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先群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交通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情系西藏
为患者点亮光明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刘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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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军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
第二师范学院院长

依托院校优势
服务西藏发展

湖北日报记者 杨宏斌 实习生 谭琦 通讯员 刘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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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楠 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

援藏归来
“带回”第一份提案

北京日报记者 孙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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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委员话援藏
编
者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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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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