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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 年党中央确定天津对口支援西藏昌都以来，天津市始终把援藏

工作作为政治之责、分内之事，从政治、战略和全局高度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立足当地所需，竭尽天津所能，聚焦智力支援、产业支援、保障

改善民生、交流交往交融等工作，累计投入援藏资金 26.27 亿元，实施援建项

目 1000余个，为推动昌都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天津力量。

悠悠三十载，深深津昌情。30 年来，一批又一批天津援藏干部人才发扬

老西藏精神，带着一腔热血投身雪域高原，用坚实的足迹、满腔的大爱将对

党的忠诚写在了藏东大地，用汗水和智慧谱写了一幅幅壮丽的援藏篇章。

夏季的昌都，草长莺飞、生机盎然。走

进丁青县协雄乡穹娜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错落有致的藏式小

别墅，与一旁绿油油的青稞田交相辉映，勾

勒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沿着干净整洁的水泥路来到索郎拉姆

家中，主人一边热情邀请我们参观，一边感

慨道：“从没想过我能住上这么宽敞漂亮的

房子。”

索郎拉姆说，她曾经居住在传统的藏式

石木结构房屋中，缺水缺电，每逢雨季，还要

担心房屋漏雨、粮食受潮。如今，这些焦虑

早已烟消云散。

2016 年，天津援藏工作队聚焦短板弱

项，集中力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优先

安排财政帮扶资金 3982 万元，投入丁青县协

雄乡穹娜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项目，助力

404户、1824人尽早在此安家落户。

为了给搬迁户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

件，安置点不仅完善了水、电、路、光纤等基础

设施，还配备了幼儿园、卫生室、文化活动室

等公共服务设施，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

回顾过去的 30 年，天津始终高度重视增

进民生福祉，采取一系列措施，让基层群众真

切感受到援藏工作带来的实惠。

随着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越来越

多的昌都籍学生圆了大学梦。可每到毕业

季，大学生们从全国各地回到昌都，却发现

本地的适配岗位少、竞争压力大。为此，天

津援藏工作队不断致力于破解昌都结构性

就业矛盾。

针对高校毕业生，天津市专门研究制定

做好就业援藏的若干举措，采取精准定制的

模式，多途径支持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津就

业创业，并为已在津就业的昌都籍高校毕业

生提供多维度培训，不断提高高校毕业生的

竞争力。

利用自身人力资源优势，天津援藏工作

队积极引入天津“职业培训包”培训模式，转

变群众就业观念，激发群众“走出去”就业的

意愿。同时，考虑到农牧民群众就近就业的

意愿，天津援藏工作队通过多方协调，就地

建成养殖、加工、文旅等多业态帮扶车间，推

出“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

“十四五”以来，天津市累计提供各类就

业岗位 13454 个、就业援藏资金 320 万元，成

功促成 117 名昌都籍高校毕业生在津稳定就

业，实现每年在津就业人数保持稳定增长。

如何精准发力，实现由“输血式”帮扶向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造血式”帮扶转变？

这是一批又一批天津援藏工作队一直思考

和探索的问题。

面对前期“输血”援藏和“支援”招商带

来的投入产出边际效益低下等问题，天津援

藏工作队积极转变思路，变“支援”招商为

“资源”招商，以昌都之“所有”换昌都之“所

需”，促成津昌两地国有企业合作，在清洁能

源、畜牧业、农特产品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

2019 年，天津援藏工作队积极协助昌都

制定阿旺绵羊发展实施方案，全力打造阿旺

绵羊全产业链。在天津援藏工作队的牵线

搭桥下，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7000 万

元，在昌都建设阿旺绵羊胚胎育种中心，攻

克制约产业发展的科技难题。同时，对昌都

市觉拥种畜场和贡觉县阿旺绵羊扩繁基地

进行升级改造，解决阿旺绵羊在保种、扩繁、

养殖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走进贡觉县阿旺绵羊扩繁基地，一只只

膘肥体壮的阿旺绵羊悠然自得地在棚圈里

吃草。通过推广“公司+基地+合作社+贫困

户 ”的 运 营 模 式 ，基 地 目 前 养 殖 阿 旺 绵 羊

4390 只。据基地负责人吴康生介绍，今年上

半年，基地已产羔 1161 只，产值 58.05 万元，

存活率 93.27%；发放代养羊只 1500 只，代养

资金预估发放 40.5万元。

此外，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充分发挥

运营管理方面的经验优势，助力昌都市打造

“蓝天圣洁”产业。仅 2023 年，完成采购额

1110 万元，惠及昌都 20 多家特色农牧产品企

业。同时，利用“津洽会”“旅博会”“西洽会”

