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从日喀则定日县城到 “珠峰小镇” 所在的扎西宗乡必经的
“108道拐”———全是“催吐”的回头弯   特派记者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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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藏：1000倍高度攀升， 26年接力奔赴，始终用奉献诠释信仰与忠诚

    日喀则人民医院的手术台旁，制氧机接出两

根软管，一根连着病人，另一根却是给医生用的。
援藏两年多来，乐飞医生已经习惯了做手术

时，和躺在台上的病人同时吸氧。“有一次接急诊，

走快了没拿氧气管，结果正常情况下半小时可以
完成的手术，愣是做了一个半小时，反应力判断力

都受到影响。从那以后，为了对病人负责，我们每次
做手术都吸氧。”说话间，浅绿色的软管垂在乐飞

脑后，一动一晃，“当地人叫我们‘辫子医生’。”
2019年 7月，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进藏。来

自瑞金医院的外科医生乐飞，是上海市“组团式”

医疗援藏工作队副领队，派任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

没有进过藏的人，单凭文字描述，很难理解高
原反应的那种痛苦：喘不过气，心跳加速，口干舌

燥，伴随着头疼欲裂，甚至恶心干呕……

上海援藏医生何大可刚上班第二天，就遇到
一名脓毒症濒危患儿。小女孩只有一岁多，当时她

父亲已同意放弃抢救，何大可坚持要再试一下。奋
力抢救 4小时后，孩子最终还是离开了。精疲力竭

的何大可却突发心律失常，不得不住院治疗。

坐在记者面前时，口罩后的何大可面带微笑，
很难想象当初他血脉偾张的样子。只有当他讲起

那次抢救时，那始终充满遗憾惋惜的语气，才让人
感受到他的执著。

“如果这里有儿童 ICU，可能结果就会不一
样。”这一点何大可反复提起。“所以我一直在推动
这边建立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不行的话，至少也要

有儿童重症监护系统。不过，现在还在努力。”
藏语里，“安吉”是医生的意思，“拉”表示尊

敬。在日喀则，像赵坚、乐飞、何大可这样，一批批
连着“辫子”的安吉拉们从上海远道而来，宛如身

披白袍的战士，忘我救治病人，也将先进的技术和

治疗理念留在当地。
乐飞告诉记者，他至今记得，进藏第 4天，上

海市“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领队、日喀则市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万兴旺带着他与赵坚去看望当时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情形。
“我以前从没见过那样的房子，是用土堆成

的，墙上糊着牛粪。”在那座房子里，父亲尼玛顿珠
和女儿小卓玛都患有心脏病。尼玛顿珠曾经做过

开胸手术，至今需要服药。而小卓玛更让家人担
忧，孩子这么小，受得住手术吗？来自上海市儿童

医院心内科的主治医师赵坚反复奔波，先后为小
卓玛作了 3次诊疗，制定了最好的救治方案：通过

腿部微创修复心脏瓣膜。
谁也不曾料想，没过几天，赵坚就因为剧烈的

高原反应殉职了。身边同伴突然离开，震惊与悲伤
之后，援藏工作队追思会上，大家做了一个共同的

决定———把赵坚医生未竟的事业继续完成，就从小

卓玛开始。那年十月，小卓玛在上海成功得到救治。

“安吉拉！”前些天，乐飞和记者来到小卓玛家
中探望，小姑娘一见乐飞就露出灿烂的笑容，已经

彻底摆脱先心病阴影的她能跑能跳，与健康孩子
别无二致。

有一个细节，乐飞始终难忘。那是此前他带着
小卓玛在上海参加慈善晚会，“当时现场摆着赵坚

的照片，她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个叔叔，其实孩子与

赵坚只见过三面。”当天，小卓玛要走了乐飞的党
员徽章，开心地别在胸前。“年幼的她可能不知道

这是什么，她只知道，那些帮助她的叔叔阿姨们，
都别着这枚徽章———刚刚修复好的幼小心脏里，

已经埋下了这样的种子。”
直到今天，乐飞和小卓玛的父亲还始终保持

着密切沟通。每天早晨，乐飞收到的第一条微信总
是来自尼玛顿珠。“我就像他的家庭医生，他每天

给我发血压计照片，我帮他精准调节用药剂量。”
聊天记录里，近八百张图片，无声见证着两个男人

间的一段友谊。
赵坚医生牺牲两年后，今年 7月 31日一早，

尼玛顿珠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他在上海治疗时的照
片。他的汉语不好，这是一条没有文字的朋友圈，

