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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昌都市区进入 214 国道，记者来到

了位于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曲尼村的昌都

市第二福利院。

进 入 福 利 院 的 大 门 ，一 阵 阵 嬉 闹 声 不

绝于耳。

昌都市第二儿童福利院院长解军锋详

细介绍道：“我们昌都市第二儿童福利院是

2017 年投入使用的。目前，全院共有干部职

工 76 名，收养孤儿 443 名，其中，集中收养

230 名、寄养 213 名。院内设施齐全，有室外

游乐场、活动室、阅览室、舞蹈室、电教室、宣

泄室、理发室等各类设施，全方面地保障我

们院儿童的身心健康”。

记者走进了孩子们的宿舍，每套房子都

设计得别具一格，并且运用“8+1”的形式，

让一名“妈妈”照看 8 名年龄大小不一的孩

子，两室一厅的房子搭配浓浓的藏式装修风

格，让每个孩子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福利院的孩子学

习成绩普遍很好，好像他们憋着一股‘劲’

用在学习上，你看这些奖状都是孩子们在

学校时得到的。”解军锋指着宿舍墙上满满

的奖状自豪地说。

这 些 奖 状 ，宿 舍 的 每 个 孩 子 都 有 。 孩

子们身着干净的藏装，并排坐在一起，略带

羞涩地看着解军锋介绍。

在 满 墙 的 奖 状 中 ，卓 玛 次 仁 的 数 量 最

多，他的各类荣誉证书更是摆满壁橱。据

了 解 ，卓 玛 次 仁 是 3 年 前 来 到 昌 都 市 第 二

儿 童 福 利 院 的 ，6 年 前 家 里 的 父 母 相 继 病

逝，那时的卓玛次仁尚且年幼，他的叔叔便

把他接过去照看。在照看期间，叔叔无意

间知道了福利院的事情，经过多方咨询，了

解了福利院的情况。而且他自己本就育有

一子，经济情况并不乐观，决定将卓玛次仁

送到福利院，他觉得在那里，卓玛次仁一定

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经过叔叔的劝导，卓玛次仁经过一段时间

的思想斗争，最终来到了昌都市第二儿童福利

院。“刚开始，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让我无时

无刻不想回叔叔家。但是，‘阿妈’次仁卓玛每

天会开导我，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这让我又

一次有了家的感觉。现在，我就想待在这里，

这就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爸爸妈妈’、兄弟姐

妹，现在的我很幸福。”卓玛次仁真挚地说。

“ 我 以 后 要 帮 助 更 多 像 我 们 这 样 的 孩

子。”“我要当儿科医生，帮助更多小孩摆脱

病魔的困扰。”“我要当历史学家，到全国各

地旅游和学习，然后把我学到的知识教给

福利院的弟弟妹妹们。”孩子们你一句我一

句地说着，此刻的他们无比快乐。

临别之际，解军锋语重心长地说：“孩

子们一批又一批地升学毕业，我也总有一

天会退休回老家，我希望他们记得我，希望

他们记得养育他们的‘妈妈’，记得儿时的

玩伴，相互扶持，希望他们永远记得，这里

是他们的家，要常回来看看。”

位于柳梧新区柳梧村响冲小区东

北角一块占地1300余平方米的土地上，

一栋3层楼的房子在空旷的平地上显得

格外醒目。

记者来到这里，还未进院，就听见

悦耳的音乐从楼内传来。尽管，室外的

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但已经有好几

位老人在活动室里就座。

与记者前脚赶后脚，又有几位老人

走进活动室，与大家打招呼，熟络地拿出

公用茶杯或自带的小杯，找位置坐下，为

友人和自己倒上茶。

这 里 是 拉 萨 市 柳 梧 新 区 老 年 人

日间照料中心。该中心于 2021 年 12

月正式揭牌运营。这是拉萨市为进

一步推进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

展 ，满 足 老 年 人 就 近 就 便 ，多 层 次 、

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所建的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作为该中心的社会

