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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嘟……”

傍晚，正在北京参会的全国人大代表，

西藏墨脱县墨脱镇墨脱村党支部组织委员、

村委会副主任罗布央宗收到了一条信息。

她拿出手机侧耳收听语音——“大会闭幕之

后你们直接回去吗？我现在在北京，有空还

想请你吃个饭呢。”

“你好，吴书记！”

“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很棒，加油！”

……

“他是之前国家部委派到墨脱援藏的吴

冠生书记，在镇上、村里都任过职，他知道我

来开会了。”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罗布央宗

补充道，“这些年，我们墨脱取得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离不开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无私援

助。”

墨脱有着吴冠生的情谊，西藏有着全中

国的牵挂。

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开展以来，一批批来

自五湖四海的援藏干部人才，接续奋斗在雪

域高原，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写下动人的奋

斗诗篇。

坐落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美丽边城墨脱

县的沧桑巨变，便是一个生动写照。

2012 年开始，墨脱县相继在福建、广东

的援助下推广茶叶种植，并建成了第一个实

验性茶园。“刚开始援藏工作队教我们怎么

种植茶叶，土坑的深度、宽度、种子之间要留

的距离都是手把手教。”罗布央宗记忆犹新。

2014 年，罗布央宗在援藏工作队的支

持下，前往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学习茶叶

采摘、制茶技术、加工销售。“这是我第一次

坐飞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先是飞

到了厦门，然后到了漳州市南靖县，我还记

得我们学习的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与墨脱

非常像。”

2015 年，墨脱村产出的茶青第一次采

收，开始带动村民们增加现金收入。

“以前，在那些地方一般种一些玉米和

水稻。”罗布央宗继续说道，“后来，种植茶叶

增收了，老百姓的积极性也高涨起来。”

截至目前，墨脱县建成高山有机茶园

103 个 ，茶 叶 种 植 总 面 积 1.9 万 亩 ，现 有 茶

叶加工企业 6 家，制定出台《墨脱县推进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办法（试行）》，

2023 年 采 摘 茶 青 50.22 万 斤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512.58 万 元 。“ 墨 脱 村 现 在 茶 园 面 积 有

1000 多亩，每年最多的时候能带动群众增

收 280 多万元，分到每户也有一万多元的

收入。”罗布央宗说。

如今，墨脱的茶园遍布高山深谷，每到

采茶季，茶农往来不绝，茶香溢满高原。

站在墨脱县果果塘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观景台上俯视，墨脱村的茶园犹如一块马蹄

印，深深地烙在不远的山坡上，与美丽的雅

鲁藏布江河谷交相呼应——茶叶已成为当

地群众致富的“金叶子”。

距离广东省广州市4300多公里远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仲巴县，有一群让中山

大学援藏医生挂心的各族群众。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许可慰就曾率领医院援藏医疗队深入仲巴，开展巡回送医送药活动，为仲

巴各族群众、戍边战士送去了健康关爱。

这只是中山大学开展援藏工作的一个缩影。过去22年里，中山大学对口支援西

藏民族大学、西藏大学及林芝市人民医院，选派研究生支教团赴西藏林芝、昌都支教，

助力西藏教育及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

仲巴县位于“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到沿海地区的一半。

“仲巴县以前仅有一所卫生服务中心。当时，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甚至没有稳定的

自来水供应，手术器械的消毒靠的是高压锅蒸煮和铁桶浸泡。”许可慰介绍。

2016年，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正式对口帮扶仲巴县卫生服务中心。队员们

克服高原反应和艰苦生活条件的挑战，为当地培养了一支能独立开展剖宫产手术的

“技术硬、带不走”的团队。2019年8月，仲巴县百姓送来了有着1镇12乡58村乡亲手

印的感谢信和请愿书，请“中大人”继续帮扶仲巴。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在仲巴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故事，广为传颂。援藏医