但是乐飞看懂了，也在第一时间转给了能看懂的
所有人。

有牺牲，更有传承。“援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
涵就是接力。”乐飞这样描述，“一个人和一个人的

接力，一个团队和一个团队的接力，一批人和一批
人的接力。”

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工作了 18年的当地医
生王豆对此深有感触。曾到上海进修过两次的她，

亲身体验了临床专家手把手教导的“特殊待遇”，
也经历了医院内镜中心从无到有的变化。

有一回凌晨 3时接到急诊，她习惯性地向“师

傅”、上海“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队员张震求助。
“其实她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只不过心里没底。我告

诉她，你放心地做，我这就过来。”赶到医院的张震
没有进手术室，而是坐在楼下静静等待，王豆也没

有再联系他。差不多接近 6时，张震给她打了电话。
“王豆说，张老师，我以为你睡着了。”如张震

预料的那样，手术一切顺利。“这样特别好。”
8月 15日，张震这批援藏医生返回上海，但

“组团式”医疗援藏依然继续。“我和下一批进藏的
医生交接过了，需要带什么设备，这次攻克什么难

题。”张震说，“这是一茬接着一茬要干下去的事。”
今天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在第九批援藏干部

人才的推动下，中国胸壁外科联盟西藏地区联盟、
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先后揭牌。今年公布的 2019年

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考核结果中，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在全国排名上升了 225名，在

西藏自治区 1+7“组团式”援藏医院中名列第二。

    一支钢笔，两个笔头。一头写汉字，一头

写藏文，汉藏文化元素的融合，可谓匠心独
运。8月 17日，在西藏拉萨的拉萨饭店。这款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寓意“书写中华
民族共同体新篇章”的“雪域高原英雄笔”一

经亮相，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日喀则，江孜县，创客咖啡馆。40岁的藏

族妇女德吉坐在椅子上，有些局促和沉默。只

有小学文化的她，对汉语只能听不能说，需要
靠翻译才能与记者交流。但当讲起“雪域高原

英雄笔”诞生背后“英雄惜英雄”的故事时，她
的眼睛亮了，语速也快了，藏语中夹杂着汉语

发音，听得出“援藏干部”“上海”等字眼。
钢笔的故事，就是德吉的故事，也是上海

援藏干部想方设法带领藏族青年创业的故
事。

德吉的人生很励志。她从小家境贫寒，没
上过什么学，曾是当地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找不到什么正式工作，她
四处打工，还给人当过保姆。令人钦佩的是，

生活没有压垮这位坚韧的女性。德吉用打工
攒的钱，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因为吃够了没文

化的苦，她的创业都与文化有关。开书店、卖
文具，钱还没挣到多少，她就开始资助贫困学

生，为大学生解决就业岗位。最艰难时，她不惜

抵押房子，借钱发工资。
2020年 6月 19日。在上海援藏干部的帮

助下，江孜县成立了农牧民合作社协会、农牧
民合作社指导服务中心和大学生创业指导服

务中心，三块牌子，一个办公地址，当地人称之
为“两中心一协会”。

“当时听说这个消息，感到像乌云里看到

了太阳。”正处于创业瓶颈的德吉上门求助，找
到了负责人央吉。听完了德吉的故事，尤其是

听说她自己创业艰难，却先后给贫困学生捐款
近 37万元时，央吉动容了。

33岁的央吉是江孜县团委书记。特别重
视青年创业的她，把自己的办公地点也搬到了

“两中心一协会”，成了带领大家创业的“头
雁”。2020年 6月 19日，是“两中心一协会”成

立的日子，也是央吉的生日。她希望“今后每个
生日，都和创业者们一起度过”。

中心成立不久，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
领队、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孟文海前来调研。听

了德吉的故事，孟文海十分感动，他告诉大

家，上海著名民族品牌英雄钢笔的创始人中
也有一位女性，同样文化程度不高，但却用

努力奋斗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从英雄笔，聊到“英雄城”。众所周知，

1904年，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江孜人民浴
血卫国，谱写了一曲英勇悲壮的爱国主义赞