第 三 方 运 营 负 责 人 ，德 吉 次 珍 和 团

队 一 早 就 来 到 这 里 ，在 完 成 日 常 的

清 扫 工 作 后 ，团 队 中 的 两 名 厨 师 煮

上 茶 和 藏 面 ，等 待 从 家 中 赶 来 这 里

的老年人，欢度一天的时光。

德吉次珍介绍，该中心设有技能提

升室、康复训练室、棋牌娱乐室、图书阅

览室和休息室等15间活动场所，主要满

足柳梧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生活、娱

乐、康复和饮食服务需求，为老年人提供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的优质服务。

“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柳梧新区

的高龄老人、空巢老人、残疾老人、优抚

老人、低保或低收入老人等，提供三餐服

务，平时也会开展娱乐和义诊活动。”德

吉次珍介绍说。

这天早上，67 岁的洛桑卓玛如期

来到日间照料室，与往常一样，她和老

朋友强巴白珍各吃了一碗藏面，慢悠

悠地喝着甜茶与其他老人互开着玩

笑、聊着前两天去附近村落里的见闻。

洛桑卓玛和强巴白珍的家都住在

柳梧街道康乐社区居委会，这里是曲水

县和昌都三岩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群众

集中安置点。

居委会的居民都来自拉萨以外的

地方，这家日间照料中心成为了老乡、亲

戚会面的最佳地点。多数时候，大家的

午餐也都在这里解决。

“我喜欢唱歌跳舞，这里经常组织

各类活动，能让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充

实一点。”洛桑卓玛笑语。

地处拉萨市雪新村的拉萨市社会

福利院，成立于 1959年。最初，该院设

址在拉萨市蔡公堂乡，称东郊教养所。

1984 年，搬迁至现址，更名为拉萨市社

会福利院。

近日，记者探访这家地处闹市区的

老年社会福利院，一进院，花园式的院落

安逸而静谧，与外界的嘈杂截然不同。

此时正是下午 4时，不少老人来到

庭院树下，坐在随处可见的椅子上，或与

人聊天，或独自晒着暖阳。

这是拉萨市区内最大的社会福利

院，共有床位 144张。拉萨市社会福利

院院长罗布旺堆介绍，目前，院内入住老

人50人，其中，特困老人19人、社会有偿

老人31人。

退休后在此安度晚年的德吉坐在

院落一角，与同是该院社会有偿老人的

格桑和几位特困老人一起晒着太阳，偶

尔聊上一两句。

德吉今年 81岁，看起来身体健朗，

也很健谈。2004 年前，她的老伴去世，

身边又无子女照顾，她在一番了解后，卖

掉退休房，下定决心来到这家社会福利

院养老。

从最初每月交住宿费 100元、自己

解决吃饭问题，到现在近 20年里，德吉

见证了这里的变化。“刚开始入住老人

不多，像我这样自己交费的就更少，多

数是五保户，费用全部由政府供养。”她

回忆说。

现在，德吉和其他完全能自理的社

会有偿老人每月交3000元，便可无忧无

虑地在此生活。她说：“罗布院长人不

错，会替我们力所能及地解决所想所盼，

整体管理也挺好，活动挺多，夏天能过林

卡，也能去风景宜人的地方玩。”

罗布旺堆介绍，按照60岁以上生活

能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3个档次对社

会有偿老人收费，不分地域。特困老人

得是拉萨户籍，包括无生活来源、无生活

能力、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者

子女无能力抚养老人的，年龄一般在 60

岁以上，有特殊残障或智障的特困范畴

人群则不设年龄限制。

“随着国家近几年来对特殊人群保

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应纳尽纳。”他补充道。

特困老人扎拥是今年才来到这家

福利院的。她坐在轮椅上，身穿一件藏

式马夹白背心，上面用手工缝制了太阳

和月亮，还有一个表示她年龄的数字

“97”。她偶尔和德吉他们聊上几句，更

多时候，就是默默地坐着晒太阳。她话

不多，但时不时会说一句：“我已经百岁

了。”

据悉，2013 年以来，自治区和拉萨

市先后投入项目资金2900万元，全面提

升改造拉萨市社会福利院。

目前，拉萨市社会福利院能为高

龄、独居、空巢、失能和低收入老人为

重点的特困人员和社会有偿老人提供

基本养老保障和全方位的生活照料、

康复护理、医疗保健、善终关怀等一条

龙服务。

记者了解到，为顺应形势，当前，我

区正积极推进社会养老工作进程。以

拉萨市社会福利院为例，该院目前正与

第三方管理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正在推

进由上海汇格宜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全权接管福利院养老服务工作。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区为持续

巩固政府兜底养老服务工作，投资建设

80家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陆续实施

特困供养中心的提升改造工程，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

2015年底，西藏率先在全国实现有

意愿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 100%。截至

2022年底，已有5800余名有意愿的特困

老人实现了集中供养，有效保障了政府

兜底特殊群体的养老服务。

“十四五”期间，我区为3505户特殊

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

并每户给予3500元的补助经费，进一步

改善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住条件和

生活质量，提高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安全

性、便利性，不断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昌都市第二儿童福利院见闻

本报记者 平措郎加 贡秋曲措

我区持续巩固政府兜底养老服务工作——

在家门口实现“老有康养”
本报记者 晓勇 郑璐

桑珠孜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位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扎德路，2015 年 12 月建成投用，占地面积

