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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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布央宗 全国人大代表，墨脱
县墨脱镇墨脱村村委会副主任

援藏带来
群众致富“金叶子”
西藏日报记者 索朗群培 张黎黎 张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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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慰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在雪域高原
书写家国情怀

羊城晚报记者 侯梦菲

代表委员话援藏
金色哈达
跨越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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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明华全国人大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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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数智技术
提升“造血”功能

浙报集团潮新闻记者 徐雪纯 阮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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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