歌，江孜从此以“英雄城”闻名中外。聊着聊

着，对创业者的激励，变成了对创业的头脑
风暴，一个“金点子”跳了出来———上海有英

雄笔，拉孜是英雄城，有没有可能合作？孟文
海马上牵线搭桥，促成了上海英雄金笔厂和

江孜县措吉百玛文化有限公司的合作，后者
就是德吉的创业公司。

点子好，要落地并不容易。央吉带着德
吉来到上海，与英雄金笔厂对接。藏文笔的

笔尖是有讲究的，要有倾斜度，而且宽度也
不尽相同。央吉和德吉都没有这方面的专业

背景。关键时候，又是援藏干部们帮忙，找到
上海共康学校的藏文老师，前往英雄金笔厂

协助藏文笔的笔尖设计。此后，在各方帮助

下，央吉和德吉又请到西藏文化协会副会长
丹增一同前往上海，参与设计研发。

一次次对接中，德吉感受到来自社会各
界尤其是上海各方对她的无私帮助。“特别温

暖，特别感动。”德吉记得，第一次去英雄金笔
厂时，她连英雄笔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她专门

跑到南京路，想买一支英雄钢笔研究一下。

基本不会说汉语的她，硬着头皮找到街
边的一位女民警求助，女民警非常热情，连比

划带猜，竟然弄懂了德吉的意思，最终帮她买
到了笔。

今年 8月，精心设计的“雪域高原英雄
笔”终于面世。70周年纪念的图案，通过独特

的压制方式精刻在笔头上，凸显纪念主题；笔
帽采用吉祥结图案，寓意西藏人民解放后生

活吉祥如意；笔夹镌刻五角星和青稞麦穗，顶
端呈箭矢形，寓意举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

城……在上海援藏联络组等各方努力下，这
支“英雄们”携手打造的“雪域高原英雄笔”成

为大庆专用笔。

“这是亿万分之一的机会，却落到了我的身
上。”德吉一直用这句话表达自己的激动和感激。

虽然直到今天，德吉还叫不出孟文海的名字，但
她始终记得，那位花白头发的领导对她的关心帮

助。“就像是上天把他派到了我的身边。”
德吉不止一次向记者回忆上海出差时，她

和央吉从酒店 24楼往下望的情形。从来没有

住过这么高楼层的她一直感叹：上海太大了。其
实，上海面积可能还比不上日喀则下面的一个

县，但上海的繁华、上海人的胸襟，令她震撼。
“央吉对我开玩笑地说，今后你就要当大

老板了。但我知道，不管未来能走多远，我都
不会忘记上海援藏的帮助，也不会忘记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上海援藏干部、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张

毅告诉记者，后脱贫攻坚时代，如何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尤其是激发当地百姓的内生动力，

从扶贫到扶智，一直是上海援藏干部思考的
问题。据张毅介绍，在援藏干部牵线搭桥下，

除了德吉的措吉百玛公司，今年 7月底，创业
基地孵化的多个项目如创客咖啡、鲲鹏广告、

塔匹园林等，都在上海与多家企业签约达成
了合作协议。

    “援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崇高精
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优势。 缺
氧不缺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 这个事情
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干下去。 一方面
支援了西藏，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面锻炼了
干部、成长了队伍。 援藏应该是你们一生中最
宝贵的经历之一。 ” ———习近平

从日喀则定日县城到扎西宗乡，一个多小

时的山路，不仅要跨越海拔 5200多米的山口，
还要经受“珠峰 108道拐”的“催吐”考验。

在加吾拉山口观景台，可以看到 108道拐
的全貌———全是回头弯，呈螺旋式整齐排列，老

司机都会看得头皮发麻。都说“世之奇伟、瑰怪、
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108

道拐算是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注解。
8月初，记者前往扎西宗乡采访。一路上汽

车在弯道上颠来倒去，让人深刻体会到了什么
叫“器官在左、身体在右”。这样的路，上海援藏

干部两三天就要走一次，只因路的那头有一座

上海援建的“珠峰小镇”。
初到“珠峰小镇”，上海援藏干部、定日县委

常务副书记李肖辉作为“导游”，一开口说的竟
然是“垃圾分类”，让人不禁感叹：上海人连援藏

都自带上海风。
李肖辉将记者带到一处即将竣工的建筑

前，告诉记者，这是“珠峰小镇”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和中转处理项目。而在小镇的另一端，一个污

水处理厂也正在建设。李肖辉介绍说，扎西宗乡
有 7500多藏民定居，珠峰每年的游客也不断攀

升，已经突破 12万人，这都给生态环境带来

极大压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西
藏来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一切都需

