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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十年积累共襄震灾救援
1月14日，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的医生背着氧气瓶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完成了最后一台骨科手术。当天下午1

点，最后一位患者脱离呼吸机，转入术后

观察和康复阶段。圆满完成驰援日喀则

任务的上海医疗队今日凯旋回沪。

地震发生后，由12人组成的这支上海

医疗队于8日凌晨出发赶往日喀则。之所

以要克服高海拔、余震不断等不利情况，

征召这批上海专家紧急入藏驰援，是因为

灾区转出有待手术的患者中，部分是难度

极高的骨盆手术。在地震中，骨盆最容易

被压碎，如果不在当地尽快进行手术，长

距离转运中就很可能加重伤情，导致病人

面临致残甚至致死的风险。

在此后的5天中，上海医疗队成员背

着氧气瓶上手术台，每天工作十小时以

上，完成了数十台危重病人的手术，所有

患者顺利进入术后观察和康复阶段，在此

过程中还完成了当地首例微创骨盆手

术。在病人肋骨骨折，全麻会影响肺部的

情况下，医疗队创新采取了在腰麻条件下

进行了微创手术的最优方案，为在高海拔

地区开展高难度骨科手术积累了经验。

“这次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上海‘组团式’医疗援藏近十年来的积

累。”医疗队随团专家、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副

院长狄建忠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上海应急

体系日趋成熟完善，对于突发情况的应对，已

经能做到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响应。地震发

生当日，上海医疗队从组建队伍到做好出发

准备仅用半小时，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为争

分夺秒挽救生命争取到了“黄金时间”。

此外，上海医疗队与当地医疗力量的

紧密配合也非常关键。狄建忠曾作为第

八批上海市援藏人才在日喀则市工作三

年，在此期间，他见证了上海援藏帮助当

地医疗水平跨越式提升的历程。通过推

广人才轮换、专家授课、师徒传帮带、短期

培训与长期进修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变“输血”为“造血”，实现了医疗帮扶既管

当前又管长远的突破。

从2015年开始的组团医疗援藏，使得

当地的医护人员管理体系采用了上海的

管理模式，能快速融合到整个团队中，因

此在本次紧急任务中，上海专家在日喀则

市人民医院并没感受到违和感，双方配合

默契融洽与沟通的顺畅，是本次任务成功

完成极为重要的原因。

从2016至2017年间，上海援藏团队帮

日喀则医院建成DSA血管造影术需要的相

关技术，能够通过DSA进行造影诊断及栓

塞治疗，能在微创的条件下精准止血。狄

建忠表示，如果不是几年间积累下的条件，

此次医疗救援也无法完成得如此顺利。

专业仓储优化物资发放
连日来，定日县地震灾情牵动人心，

尽快将救灾物资送到受灾群众手中，成为

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切。随着来自全国各

地官方、民间救灾物资进入灾区，问题随

之出现。一边是堆积如山的救援物资，一

边则是随时变化的灾区需求，要将双方进

行精准匹配，高效完成物资发放，优化物

流仓储环节尤为关键。

在受灾严重的日喀则拉孜县，上海援

藏公寓已经成为了仓储基地，摆满了各种

救灾物资。记者注意到，这里的救灾物资

数量、品类很多但并不杂乱，所有物资都

被归类存放，例如服装、鞋子的颜色、尺码

被精准分类，进入临保状态的食品也被挑

出单独存放便于优先派发。援藏公寓经

过一番紧急改造，犹如一个管理井井有条

的电商仓储基地。

“如果没有做好分类盘点工作，这里

很快就会被海量物资淹没，所以必须把

前端工作做好做实。”上海市第十批对口

援藏干部，拉孜县委常务副书记、政府常

务副县长宫爱如告诉记者，为了提升物

资周转效率，援藏干部利用上海经验，精

细规划设计最为合理仓储布局，做好物

资的先进先出，确保其周转率，并规范捐

赠单、接收单机制。物资发放到位后，还

引入对救灾物资的日常跟踪审计，确保

捐赠规范有序，不让社会各界的爱心受

到伤害。

宫爱如表示，完善物流仓储体系的

另一个关键点在于要掌握需求。灾区物

资的需求情况是动态变化的，例如灾情

发生之初，方便食物和饮用水的需求很

大，但过了一段时间后，食品的需求量就

会大为减少，暖炉、太阳能设备之类的生

活物资需求量则会提升，还有一些物资

需求的突然出现是意想不到的。比如拉

孜县中心医院有不少女性医务工作者，

地震发生后她们就一直坚守岗位没有回

家，妇女用品成了她们此时最大的需

求。“在掌握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即为她

们送去了物资，关键不是在送，而是要想

方设法收集需求。”

