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人以渔 助推乡村振兴
上海对口日喀则五县在2019年底全部实现脱贫摘帽。接过上

一批援藏工作的接力棒，如何发扬“老西藏精神”“援藏精神”，把脱

贫成果延续下去，是摆在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面前的“头号课题”。

3年来，上海援藏坚持项目资金向乡镇和村一级倾斜、向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倾斜、向有利于凝聚人心的领域倾斜。产业精准扶贫成

为上海对口日喀则五县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的一个缩影。

萨迦县下辖2个镇、9个乡，108个自然村。上海援藏干部，萨迦

县委常委、副县长吴俊骅初来乍到之时，为了看一看当地实际生活

状况，决定挨家挨户走访。“援藏干部如果一直待在县城里是无法感

受当地百姓的真实生活的。”调研中，吴俊骅发现，赛乡嘎果村地处

周边三乡的交通枢纽，耕地面积集中，地势平整，水资源丰富，适合

农耕种植。过去这里百姓因为耕种无法外出务工，种地收入勉强脱

贫，但想要致富，很难。土地把人“困住”的难题如何破？

上海援藏萨迦小组经过多次遴选评估，确定了以“资金帮扶+村

民入股”的方式投入援藏资金，扶持嘎顿农机服务合作社项目。帮

助合作社购置大型进口拖拉机、播种一体机等机械设备。农民们有

了现代化工具，在保障秋粮抢收的同时，极大解放了劳动力。在外

务工的村民无需再为农忙放弃工作、回村劳作。

合作社受益群众达173户975人，当年即实现营收43万余元，

次年盈利60余万元，树立了典型样板。以该项目为标杆，援藏小组

不断结合萨迦当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际，援藏资金投入不断向农

牧民合作社倾斜，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先后资助拉

洛水库异地搬迁点牛羊养殖合作社、查荣乡贡堆藏鸡养殖合作社、

雄玛乡藏草药种植基地等建设。当地合作社的生产能力得到显著

提升，农牧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增收致富带来的喜悦。

吴俊骅说，援藏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自我历练。在这里，我们

不做“丰功伟绩”，只做能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感的事。每当我们决定

开展一个新的扶持项目前，都要主动学习，邀请专家共同论证，把每

一分援藏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绝不做“半拉子”工程。如今，各类合

作社如种子一般，深扎于这片大地，开花结果，让西藏人民生活好起

来、富起来。

农业转型 引进先进理念
日喀则是西藏粮仓之一，当地农业发展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

转型的关键时期。上海援藏干部、日喀则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

金才在工作中屡次发现，当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尚未起步，

管理也较为粗放，加之长期缺乏农业执法队伍和有效监管，农业

违法行为很难被发现。这给了具备法律、农学双学位的刘金才施

展本领的机会。

2020年7月14日，日喀则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挂牌，成为全

自治区第一家挂牌成立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的地市，实现了十多个领

域农业行政执法职能整合集中行使。有了专业的队伍，还要有与之

相匹配的执法能力。刘金才坚持采用理论授课、执法观摩、实操训

练等方式，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专业水平，三年累计培

训人员340人次。实现了日喀则市动物卫生、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多

领域办案“零的突破”。

在一次指导执法处理“电捕鱼”案件时，刘金才发现，雅江的野

生渔业资源十分宝贵，日喀则段有14种珍稀鱼类，这里的冷水鱼生

长十分缓慢，性成熟有的需要12年以上，生态一旦遭到破坏，修复

起来非常艰难。

今年年初，他着手调研，部署开展了日喀则市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百日”执法行动，并亲自起草禁渔通告。6月1日，日喀则正式发

布《日喀则市人民政府关于在雅鲁藏布江流域（日喀则段）等水域实
施禁渔管理的通告》。近日，刘金才正忙着扩大宣传，提高社会知晓

度。他计划在离开日喀则前，对之后十年禁捕工作的推进做好部署

与衔接。

刘金才说，日喀则“三农”工作不缺项目和资金。但对于援藏而

言，重要的是要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引进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思

想固化和创新发展问题。援藏期间，他每年争取上海社会力量支持

农牧业发展，引导当地填补发展中的短板漏洞，为西藏农业发展探

索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直播带货 助力消费帮扶
2019年拉孜摘帽贫困县后，第九批援藏干部在助力推进乡村振