生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充分锻炼和成长，磨砺了心志，坚定了信念，结下了情谊，也留

下了终身难忘的宝贵回忆。

中山大学充分发挥医学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优质医疗资源优势，对口支援林芝

市人民医院、西藏民族大学附属医院两所医院。截至目前，学校先后选派 40名医疗

人才“组团式”援藏专家对林芝市人民医院进行帮扶，并选派20名医疗人才赴西藏民

族大学及其附属医院进行帮扶，为健康西藏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保障。

教育援藏，久久为功。中山大学与西藏结缘很早，2002年，根据教育部安排，就正

式启动对口支援西藏民族大学工作。

22年来，中山大学倾心支持西藏民族大学在教育教学、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学校管理和图书信息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

自 2018年起，西藏大学成为学校对口合作高校之一。四年前，中山大学开始接

收西藏大学定向培养研究生，助力提升西藏大学师资建设水平。在中山大学专家教

授的助力下，西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成功申报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此外，作为首批开展研究生支教团扶贫接力计划的高校，2005年以来，中山大学

已先后选派196名优秀志愿者赴西藏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服务。支教团中涌现出了

许多优秀代表，我国首位女舰长韦慧晓就是其中之一。

风雨二十载，浓浓援藏情。今年是全国对口援藏 30周年，也是中山大学正式启

动援藏工作 22周年。接下来，中山大学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西藏发展，以实际行动来

提升边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雪域高原上书写“中大人”的家国情怀。

三月大地回暖，西藏山南雍布拉康景区游人

如织，一派热闹景象。山南市乃东区旅游发展局

局长德央高兴地说：“感谢长江大学帮助我们做了

旅游控制性详细规划，景区发展得更好了。”

听闻这一喜讯，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

员、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长郑军感到十分欣慰。2018年

6月，受山南市乃东区委托，时任长江大学副校长的郑

军率领长江大学专家团队赴乃东区完成了雍布拉康、

昌珠寺景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并牵头对接《乃东区

全域旅游规划》和《大昌珠景区规划》等项目。

“我与西藏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收到援助山南

市曲松县、加查县和琼结县的旅游规划需求后，郑军第一

时间组织长江大学城市规划研究院专家，并邀请湖北大

学、中南民族大学、武汉轻工大学等相关专家，很快组建

了一支援藏团队。

在山南，郑军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疼欲裂、

高烧不退，他一边输液一边投入工作。他说，是老西藏

精神支撑着他。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郑军受到了深深

的触动，他感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艰辛不易和拼搏奋

进，代代传承的老西藏精神激励着他们创造新的业绩。

“山南市是藏民族和藏文化的发祥地，拥有丰富的

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方面潜力

巨大。”郑军决定要把援藏工作延续下去。一年多的时

间里，他克服高原反应连续 5 次走进山南市，带领专家

团队完成了湖北省对口援藏山南“十三五”规划项目

《琼结（昌噶村）、曲松（色吾村）、加查（努巧村）三县三

村旅游资源总体规划项目》，这是长江大学第一个援藏

项目。此后，该校开始了医疗、科技、艺术等全方位的

援藏工作。

2019 年 7 月，郑军调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岗

位变了，但对西藏的感情却从未改变。

他依托师范院校优势，从教育层面去援助西藏。

从 2020 年开始，在他的带领下，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承担

湖北省教育援助西藏山南市教师跟岗培训工作，连续

几年，为山南市“一对一”跟岗培训了一大批中小学教

师，从“输血供氧”转变为“造血制氧”，为西藏培养了一

批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去年以来，郑军思考着通过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助力西藏发展。2023 年底，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被认

定为第三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学校以国家语言

文字推广基地建设发展为契机，把在西藏等地推广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抓手。

回顾自己 6 年的援藏经历，从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

兴，再到教师培训、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郑军

认为，这些工作都是在把援藏工作由“输血供氧”变为

“造血制氧”，为西藏的长远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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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一早，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范先群走上了“代表通道”。作为一名眼科医