15.5 亩，总建筑面积 5130 平方米，总投资 1966.76 万元。该中心为集中特困人员提供生活照料、护理、医疗等各

项服务，不断提高集中供养人员的居住条件、供养标准、服务水平。

上图：桑珠孜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老人服务。

右图：桑珠孜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的老人在用餐。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摄

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近日，在中国西

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北京同心共铸公益

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14 名来自昌都的先心

病、脊柱侧弯、唇腭裂患者在家属的陪伴下

先后抵达拉萨、北京免费接受手术治疗。

这批患者中，年龄最大的 24岁，最小的年

仅 3 岁，是在今年 7 月初，由中国西藏文化保

护与发展协会、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北京

同心共铸公益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同心·共铸

中国心”昌都行公益活动中筛查确定的。

针对 14 名患者的不同病情，活动主办方

精心安排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解放军总医

院等 4 个知名医院、10 多个专业团队，科学制

定“一人一策”的手术方案。目前，首批 5 名

先心病患儿已由北京援藏专家完成手术；其

余 9 名患者于 11 月 14 日抵达北京，其中，5 名

脊柱侧弯患者在解放军总医院接受手术、3

名脊柱侧弯患者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接受

手术、1 名唇腭裂患者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整

形医院接受手术。

据昌都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方来武介绍：

“这批患者从入院手术到术后治疗，从往返

交通到住院期间食宿等费用全部由基金会

承担，确保所有患者及其家属不花一分钱。”

此外，考虑到患者语言沟通问题，昌都

市专门安排 1 名带队人员、3 名精通藏汉双语

的工作人员全程陪护，从异地就医医保备案

到办理住院手续、健康陪护等方面，实施“一

人一院”全天候服务保障，为患者及家属提

供安心舒心的治疗环境。

据了解，“同心·共铸中国心”大型公益

活动由中央统战部指导，自 2008 年发起以

来，先后 13 次来到青藏高原进行健康志愿服

务，2 万余人次首都医疗专家参与志愿服务，

50 余万人次高原群众受益，帮助了西藏许多

家庭。

服务贴心 安享晚年

近日，我区第三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

观团赴广东、广西考察交流。大家表示，15 天的

参观学习，不仅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成就，也

深切感受到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上了

一堂民族团结大课。

林芝市波密县松宗镇党委委员、统战委员江

安平措在参观辛亥革命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等地时，认真跟随讲解

员的步伐仔细聆听，时不时拿出手机记录。他

说：“参观完，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爱

国情怀和他们坚韧不屈的精神，正是因为他们的

牺牲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和谐安定和美好生活，我

也是在党和国家关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

族干部，以后我将更加爱党爱国，不断增强自身

本领，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

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地位重要、

作用突出。参观团成员先后来到莲花山公园、大

潮起珠江等地，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砥砺初心使命。

来自日喀则市江孜县车仁乡人大主席其美

卓嘎说：“此次考察学习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祖

国由弱变强、由贫穷到富裕的奋进之路，也让我

更加明白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

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任务，我

将更加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地为广大

农牧民群众服务，一起建设更加和谐美丽幸福

新家园。”

一路参观一路思考。在锦绣中华民俗村，丰

富多彩的特色民俗展示，让来自堆龙德庆区乃琼

社区的索朗旺堆思考良多。“对于我们西藏社区

的发展有很多借鉴意义，在以后的发展中我们也

会把民俗旅游做好，展示我们的民俗文化，推动

民族大团结大发展。”他说。

广东、广西两省区推动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成功经验做法，让每个人受益

匪浅。来自日喀则市萨迦县民族团结专项组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次旦旺久告诉记者：“像广西的民族

村寨、象鼻山民族团结公园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作为一名民族团结专项干部，我会把这些

好的经验做法带回去，并且应用到我们县的创建工

作里，助推国家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创建。”

在参观团与广东省民宗委干部经验交流暨

总结会上，大家踊跃发言，畅谈此次参观学习的

收获和体会。

“广东、广西两省区把丰厚的文化底蕴通过

博览、旅游、民俗文化村建设等载体与社会发展

相结合，充分展现出优秀民族文化的魅力，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文化力量，使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深植人民群众心中，我将把这些先进的

经验做法，带回西藏，立足工作岗位，做好民族团

结各项工作。”山南市贡嘎县纪委监委纪检监察

信息中心事业专技郑桂宝说。

自治区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任显东表示，

“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一路走来，开阔了

大家的视野，增长了大家的见识，加强了交流，又

深化了友谊，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自治区第

十次党代会精神，聚焦“四个创建”、聚力“四个走

在前列”，奋力推动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

量发展。

“把这些先进的工作经验带回西藏”
——“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广东、广西考察交流

本报记者 索朗琼珠

14名昌都患者分赴拉萨、

北京免费接受手术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