，于2018年结缘“美丽
西藏”项目，组织了“询美使者”志愿者
活动，带给大山里各族孩子更好的教
育资源。在她的指导和帮助下，很多
少数民族同学找到了人生的奋斗目
标，而且大多选择回到家乡贡献力
量。田冰表示，他将继续陪伴西藏困
境学子成长，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
加入其中。

上海老人向西藏匿名
捐赠91万元

2021年10月中旬的一天，位于淮
海中路1253号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爱心窗口，走进了一位穿着朴素的老
人。他向工作人员咨询了一番后，表
示愿意向上海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
区的专项基金捐款。
“我想捐91万元。”当老人说出这

个数字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吃了一
惊。平日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款
的市民虽然络绎不绝，但一下捐出91
万元实为少见，这也是该基金会近期
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赠。

工作人员在帮助老人完成刷卡支
付后，看到他手机上一条短信跳出，显
示卡内余额只剩4000多元，于是当即
询问，会不会因为捐赠影响生活。但
老人说没关系，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
的心愿，作为一名老党员，他与共和国
一同成长，深感国家的兴盛，离不开一
代代默默无闻、隐姓埋名的奉献者，因
此他有两个要求，一是匿名捐赠不宣
传；二是这笔捐赠一定要用在助力实
现共同富裕上。
“您真是太高尚，我自认是做不

到。”听到工作人员的称赞，老人淡然
一笑说：“等你到我这个岁数，相信你
也能做到的。”

在得知这一故事后，上海援藏联

络组的援藏干部们也被老党员的高义
所深深感动。他们决定，一定要把这
笔钱用到实处，不辜负老人的一片赤
诚之心，把他的善意传递到需要帮助
的藏族群众手中。经多方调研，确定
了在日喀则市拉孜县使用这笔善款。
拉孜县2019年顺利通过第三方评估
实现脱贫摘帽，2020年顺利通过国家
脱贫普查工作，但为防止有群众因病、
因灾或其他重大事故导致致贫或返贫
问题发生，拉孜县政府在出台政策的
同时，积极对接援藏联络组（拉孜援藏
小组），而上海老党员的捐赠犹如“及
时雨”，为拉孜县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

3月3日至5日，拉孜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边巴罗杰带领工作人员，
实地对各乡镇上报需要帮扶的项目进
行了调查。3月28日至29日，上海第
九批援藏总领队、时任日喀则市委副
书记孟文海带队，会同拉孜援藏小组

深入拉孜县各乡镇，对拟需实施扶持
救助的困难农牧民家庭进行抽样调
研，详细询问调研户家庭基本情况、生
产资料以及就医、就学、就业现状和存
在困难等。
经过审核，确定拉孜全县共有148

户449人农牧民家庭，需要实施扶持救
助举措，救助资金共计92万元，根据具
体的需求，每户受助善款从4000元到2
万元不等。为确保资金的安全，坚持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乡村两级“公
示”、乡镇申请、县复核后，最终于6月
17日召开资金分配会议进行研究审
定。为确保资金安全，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将捐赠资金汇入到拉孜县财政局
指定账户，拉孜县财政局通过“一卡
通”形式，直接拨付至各农户卡上。

6月24日，善款如期汇入了受助
群众的银行卡中，让这些困难家庭喜
上眉梢。这场来自上海的“及时雨”对
他们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芒普乡乃村的村民旦增平措患有
高血压、肺结核、心脏病等多种疾病，
急需医疗费去就诊看病，而来自上海
的2万元善款，让他心头的包袱一下
子卸了下来。“我准备戒酒了，要爱惜
自己的身体，不能辜负上海好心人的
深情厚谊。”
家住拉孜镇拉龙村的达瓦普尺一

家有六口人，一位妈妈带着5个儿女，
24岁的女儿卓玛央拉2021年毕业后
目前无稳定工作，全家劳动力只有1
人。2021年，二女儿普赤因肾病住院，
家里的经济压力非常大。在获得了1
万元的资助善款后，卓玛央拉高兴地
说，弟弟妹妹们终于可以安心学习了。
拉孜县查务乡达尔村村民普琼，