除了收集受助方需求，作为对接上海

救灾物资的管理方，上海援藏拉孜小组需

要与捐赠方保持密切联系，指导其捐赠当

下或是下一阶段紧缺物资，避免无效捐赠

浪费运力、占用仓储空间的情况发生。“我

们就像是一个中介平台，要对接好捐赠方

与接收方各自诉求，才能提升捐赠物资的

流转效率。”宫爱如告诉记者，之前有一家

企业捐赠了100吨生物燃料，为了避免二次

装卸，援藏干部提前梳理了各乡镇的需求，

为运输企业规划出一条卸货路线，既满足

了基层的实际需求，也缓解了仓储压力。

在经历了不断探索优化后，上海援藏

团队正以上海思路为解题方式，引入专业

电商物流仓储系统，逐步建立了科学、规

范、高效的管理体系，让来自社会各界的爱

心物资得以与受灾群众的需求顺畅对接。

灾后重建进入规划阶段
随着抗震救灾工作从救援抢险转为

安置善后，灾后重建被提上了议程。这几

天，上海援藏干部、日喀则市住建局副局

长梁靓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整天穿梭在

定日县受灾严重的几个乡镇，一直忙碌到

天寒地冻的深夜。他的工作就是与当地

干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一起对整个

灾区的房屋安全状况，在最短的时间内完

成评价。

根据科学分类，地震灾区的建筑根据

受损的程度被分为红、黄、绿三个级别，红

色和黄色主要结构严重损坏，基本以拆除

推倒重建为主。而绿色则代表一般损坏，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判，确定其是否需要

加固修复或是可以直接使用入住，这是灾

后重建工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截至1月

16日，灾区建筑“红黄绿”的标注工作已经

基本完成，专家组将在1月20日前后完成

后续研判，确定哪些房子该留，哪些房子

要拆，为接下来的灾后重建规划和具体房

屋设计方案的制定打下基础。

梁靓告诉记者，上海负责规划重建

的，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定日县，以最严重

的长所乡为例，房屋倒塌或严重损毁约占

99%以上。为了尽快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

园，1月15日，以同济大学牵头成立的31

人工作组从上海赶赴日喀则，目前已经来

到定日县，全面展开调研工作并针对灾后

县域规划、27个村的村庄规划及建筑设

计，推进灾后重建进程。

“灾后重建工作除了在第一时间引入

专业设计团队，还要让当地百姓能看到未

来重建房屋的样子。”梁靓说，西藏地区的

民居式样非常独特，群众对重建房屋建筑

布局和颜色风貌都会有一定的要求，而另

一个关键点在于，重建建筑要满足当地群

众的生活习惯或生产需求，例如放置生产

工具的空间、饲养家畜的区域等，都要在

设计中被充分考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不能被割裂，这一区域特色是梁靓这两天

在灾区走访最直观的感受。

“在完成大致总体规划方案后，我们

会争取尽快能拿出一两个受灾最严重村

的详细重建规划方案，为接下来的工作提

供参考。”梁靓表示，专家组目前在长所乡

受灾最严重的森噶村和古荣村开展工作，

正与当地政府部门、受灾群众进行深入沟

通，听取各方意见，尽快将规划落地，帮助

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本报日喀则今日电）

日喀则十日 月7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级地震，正在休假中的第十批上海援藏干部紧
急集结，在第一时间返回岗位，深入灾区一线开
展抢险救灾工作。次日凌晨，由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和华山医院组成的医疗团队搭乘东航班机
赶往日喀则。  天来，上海援藏团队与当地干部
群众密切配合，发扬“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
更高”的战斗精神，克服了诸多困难挑战，有力支
持了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推进。

今年是上海援藏  周年，也是第十批上海援
藏干部人才在藏工作的最后一年，答好抗震救灾
这一“考题”尤为关键。通过连日走访，记者发现，
上海援藏多年来的经验积累，以及上海特色的精
细化理念，正在这一特殊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从1月7日地震发生至今，第一时间中止休假返岗的援藏
干部，紧急集结凌晨赶赴灾区的医疗团队，共同交出一份上海
抗震救灾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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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喀则市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
临时板房区域正在进行室内设备的
安装调试，为后续即将开始的灾后
重建工作提供保障

■ 森嘎村全面开展灾后重建准备工作，大型挖掘设

备正在对已损毁的危险房屋进行拆解

■ 日喀则西站附近的救灾物资收储仓库这几日正

源源不断地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救灾物资，志

愿者们在为刚刚抵达的一整车黑龙江大米卸货

■ 上海援藏干部贴心地为坚守岗位的拉孜县中心

医院女性医护人员送来了女性护理用品以及暖宝宝

等生活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