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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对口支援昌都——

十轮接力且看藏东巨变
文/图 本报记者 万慧 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论起素有“高原小重庆”之称的藏东

昌都与巴渝重庆的相似之处，细数起来还

真有不少——同样是山水环绕之城，相似

的地势错落，同样独特的建筑风格，加之

随处可见“重庆元素”的学校、医院、餐馆

等，30 年的对口援藏，让藏东昌都这颗闪

耀明珠与巴渝重庆这座热情山城紧紧地

融合在了一起。

自 1994 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明确对口援藏任务以来，重庆市先后选

派 10 批援藏干部人才对口支援昌都市级

单位以及察雅、芒康、类乌齐三县，重庆市

级有关部门和对口支援区等单位从项目、

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并

不断拓宽援助领域、丰富援助形式，实现

了由“输血式”援藏向“造血式”援藏的转

变，为推动昌都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城 乡 基 础 设 施 得 以 改 善 ，市 县 乡

村的医疗、教育水平得到提高，越来越

多的昌都籍百姓走出家门实现区外就

业……这些都得益于重庆市对昌都的

援助支持。

“没有民生的改善，我们的一切工

作都变得毫无意义。”承诺的背后，是重

庆市对口援藏留下的一缕缕印记。

对口援藏 30 年来，重庆市历批援藏

工作队始终把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放在

对口援藏工作的首要位置，累计实施民

生 项 目 814 个 ，投 入 各 类 资 金 32.24 亿

元，推动医疗卫生“补短板”、教育援藏

“斩穷根”、民生设施“打基础”，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

今年 5 月，一位动态心电图显示合

并多种心律失常，有时全心停搏高达 11

秒的 80 岁老阿妈，在昌都市人民医院成

功重获了“心”生。这是昌都市人民医

院首次成功植入永久性心脏起搏器的

案例，也是重庆市医疗援藏成果的精彩

一瞥。

聚焦医疗援藏，30 年来，重庆市累

计选派援藏专家 486 人，援助建设和设

备资金约 2.1亿元，帮助昌都市开展新技

术新项目 1100 余项，5 家医院加入重庆

市 11个医联体和 32个专科联盟，率先探

索“组团式”医疗援藏并在西藏地区全

域推广，帮助昌都市人民医院成功创建

“三甲”，芒康县人民医院、类乌齐县人

民医院成功创建“二甲”……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不断满足藏东群众日益增

长的需求。

自 1995 年对口援藏以来，重庆市选

派 3批次 90名优秀教师“组团式”援助昌

都第一高级中学，55 名优秀教师参与

“万人援藏援疆支教计划”对口支援芒

康、察雅、类乌齐三县学校。援藏教师

在昌都累计听评课 4800 余节，举办讲座

100 余堂，教研活动 1000 余次，先后组织

892 名 本 地 教 师 赴 渝 研 学 ；在“一 区 三

县”先后实施“净水工程”“明亮工程”

“温暖工程”，有效改善了教学环境和生

活环境；建设察雅县重庆幼儿园、芒康

县重庆幼儿园、类乌齐县重庆幼儿园，

并选派多批次柔性援藏教师团队，使教

学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除了医疗、教育，重庆市援藏工作

队还在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上持续发

力，累计安排资金 3.2 亿元，实施脱贫攻

坚项目 72 个，5000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实现“有房住”，受援三县全部退出贫困