要把生态环保放在第一位。”
站在“珠峰小镇”入口处，一条笔直的大

道将小镇一分为二，左边是当地村民自己修
建的房屋、商铺，右边是上海援建的小镇主

体，包括商业街广场、登山体验馆、自驾游房

车营地、酒店等。大多已经竣工开始内部装
修。

上海援藏为什么要建设这样一座“珠峰
小镇”？李肖辉介绍，这与上海第九批援藏确

立的“文旅先导、三产融合、乡村振兴、智慧赋
能”工作思路有关。李肖辉告诉记者，“珠峰小

镇”距离珠峰只有 49公里，是通往珠峰、洛子
峰和“世界十大景观”之一的“珠峰东坡—嘎

玛沟”等旅游景区的必经之路，每年都有众多
的旅游观光、登山探险和科学考察者经过，旅

游资源优势突出。

“珠峰天气多变，如果不是专业登山者，
一般游客如果错过了一睹世界之巅真容的

机会，可能只能无奈离开。而‘珠峰小镇’建
成后，现代化的设施和住宿条件，将给游人

多一个选择。”
据李肖辉介绍，219国道建成后，与 318

国道一起，将上海援建的日喀则五县连缀成

环。“我们决定紧紧抓住这些以珠峰为核心
的世界级旅游资源，打造‘环珠峰生态文化

旅游圈’，全力带动高原农牧业、民族手工业
等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珠峰小镇”是否真能留客？记者现场做
了一番体验。在小镇上的平措康桑酒店，融

合民族风和现代感的设计，一下抓住了人
心。内部装修简洁而时尚，地暖、席梦思、卫

洗丽的马桶，弥散式的供氧装置，连镜子都
自带“屏下”感应灯，可谓十分贴心。在房车

营地，十辆上海地产集团捐赠的房车错落

排列，其中五辆以五岳命名，另五辆则以西
藏五座海拔 8000米以上的雪山命名，体现

出汉藏融合一家亲的主题。
在珠峰小镇环保车换乘点，记者与司

机拉曲扎西了聊起来。说起“珠峰小镇”，37
岁的他充满期待。“感谢援藏，我们的日子

越过越好。小镇建好，收入肯定还会增加。”

拉曲扎西告诉记者，以前扎西宗乡很
穷，为了生活，他靠马拉车带人去大本营，

一趟 3小时，来回 6小时，拉 4 个人，最多

也就赚 100元钱。“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拉
曲扎西当上了环保车司机，每个月工资就

有四五千元。赚钱后，他在老街开了个店面

卖杂货，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两千多元进
账。“我家买了两辆车，一辆小轿车，一辆

130（货车），忙不过来，还雇了个人看店。”
拉曲扎西说，现在村里都在盼着“珠峰

小镇”建成。

“文旅先导”的指引下，上海援建的五县都
在挖掘自身优势。在拉孜县，上海援藏干部、拉

孜县委常务副书记谭铭将记者带到 318 国道
5000公里处。这里也是小康示范村强公村所

在。村文化广场中央立着一块由上海市第七批
援藏拉孜小组援建的 5000公里纪念碑。自驾游

客到此，纷纷停车打卡，其中不少是上海口音。

据谭铭介绍，上海援藏干部对强公村进行
了水景水系、文化长廊、藏式连廊和综合服务区

建设，并修缮了 56栋民房。村容村貌的改善，使
这里成为 318国道上的特色旅游景点之一。

纪念碑周围，不少村民们摆起小摊。村民旺姆

笑着告诉记者，自己主要卖一些食品饮料和手工
艺品，光这一块的收入，每个月就有几千元进账。

广场上，一个名叫南加拉姆的女孩正带着
弟弟玩。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上大一的她告诉

记者，以前村里连路灯都没有，一到晚上漆黑一
片。“没出去前没感觉，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再回

到自己家乡真有些不适应。”拉姆说，多亏了上
海援藏，不但为村里修房子修路，还修了大家最

喜欢的广场，让这里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上海到西藏日喀则，是真正的万里

之遥。
那里发生的一切，与我有关吗？为

什么一波又一波的援藏干部，不计一切
奔向那里？生活在繁华的超大城市上

海，呼吸着充足而湿润的空气，很少有
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在珠峰脚下，记者和上海援藏干部、