生，他既关注复杂疑难眼病，也关心近视防控，在通道上说出

“让每一位追光少年都拥有光明的未来”时，他的眼睛很亮。

范先群从医四十多年，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光明。他和西

藏也有几段关于“光明”的缘分。

2006 年，范先群在门诊接诊了一位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转诊来的藏族老人帕巴扎西，为老人切除了右眼上睑恶性肿

瘤，帮老人保住了右眼，恢复了视力。

不只是手术台上，术后他也总记挂着病人。帕巴扎西老

人术后返回拉萨，范先群还定期对他进行电话复诊，给出康

复建议。2009 年，他利用去西藏义诊的机会，专程前往老人

家中随访。“看到老人眼睛恢复情况很好，肿瘤没有复发，我

特别高兴，能为西藏群众的生命健康尽绵薄之力，我也很自

豪。”范先群笑着说。

这段缘分一直绵长延续着。2009年和 2012年，范先群分

别带领眼科专家参加了西藏日喀则“情系西藏，点亮光明”志

愿义诊和“你是我的眼”西藏盲童治疗项目。2018 年 7 月 5

日，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的范先群又一次带领

医疗专家赴日喀则市开展义诊服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有着光荣的援藏传统，早在上个世

纪 70年代，就选派医疗人才参与了上海市西藏医疗队、毕业分

配志愿支藏等项目。这些年，上海‘组团式’医疗工作队扎根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在队伍建设、科研管理、技术帮扶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果。”范先群说，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推进沪

藏深度合作是任务也是荣誉，是惠民生也是促发展。

范先群表示，今后他们将继续扎实推进“以院包科”工作

机制，创新“师带徒”工作模式，助力打造高原病优势学

科，努力为推动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作

出交医应有的贡献。他说：“作为一名与西藏有

着深厚情缘的医生，我会用心用情用力去运

用医学所长，着力关注和解决边疆群众的

医疗诉求，聚焦‘急难愁盼’的医疗民生

问题，救助更多病患，切实推进沪藏的

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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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份‘提案’，就来自援藏时挂职西藏大学医学院院长的

经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吴楠，与西藏有着不

解之缘。

2018年2月，时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外二科主任医师的吴

楠，启程出发前往拉萨，挂职西藏大学医学院院长一年半。

高原缺氧环境最能锻炼人的意志，在艰苦地区工作也最能培养人的

能力。初到拉萨的吴楠顾不上高原反应，边适应边开展工作，迅速完成角

色转换，融入到挂职工作中，认真履行职责，致力于学习、调研、交流，积极

推进西藏大学医学院的各项工作。

援藏期间，为保证医学院的高原医学和药学重点学科能够继续发

展，吴楠提出整合学科优势，集全院之力打造高原医学品牌。在促进科

研方面，吴楠组建了一支由中青年学术骨干组成的科研队伍，争取更多

科研项目。

在为西藏培养医疗卫生骨干人才的同时，吴楠也敏锐地发现，为西藏

培养高等医学专门人才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医学生培养模式还存在不少

短板。

“学校没有自己的直属附属医院，医学院教学脱离临床，医学生4年理

论学习1年实践……”吴楠专门针对当地的医学生培养模式、人才师资、培

养平台等展开了调研。

2019年8月，完成一年半的援藏任务归来，吴楠却一直放不下在西藏

的点点滴滴。作为民盟盟员，他虚心请教民盟中的全国政协委员，了解提

案的相关知识，历经几个月打磨，执笔完成了《对西藏高等医学教育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的建议》的党派提案，由民盟中央提交到全国政协大会上。

这份提案很快得到了教育部的答复和采纳，“落地”了。

2020年12月30日，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挂牌仪式在西藏自治区第

二人民医院举行，开启了西藏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这项工作落地得益于各方面力量的共同推动，能参与其中备感