县序列；协调提供公职岗位 185 个，招聘

163 名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渝工作，带

动 2114 名西藏籍人员在渝就业参保；重

庆援藏工作队作为 17 个援藏省市唯一

代表在自治区就业创业工作会上作经

验交流……

30 年前，类乌齐县的牦牛肉只是当地百

姓餐桌上的一道美食，如今“摇身一变”，成

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销往北京、广州、

重庆等 30多个城市。

30 年间，重庆市第一批至第十批援藏工

作队立足受援地资源优势，帮助类乌齐县建

成牦牛全产业链，让类乌齐牦牛获得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全国

牦牛全产业链典型县称号等多项品牌认证

和荣誉奖项，实现了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

收和生态环境增绿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感谢重庆市援藏工作队为我们县修建

了双创产业园区，入驻企业不交租金，只需

支付企业运行的水电费，节省了投资运营成

本。”察雅县矿植物颜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曲

珠感激地说。

在重庆市对口援藏的大力帮扶下，2018

年，察雅县扶贫开发产业园（双创产业园）建

成，现入驻企业 15家，年产值达 1.4亿元，不仅

使当地手工业由“小而散”向“产业化、标准

化”转变，还带动当地 250余名群众就业增收。

放眼藏东，重庆产业援昌的事例不胜枚

举。重庆市历批援藏工作队聚焦“富民兴

藏”发展定位，嫁接“巴渝优势”，孵化“藏东

品牌”，将昌都所需与重庆所能相结合，推动

昌都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重庆市援藏工作队认真贯彻落实自治

区“三区一高地”创建工作要求，牵头编制

《昌都市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规

划》，全力推动“3+4”特色产业发展。同时，

在昌都实施虫草增产、青稞深加工、蜂蜜加

工销售、贝母种植、藏香猪养殖、牦牛育肥等

项目，在渝建成 2 个昌都市农特产品直销店，

实施“昌品入渝”消费帮扶“五进”活动，带动

30家企业的 300余种产品在渝销售。

为全方位、多层次推进产业援昌，重庆

市援藏工作队协助建成朗顶康姆、康巴花都

等一批重点旅游项目，助力开展 1 个 5A、3 个

4A 级景区创建；立足昌都区位优势，推动 83

家渝籍企业落户昌都。2020—2024 年 5 月，

重庆市援藏工作队专门成立招商引资工作

领导小组，针对性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引进

招商引资项目 22个，到位资金 27.28亿元。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遨游天际；这

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山见识繁华城市；这是我

第一次远行千里收获珍贵友谊……”今年 5

月，11 名芒康县青少年深情地表达了自己跨

越 1400 公里来到重庆参加“渝芒走亲 山水

相连”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的心情。

2023年，重庆市援藏工作队围绕“交往—

行程设计有新意、交流—行诣走访有诚意、

交融—行走途中有深意”主题，成功打造“雪

域雄鹰培育计划”“渝芒走亲 山水相连”三交

品牌。一年多来，“雪域雄鹰培育计划”“渝

芒走亲 山水相连”三交品牌已经成为新时代

重庆与昌都交往交流互融的美好象征。

在重庆西藏中学，来自昌都市察雅县中

学的藏文老师叶旦加与当地学生一起学习、

一起生活。“在重庆西藏中学，除了藏文老

师，其他各学科老师均是重庆当地老师，师

生们关系都很融洽。”叶旦加告诉记者。

为了让重庆市优质教育资源更多惠及

藏族孩子，2014 年秋季，重庆市教委安排部

分重点中学面向昌都籍学生开设昌都代培

班，现已为昌都代培初中生 770 名、高中生

472 名。如今，昌都代培班已是重庆市教育

援藏的一张响亮名片。

除此之外，重庆市援藏工作队还策划实

施“大手牵小手·民族一家亲”结对帮扶活

动，援藏队员成为昌都福利院 30 个爱心家

庭、200 余名藏族儿童的“爱心爸爸妈妈”；选

派 11 个县（区）118 名村（社区）干部赴渝开

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培训；组织宗教界人

士、从未走出过大山的昌都农牧民等赴区外

参观考察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

30 年来，重庆市援藏工作队注重文化交

往，通过百花齐放的文化润昌形式，让渝昌

两地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举办昌都市文化旅游专题展，昌都地

理、人文等 150 余张图片、236 件（套）实物在

渝展出，人民网、新浪网等 36 家中央、省级和

地方媒体给予报道，现场网络直播观看量超

60万人次；

开展“翰墨传情·渝昌连心”“渝昌一家

亲·奋进新时代”“再走援藏路·再叙援藏情”

等系列特色活动，锅庄、弦子、热巴等昌都特

色文化走进区外；

开展爱心助学结对帮扶行动，渝昌两地

14 所中小学结成友好学校，3000 余名师生通

过远程录播课堂开展教学互动；

……

看得见的变化书写在昌都的城镇乡村，

看不见的变化刻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内心深

处。

“感谢重庆市援藏工作队让我们享受

到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和医疗条件。”

“感谢重庆市援藏工作队提高了我

们的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

……

30 年来，享受到重庆市对口援藏

“成果”的群众常怀感恩之情，他们

把这种温暖的情谊传递在雪山高

原间，凝聚成爱国奉献、团结互助

的主旋律。

重庆帮助类乌齐县建成牦牛全产业链，让类乌

齐牦牛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全国牦牛全产业链典型县称号等多项品牌认

证和荣誉奖项。

重庆专家指导察雅县中药材种植。

重庆援建的渝昌工人文化宫外景。

2024年，芒康县青少年赴渝开展交往交流交融活动。

重庆援建的芒康县人民医院新貌重庆援建的芒康县人民医院新貌。。

重庆援建的察雅县吉塘镇洒咧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