定日县住建局副局长张志华说起这个话
题，他很激动。在张志华看来，援藏背后

是深厚的家国情怀。“藏族同胞们在这里
定居，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为国家守牢了

边疆，守住了国土。边疆无忧，才有大城
市的繁华。”

张志华承认，刚进藏时，赵坚的牺
牲对自己的冲击是巨大的。“难免会想，

他是在日喀则，定日的海拔还要高得
多，我能扛得住吗？”但真正开展起工

作，经历了地震、泥石流等生死的考验，
缺氧、高反似乎变得很平常。

“有次在吃早饭，房子一下就摇了起
来，3位援藏干部一下子跑到院子里，过

了半天，才看到当地的厨师慢悠悠地走
出来。”张志华告诉记者，当地人都说“小

震不用跑，大震跑不掉”，这是当地人的
乐观，也说明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不易。

当年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时，就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95年 11月，
亚东、定日全县及江孜县的部分乡镇遭

受近百年未遇的特大雪灾，一米多厚的
积雪导致交通断绝、通信瘫痪。当时，上

海援藏干部、亚东县县长张兆田和县委
副书记钟杰带领工作队，每人身背几十斤重的干粮

饮料，在雪中徒步 4天，穿越几十处雪崩危险段，行

走 72公里，赶到灾情最严重的康布乡，送医送药。援
藏干部在雪地里走到后来，实在走不动，有很长一段

都是爬过去的。当地群众感动地说：“张县长是康布
乡历史上第一个用双腿从雪地里走过来的县长。”

援藏 26年，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
些苦始终不会变。援藏干部李肖辉告诉记者，进藏

后，大家都成了“药罐子”，每天要吃六七种药，安眠

药是每天吃的最后一种。因为睡眠不好，体重也一再
降低，很多人一下子瘦了二十多斤。

但在上海援藏人才干部领队、日喀则市委副书
记孟文海看来，吃苦只是过程，不是目的，关键还是

要干事创业。“既然来了，就要做出点事来，让西藏因
你而发生改变。”

刚到西藏时，孟文海也遭遇了类似于赵坚医生
的危险。当时，因为第八批援藏干部已经在藏延迟工

作一个多月，为了加紧工作交接，孟文海几乎没有休
整。进藏第二天，忙完一天工作后，他感到身体非常

不适，一看手指甲上多了一块斑，后来知道那就是
“紫绀”，说明毛细血管破裂了。回到房间量了一下血

氧饱和度，只有 47，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赵坚医生牺牲后，孟文海召集全体援藏干部悼

念，同时号召大家开展“援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
藏留什么”的思考和讨论，向“老西藏精神”“两路精

神”汲取力量，感悟“比珠峰更高的信仰”。
当时，第九批援藏干部中，来自杨浦区市东医院

的张舟医生，也成为激励大家的榜样。因为他是第二
次援藏。二上高原，为何会有这样的选择？张舟告诉

记者，二次进藏，使命不同。近年来，他参与了上海市
东医院的管理工作和等级评定事项，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希望能给当地的医疗管理带来改变。
到达当地后，张舟对援建的拉孜县人民医院整

体运营、财务管理、人员结构、医疗技术、科研能力等

进行了全面调研和优化提升。去年 9月，拉孜医院成
功创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26年来，援藏干部们
把足迹和感动写满雪域高原。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闪耀着“比高原更高”的援藏精神。

赵坚医生牺牲时，进藏仅 16天。
今年 2月 25 日，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

赵坚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表彰
名单上，名字外的黑框，让妻子泪如泉涌。

进藏第 4天，赵坚就接下了第八批援藏
干部留下的线索，为一位藏族小女孩的先天
性心脏病奔波。谁能想到，治疗方案最终确定
时，噩耗也突然传来———2019 年 7 月 30
日，进藏后一直没有好好休整的他，因强烈高

反诱发疾病，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上海，平均海拔 4 米；西藏日喀则，平均

海拔超过4000米。1000倍高度攀升，26年
接力奔赴，有一群人，始终用奉献诠释信仰与
忠诚。“100-1”的牺牲没有让上海援藏干部
退缩。他们也会担心，他们相互激励，他们更
加明白，什么是援藏精神。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记者远赴日喀则，走近那些“缺氧
不缺精神”的上海援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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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子医生”修复好心脏也埋下“种子”

创业“英雄” 激发当地百姓内生动力

珠峰小镇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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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高原上，你们的精神高于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