兴不断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力推“产业兴旺”。拉孜栖息着高原特

有的地方鸡种——藏鸡，其孕育的藏鸡蛋在微量元素等方面有明显

市场优势。当时藏鸡产业刚起步，急需注入新动力，如何扩大养殖

规模和销售渠道成为当务之急。

进藏第二年，上海援藏干部，拉孜县委常委、副县长谈宁和多位

援藏干部在一场网络直播中与藏族女主播身着藏装，为藏鸡蛋上阵

吆喝。许多身在上海的朋友纷纷下单，一下子提升了销量，但随即

也暴露出藏鸡蛋在运输销售中存在损耗过大等问题。

对此，他们并不气馁，立刻与养殖基地、合作社破解产业瓶颈。

同时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养殖基地+乡村合作社+农户的生产模

式，优化鸡蛋收购和清洗打码等环节；升级包装工艺，积极解决品质

和损耗问题，为拓展市场创造条件。拉孜县藏鸡养殖产业发展至今

已见成效，养殖户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正逐步成为拉孜发展

小康村的又一“聚宝盆”。

旅游强县 努力改善环境
神秘、高洁，坐拥世界屋脊制高点——珠穆朗玛峰，是定日县在

许多人心目中的形象。扎西宗乡，通往珠峰大本营和嘎玛沟探险徒

步地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长久以来，因受制于交通、财

力、人力和缺乏配套设施建设，游客大多只是打卡、短暂停留，很少

会把这里作为“目的地”。

经过反复调研，上海第九批援藏联络组提出，要在这里打造

一座“珠峰小镇”，使其成为“环珠峰生态文化旅游圈”核心节点。

在上海援藏干部、定日县发改委副主任沈耀庭看来，要成为旅游

强县，首先要有能力成为旅游“目的地”，而不只是“过境地”。上

海援藏定日小组从资源禀赋出发，积极引进优质市场主体，努力

改善“软环境”。

通过与优质企业共建，率先在318国道沿线布局品牌酒店。

2021年平措康桑酒店的建成，有效补充了当地高端住宿条件缺乏的

短板，也促进了当地原有民宿的快速迭代更新，形成酒店与特色民

宿差异化竞争的良性局面。同时培育大学生等“新鲜血液”作为酒

店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形成良好的就业氛围，为周边农牧民增加

稳定的就业岗位。

小镇登山者之家、直播基地、房车营地、珠峰小镇广场、制氧站

等设施一一上马。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通过产业振兴“造血”，

以文旅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共进，提升了文旅接待保障水平和珠峰旅

游的品质，提高了游客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实现客流收入、百姓就

业、商业繁荣的共同受益。

2021年10月，“世界之巅 ·攀登者论坛”在珠峰脚下举行，“珠峰

小镇”广场成功申报为北京2022冬奥广场，“冰墩墩”和“雪融融”亮

相“珠峰小镇”。如今，这里旅游配套设施居住环境极大改善，更多

商业设施逐步建成。交通更便利了，道路更平整了，当地旅游业被

彻底带“活”了。

智慧医疗 减少患者奔波
江孜县一名65岁的大叔突发急性心梗，远在日喀则市的医生

拿着手机，当即在线会诊，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制定诊疗方案。3年

前，还在用现金付费看病的日喀则老百姓可能未曾想到，智慧医疗

有一天可以离自己那么近。

第九批援藏干部来日喀则之前，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点将”需

要一位“不仅会看病，还要懂管理的医生”。被寄予厚望的乐飞作

为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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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医院，他看到了日喀则的老百姓还在用传统的现金支付、

看病。办卡、挂号、开处方，每个环节患者的信息未能实现共享，看

病过程中要频繁地奔波于各个窗口。如何能通过医疗数据跑起来，

实现让病人少跑路？乐飞想借助上海智慧化医院的经验，在这里打

造一套“就医智慧服务系统”。

外科医生变身IT男，过程中要突破体制上的瓶颈、向患者做大

量的说明、借助银行的力量、医院信息科骨干的协助、后台无数次的

调试……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经过三年的潜心磨砺，如今在日喀则市人

民医院服务大厅里，患者通过一台自助服务一体机就可以完成办

卡、挂号、支付、打印报告和影像胶片读取的全过程。“掌上医院”服

务系统实现了诊前预约、诊中手机支付、诊后报告查询，就诊全流程

中患者只需跑一次。

有了信息化的基础，乐飞更进一步提出“医学人工智能网格信

息化协作”概念，建设远程影像系统、远程心电系统，将日喀则市人

民医院原始医学影像资料库和江孜等5个县级人民医院的常规和

动态心电图上传“云端”，患者身在家中，就能够享受到上海的优质

医疗资源。

专项救治 爱心接力延续
2019年7月，“组团式”医疗队到达日喀则后不久，乐飞就与来

自上海市儿童医院的赵坚医生一起，走访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并接触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卓玛。在这个贫困家庭中，小卓玛