身患尿毒症需要换肾，前后治疗费用
已经用去了30万元，而她的哥哥一直
扛着照顾妹妹的重担。当收到2万元
善款，普琼兄妹俩感激地说：“感谢上
海老党员，感谢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感

谢上海援藏干部。”
148户家庭，不是一个简单的数

字，而是一段段鲜活的人生。来自上
海老党员的善意，温暖了这些家庭，为
他们早日走出困境，照亮了前路。当
日喀则善款发放完毕的消息传回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时，工作人员们感到由
衷的高兴，老党员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助乡村健康“守门人”
提升业务水平

2024年，上海市民政局在全市范围
内遴选了40个慈善属性强、社会关注度
高、惠及民生实的“慈善+”项目，统一
冠名为“善暖申城”项目。其中，复星
基金会发起的乡村医生项目入选，这
一项目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要从千
里之外的日喀则乡村卫生院说起。
白玛是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吉定

镇卫生院的一名村医，她在去年第二
次参加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
的考试。“往年自学起来比较费劲，也
没有系统全面的备考信息，而今年备
考过程就感觉挺有规律的。”白玛说，
他们加入了一个学习群，群里有老师
提醒学习，每天抽出1小时下班时间
看视频课，感觉进步很快，所以对这次
考试能够通过充满了信心。“我感受到
作为一名基层医生的责任，希望通过
提升自己的医技，更好地为乡亲们提
供医疗服务，守护他们的健康。”
帮助白玛能够顺利备考的，正是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为积极响应国
家和上海对口帮扶西藏及日喀则的号
召，该基金会从2012年开始对西藏地
区开展医疗帮扶、应急救灾、防疫支持
等项目，累计投入1300万元。
郭帅是基金会派驻西藏日喀则市

卫健委开展乡村医生项目的代表，他
回忆了走访中发生的故事。在夏鲁
村，郭帅遇到了一位女村医，这位
1996年出生的姑娘是高中学历，除了
村医这份职业以外，她还在拉孜县城
宜必思酒店前台工作，前台是上一休
三，旅游旺季时工资能够达到6000元
左右，平时收入差不多3000元以上，
所以其休息时间兼顾着村里的基本公
共卫生工作。
“这种情况也算是县里比较特殊的

村医兼职情况，其他大部分村医是半农
半医状态。”郭帅说，与其说他们是医
生，倒不如说是公共卫生临时工作人
员，毕竟他们很少给村民看病，会一些
基本的常见病症知识，通过县里培训学
会了重点人群关照的工作要求，做好
记录和通知，就是他们岗位工作的主
要职责所在。如何让他们提升业务水
平，并且打开专业的晋升通道，就成了
基金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自2023年新一轮西藏帮扶项目

启动以来，复星基金会就在当地做了
大量工作，包括对卫生院的设备进行
补充，捐赠了除颤仪等物资。除了满
足当地提出的硬件需求外，乡村医生
项目通过“龙门梦想计划”，为日喀则

市参加乡村全科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证考试
的45位乡村医生进行
了专业的考前培训，
帮助提升基层医疗人
员的专业知识技能。
复星基金会理事长

李海峰表示，从2023年连
线启动新的帮扶措施以来，
基金会加大了在日喀则地区
的支持和投入，乡村医生项目现
已全面覆盖上海市对口援藏的五个
县。“将继续围绕基层医疗卫生、教育
等领域做深入的需求挖掘和提供解决
方案。”

“汇爱萨迦”让孩子们
笑口常开

在西藏日喀则的崇山峻岭间，218
乡道如同一条生命纽带，蜿蜒穿行于
落石与塌方频发的悬崖峡谷之中。这
条被当地人称为“生命之路”的小道，
承载着无数高原居民的健康期盼。