激动和欣慰。”吴楠说，提案办理的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效，既是鼓励，更

是鞭策。

2023年，吴楠加入了全国政协大家庭，更加积极地履职。

过去一年来，吴楠走访调研了不少地方，结合赴江西省开展“加快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专题调研的成果和北京市长护险开展情况，

以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参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实践，提出了推

动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可持续发展、完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人才培养体

系、保障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长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经过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接续奋斗，我们看到西藏的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教育医疗条件在显著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不断提高。”吴楠为能够成为援藏干部中的一员感到骄傲，也祝愿

西藏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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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带来群众致富“金叶子”
本报记者 索朗群培 张黎黎 张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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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阿里，苦在那曲。”这是西藏流传甚广的

一句话。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那曲市，高寒缺

氧，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

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寒偏远的地方，一批批浙江

援藏医生前赴后继，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对口帮扶工

作，有力推进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让老西藏精

神和援藏精神在雪域高原相映生辉。

“以护佑生命为己任，这是每一位医护人员的

初心和使命。”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浙江省委会

主委、杭州医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

明华表示，“援藏干部人才克服重重困难，用汗水

和心血谱写时代壮歌，激励着我们广大医疗卫生

工作者迎难而上奋发进取，为人民健康事业不懈

奋斗。”

从专业角度出发，葛明华对如何有效推动西藏

当地医院诊疗质量提升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思考。

在他看来，数字化浪潮下，远程医疗已经成为一种新

业态，不仅为西藏人民获取优质医疗服务提供了新

途径，也有利于提升当地医护人员理论技能水平，推

动“输血型”援助向“造血型”援助转变。

2022 年 7 月，浙江省人民医院妇科医师赖雨程

作为浙江省第十批援藏专技人才赴那曲工作，担任

那曲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在他的积极联系下，“浙

曲那情”远程多学科会诊平台投入使用，相隔 3000

多公里的两地专家能够通过连线远程讨论疑难病

例，实现医疗信息交互，对口支援更为灵活。

赖雨程的努力方向，也是葛明华在全国两会

期间想呼吁的。葛明华建议，城市大医院应以构

建高度同质化医疗技术和服务质量为手段，充分

利用互联网和数智技术，构建多层级整合型医疗

服务新体系。

葛明华还提到，要为西藏医学人才提供更多

“走出来”的机会，鼓励当地医疗人员前往优质医疗

资源富集地交流培训、跟岗学习，强化自身专业技

能，推动医院学科建设。

“期待通过医疗数字化、专业化、系统化，让远

程会诊成为常态，让西藏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深化‘一家亲’的深厚情

谊。”葛明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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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援建的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一角广东省援建的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一角。。

北京市援建的拉萨神力时代广场人行天桥北京市援建的拉萨神力时代广场人行天桥。。

上海市援建的日喀则珠峰小镇上海市援建的日喀则珠峰小镇。。

浙江援藏引进浙江援藏引进

的那曲嘉黎县光伏的那曲嘉黎县光伏

储能项目储能项目。。

湖北省宜昌市援建的加查县政务服务中心。

今年是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对口援藏工作开展30年来，一

批又一批援藏干部人才响应党中央号召，踏上西藏这片热土，把西

藏当作第二故乡，把党中央的关怀、全国人民的支援厚植在雪域高

原，攻坚克难、无私奉献，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落实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作出了巨大贡献，用实际行动诠

释使命与荣光。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援藏工作高质量发展，彰

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本报携手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湖北日

报、浙江日报、羊城晚报，推出《金色哈达跨越山海·30年印记——

代表委员话援藏》联动报道，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讲述自己与西藏的故事，分享对援藏工作的认知与感

悟，寄语对西藏未来发展的期许；由我区代表委

员谈援藏工作带来的深刻变化，表达对党

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援藏干部人才的

感恩，抒发团结一心、感恩奋进，

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

复兴梦想的信心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