的父亲因主动脉夹层接受开胸手术治疗，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小

卓玛4个月大时就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但受制于当地医疗技

术，一直无法进行手术治疗。

赵坚医生为小卓玛全面评估后，制定了到上海接受手术治疗的

方案，既能完美修复心脏，还不会留下疤痕。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几

天后，赵医生因突发疾病殉职，未能亲自完成手术。身为队友，乐飞

毅然接过了赵医生未竟的工作，全程参与协调沪藏两地爱心接力。

乐飞全程陪着第一次坐飞机的小卓玛从西藏到上海，最终在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开展了一台完美的微创介

入手术。

如今的小卓玛已经是一个健康的幼儿园中班学生。为了把这

份爱心接力延续下去，乐飞用小卓玛的名字命名了“卓玛梅朵”儿童

先心病专项救治行动，并和医疗队一起梳理了严重威胁日喀则市人

民群众的疾病谱后，针对五大类疾病谱系开展专项救治行动，以五

种高原“梅朵”（意造花朵）名称命名，合称“五朵金花”。

迄今为止，这“五朵金花”已累计筹措善款约340万元，帮助了

72位患者重获健康，也成功使脱贫摘帽的家庭避免了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

在地广人稀的乡镇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力量薄弱，一些常见病

要经常往返日喀则市诊治，常常有百姓因路程遥远，错过了最佳治

疗时间。为了让百姓出门就能看上病，享受和上海同等的医疗服

务。医疗援藏靠的是变“输血”为“造血”，在当地留下“带不走的医

疗队”。

在江孜县，通过县医院建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办起了医

疗服务远程培训班，上海的医生给江孜的医生上课，培养“基层全科

医生”。上海援藏干部，江孜县卫健委副主任、县人民医院院长王卫

国介绍，基地自2020年8月投入使用以来，共开设了8期培训班，

300多名基层医生先后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轮换式理论学习和训练考

核测试，医生的整体实力提升了，有效增强了地方医疗救治水平，一

些基础性的疾病，农村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治疗。

在亚东县，入藏工作伊始，医疗队就通过历时3个月的调研，通

过查阅历史病史、下乡义诊、院内就诊和群众体检等形式，确定当地

百姓的疾病谱，根据常见病、多发病的实际情况，建设“六大专科”。

上海援藏干部，亚东县卫健委副主任、县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姚

子涵介绍，医疗队还积极整合上海市、四川省多家后方重点学科的

优势，建立起“上海、四川—亚东”远程互联网会诊平台，开设“云门

诊”，覆盖13个科室，使亚东百姓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上海、四川优质

的医疗服务，有效解决了边境县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因地制宜 融入教学岗位
援助先援教，发展先育人。来自上海教育系统的教师们积极参

与“组团式”援藏，建功高原。在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担任初中英

语教师的刘鸿宇来到日喀则后，主动适应当地需求，因地制宜融入

教学岗位。

刘鸿宇发现，不少孩子进入初中后，英语学习普遍都要经历一

个“坎儿”，一个班50多名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他不得不从最基础

的字母、单词入手。当地孩子性格普遍害羞，因为自己的口音羞于

开口，对英语学习也始终抱有恐惧感和陌生感，刘鸿宇就通过在课

堂中加入活动和游戏来缓解孩子们学习中的畏难情绪。有一节课

教到情态动词，刘鸿宇就在课堂上设置在十字路口过马路的情景对

话，让同学们从对话中找出情态动词。“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学生自己

主动去总结和思考，有助于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有了兴

趣，他们自然愿意开口说。”