等多个展会平台，推动受援地农副产品进入

区外市场。

今年 5 月底，昌都市蓝天圣洁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选取藏香鸡、葡萄酒、藏香、当

归等 300 余种优质农特产品走进第六届中国

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促成两地 8 家企

业现场签署 2300万元产销合作协议。

不仅如此，天津援藏工作队还促成天津

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6 亿元与昌都市康

电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昌都市

康援新能源有限公司，共同对金沙江上游 70

万千瓦光伏项目进行开发。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将提供人才、技术支持，推动昌都

本地国企做大做强。

人才是第一资源。30 年来，天

津援藏工作队坚持把先进理念、模

式和方法引入昌都，一批又一批天

津援藏干部人才立足本职岗位，发

挥专业优势，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展

“结对子”“传帮带”等，实现由“输血式”帮扶向

“ 造 血 式 ”帮 扶 转 变 ，不 断 增 强 各 领 域 内 生

动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围绕“青年教师—

骨干教师—专业教师”三级人才阶梯培养链，

天津援藏教师与昌都市实验小学的本地教师

结成师徒帮扶对子，手把手助其转理念、夯基

础、提能力，助其快速成长、成才，全力为受援

学校培养一支结构均匀、梯次合理的高素质教

师人才队伍。

在天津援藏教师的培养下，本地教师在

2020 年昌都市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中荣获 1 个

一等奖、2 个二等奖；在第六、七届昌都市小学

联盟教学竞赛中荣获 8 个一等奖，并获得优秀

组织单位称号；在全区教师技能大赛中荣获 1

个三等奖。

为将天津的教育资源优势辐射到昌都全

市，天津援藏教师在昌都市实验小学开设展示

课 60 多节，到全市 11 县区送教送培 200 余人

次，与天津 6 所优质小学签订共建协议，并开

展线上教研 80 余场，获得了各学校师生及家

长的一致好评。

“一年半的时间很短，我还想做更多工作，

所以我选择第二次奔赴高原，继续为这里的学

生和老师做点实事。”去年 12 月，天津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教师储媛媛完成专技人才中期轮

换。今年 2 月，她主动请缨，再次来到昌都市

职业技术学校，开启第二个为期一年半的援藏

之旅。

先进的教育理念可以全方位提升教育教

学，而一流的医疗团队则可以圆百姓健康梦。

天津援藏医疗队借助天津医疗和人才资源优

势，结合昌都本地实际，建立“一对一”结对人

才培养机制，努力为昌都培养一支“带不走”的

医疗人才队伍。

在昌都市藏医院援藏的郑向前一直将“师

带徒”援藏教学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他说：“只

有医务人员的技能提升了，才能更好地开展医

疗工作，造福当地群众。但医疗技术的提升并

非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坚持连续不断开展‘师

带徒’援藏教学工作，努力把高水平的技术留

在昌都。”为此，郑向前要求带教老师和学员们

签订带教协议，并定期进行考核。

天津市第十批援藏干部、昌都市卫健委副

主任周蕾介绍，天津市先后派遣 549 名医护人

员到昌都援藏，建立 154 个“师带徒”教学关

系，面对面、手把手带教当地医务人员熟练掌

握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

除了“师带徒”，天津援藏医疗队还通过专

题授课、实战培训等方式培训本地医务人员

7100 余人次。同时，组织昌都市县乡三级卫生

系统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分 6 批次赴天津开

展医疗卫生教育学访合作项目，组织本地医疗

卫生团队 80 余人赴天津参加卫生管理及专业

技术培训学习。此外，还邀请天津卫健委、天

津疾控中心、天津医科大学等 20 余名专家到

昌都进行结对帮扶、义诊、查房和专业培训，进

一步提升昌都本地医务人员的医疗管理水平

和专业技能。

三十年风雨兼程，千百人前赴后继。站

在新的起点上，广大天津援藏干部人才将继

续勇担初心使命、矢志艰苦奋斗，用奋斗和

实绩描绘壮美画卷，为推动昌都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精武文化进

西藏”活动在昌都成功举办，昌都市实验

小学学生观看表演后与演员合影留念。

今年今年，，昌都市蓝天圣洁农业发展集团有昌都市蓝天圣洁农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参加福州第二十六届海峡两岸经贸交限公司参加福州第二十六届海峡两岸经贸交

易会易会。。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与昌都市藏医院开展远

程会诊。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援建的阿旺绵羊胚胎育种中心。

丁青县尺牍镇瓦河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丁青县尺牍镇瓦河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