2024年，在上海市援藏干部联络
组和徐汇区援藏联络小组大力支持
下，海富通基金携手公益伙伴奔赴西
藏开展“海富通基金助力日喀则萨迦
县儿童护齿行动”。上海市徐汇区牙
防所援藏医生夏翊博带领萨迦中心
医院口腔团队，沿着这条危险的道
路，翻越海拔5400多米的普士拉山
口，向地处边境的绒辖镇进发，为那
里的孩子们送去口腔健康。
当朝阳的第一缕金光洒在绒辖

镇小学的操场上时，学校的体育馆
已经变身成为临时口腔诊室。“张嘴，
啊……”“叩叩叩，哪颗牙齿疼？”随着
医生耐心温暖的问询，高原上的第一
次口腔诊疗服务开始了。没有无影
灯，就用手电筒照明；没有专业的治疗
椅，就用简易设备和课桌椅拼接。十
个小时的连续工作，100多名孩子的
口腔检查，300多颗牙齿的窝沟封闭，
这些数字背后，是上海援藏医生对高
原健康事业的执着坚守。
“很多孩子第一次见到口腔检查

器械时，紧张得直往后缩。”夏翊博说
道。为了消除孩子们的恐惧，医务人
员耐心专业地解释，当第一位小朋友
勇敢地张开嘴巴，当第一颗牙齿得到
专业的窝沟封闭保护，一种无声的改
变正在发生。孩子们从最初的紧张不
安，到治疗后的惊喜笑容，这种转变不
仅仅是牙齿健康状况的改变，更是健
康意识的萌芽。一位藏族小男孩在完
成治疗后，露出了羞涩而灿烂的笑容：
“很轻松，一点也不痛！”

在海拔3600多米的绒辖镇，高原
缺氧，口腔医生戴着口罩，每一个医疗
动作都变得很不易，每个操作都需要
付出加倍的努力。简陋的条件，要求
医护们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创造
力；语言文化的差异，需要更多的耐心
和沟通技巧。但“看到孩子们的笑容，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夏翊博说。
这次诊疗活动最重要的意义，或

许不在于治疗了多少颗牙齿，而在于
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口腔健康的种
子。这种早期干预的理念，将影响他
们一生的口腔健康习惯。
夏翊博的这次绒辖镇之行，是上

海市徐汇区援藏医疗工作者的一个生
动缩影。他们像高原上的格桑花，在
艰苦环境中绽放医者仁心。当被问及
援藏初心时，夏翊博望着远处连绵的
雪山说：“当每个孩子自信地微笑时，
能露出洁白的牙齿，我们的付出就值
得了。”
萨迦县中心医院口腔科由上海市

徐汇区口腔医院（上海市徐汇区牙病
防治所）对口援建，自2023年至今先
后派遣3名业务骨干支援建设。在萨
迦县中心医院王洋院长和徐汇区口腔
医院钱文昊院长的支持下，在援藏医
生的不懈努力下，萨迦中心医院口腔
科已成为日喀则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
口腔专科。
萨迦县中心医院口腔科现常规开

展龋齿充填、根管治疗、龈上洁治、阻
生牙拔除、义齿修复等门诊业务，并承
担萨迦县各乡镇中小学生口腔预防保
健的任务。2024年，萨迦县中心医院
口腔科门诊人次达2312人，完成口腔
健康筛查 7865人，完成窝沟封闭
11919颗。
聚沙成塔，聚爱成光。30年来，

上海社会各界的爱心不断汇聚涌向雪
域高原，为援藏事业添砖加瓦，也见证
了两地人民的深情厚谊。
第十批援藏总领队、日喀则市委

副书记彭一浩说：“3年来，上海援藏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以‘沪藏民族团结一家亲’、
乡村振兴为主题，共组织青少年‘手
拉手’、夏令营等各类活动51场，参
加人数近2000人次，举办沪藏两地
交流交往交融活动130余场。未来，
上海援藏将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大
力推进沪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活
动和公益项目，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30年转瞬而逝，站在这一时间节
点，回望两地携手历程，更加让人确
信，这场跨越千里的深情约定，必将历
久弥新，在新时代续写出更加动人的
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