当地英语教学中普遍忽视听力练习，但在刘鸿宇看来，英语学

习是一项“系统工程”，听说读写缺一不可，因此他十分坚持加强听

力练习。当地教师也采纳了刘鸿宇的意见，在初中二年级教学中补

充了视频和听力材料，慢慢地，孩子们对英语的感觉上来了，然后再

抓住一些重点词汇、语法、阅读来掌握英语学习的方法技巧，进一步

提高考试成绩。

作为团队中年纪较小的“90后”，刘鸿宇也是与学生们走得最近

的一个。有的孩子从乡、县里来日喀则上学，整整一学期都回不了

家，很多时间都和老师待在一起。“他们淳朴善良，对老师有着无条

件的信任，因此我们更不能辜负他们的这份信任。”

每到生日、教师节，刘鸿宇班上的每个学生都会为他献上一条

哈达，“身上披着50多条哈达，我被裹得像只绵羊，心里却有说不出

的开心。”

虽然当地的教学理念还不是非常先进和高效，但是老师们总会

在平时繁重的工作中，有规律地组织教研活动，一起听评课，探讨教

学中的想法。3年来，教育援藏通过集中教研、送教下乡，注重受援

地区教育均衡发展。为了做好“传帮带”工作，援藏教师积极邀请身

在上海的教师参与“云教研”，给当地的老师带来更多更新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理念。

为了让残疾学生在家也能享受到教育关怀，“送教上门”是上海

援藏开展的又一项暖心举措。住在拉孜县热萨乡吉娃村的小卓玛

患有语言障碍，出生时由于医疗条件所限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上

海援藏拉孜小组通过联系县职校，希望能够帮助她完成义务教育

后，再掌握一技之长，为将来谋个好出路。

拉孜县中职学校根据卓玛的特长优势，将其纳入到民族音乐专

业学习，定期为卓玛开展送教上门，由专业课老师现场指点卓玛的

专业学习。“送教上门”让更多残疾学生能够顺利完成义务教育，同

时帮助他们掌握了新技能，未来可以通过一技之长自力更生，靠自

己的双手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我还能再做些什么
虽然偶尔喝着日喀则的甜茶时也会想起上海的一碗咸豆浆，但

更多的时候，这群来自上海的援藏干部念着的总是：我还能造当地
的老百姓再做些什么……
三年来，他们奔走在山头田间，办实事、解难题，学会用简单的

藏语交流，学到了太多本不属于自己平业领域的知识，却没能在自
己的孩子参加人生最重要的考试时在现场喊一声“加油”。当他们
治病救人，捐资的学，帮的一个个偏远地区的家庭走策贫困，走向富
裕时，却没能在自己亲人的病榻前多给予一分钟的陪伴。
援藏精神不息，爱与奉献不止。三年耕耘近尾声，这群可爱的

人即将再一次将交接棒传递下去。这片土地，这份思念将永远让他
们魂牵梦萦。 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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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奉献雪域高原，只做能给百姓带来幸福感的事
——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在日喀则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

三年前的今天，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来到西藏日喀则。从上海人民广场到西藏日喀

则聂拉木县中尼友谊桥，全程5476公里，连接起318国道两端。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们带

着上海人民对雪域高原、西南边陲的情谊，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高原反应、长期失眠和不可逆

的生理损伤，披星戴月、栉风沐雨，更经历了新冠疫情的重重考验，为脱贫攻坚踏上新征程的高原

涂抹上一层顽强而绚丽的生命色彩。

■ 上海援藏干部，萨迦中委常委、副中长吴俊骅（右）挨家挨
户走访村民

■ 上海援藏干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乐飞（右）和医疗
队开展一系列平项救治行动

2：

3：

6：

7：

图说

■ 上海援藏干部，拉孜中委常委、副中长谈宁（右）直播带货

■ 上海援藏干部、日喀则얩业얩村뻖刘뷰닅（左）的솦쳡짽当地횴램人풱的
平业쮮욽

■ 上海援藏干部，任孜中컀붡委副훷죎、中컀生럾컱中涵훷죎췵컀맺（左
二）患췻病뮼

■ 上海援藏干部，任뚫中컀붡委副훷죎、中컀生럾컱中
涵훷죎튦子몭（右）题킧解뻶뇟뺳中百姓뾴病难컊题

■ 上海援藏干部、庭日中랢룄委副훷죎짲튫庭（中）造듲퓬“峰럥
镇헲”策쒱뮮닟

■ 上海援藏干部、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初中英语教师刘鸿
宇（中）和学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