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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手 相 连 携 手 同 行
—写在对口支援西藏工作3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新华社拉萨8月 26日电（记者 吕星 杨帆）记

者近日从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经过

近 10 年的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已累计开展新

项 目、新 技 术 4400 多 项 ，打 包“移 植 ”先 进 经 验

1800多项，填补当地 2500多项医疗技术空白。

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郭珞介绍，17 个对口支援省市的 184 家医院派

出近 2000 名专家支援西藏自治区医疗卫生事业，

目前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 7 个地市人民医院形

成覆盖全区的“1+7”医疗体系，医院门诊量比受

援前翻一番，三四级手术年均 14000 多台，危重病

人抢救成功率接近 90%，全区人均期望寿命 72.19

岁，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据了解，“组团式”医疗人才援藏工作于 2015

年 8 月启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对口支援省市

组团选派医疗骨干，支持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

7 个地市人民医院的建设，2021 年又将组团受援

范围拓展到 13 家重点县人民医院。目前，受援二

级乙等及以上医院共计 21 家，覆盖阿里、那曲等

偏远地区。

郭珞介绍，下一步要继续加强省市合作、部门

联动，形成援藏的整体合力，培养当地医疗卫生人

才，不断总结卫生援藏成果和经验，继承发扬老西

藏精神，在服务群众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填补当地2500多项医疗技术空白
184家医院派出近2000名专家，累计开展新项目、新技术

4400多项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三十年在历

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可在西藏的发展历

程中，却是可以永久镌刻的丰碑。

1994 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分片负责、对口

支援、定期轮换”的对口援藏方针，作出

了对口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以此为

起点，西藏同全国其他省市一道走上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三十年间，西藏的生产总值从 1995

年的 56.1亿元，跃升到 2023年的 2392.67

亿元，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西藏的

跨越令世界刮目相看，令国人骄傲。

三十年间，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

业和援藏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10 批、近 1.2 万名援藏干部人才踏上

西藏这片热土，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一

道，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的强大力量，让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焕发出勃勃生机。

霞光万丈：
中央支持是西藏发展的

最大底气

江山多锦绣，枝叶总关情。西藏虽

地处偏远，但中央的恩惠却是比山高、

比海深。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毛

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有关西藏工作的

文稿、电报就有一百多种。在邓小平同

志的亲切关怀下，1980 年、1984 年，中央

先后召开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

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方针和尽快让西藏

人民富裕起来的政策。1994 年，江泽民

同志主持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正式拉开对口支援西藏的大幕，对西藏

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

等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胡锦涛同志

主持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

规定对口支援省市年度援藏投资实物

工作量，中央和各兄弟省市援藏规模和

力度创下了历史之最。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

统筹谋划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提出

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论

断，强调西藏工作在边疆治理、国家治

理中的特殊地位。明确了稳定、发展、

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西藏有着深

切 的 牵 挂 ，对 西 藏 工 作 有 着 深 入 的 思

考。1998 年 6 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的习近平同志率队进藏，赴拉萨、林芝、

山南、日喀则等地考察，并亲自安排部

署福建对口援藏工作。2011 年 7 月，习

近平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出席西

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庆祝活动时指出，

努力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西藏实

现跨越式发展。7 月 20 日，习近平同志

在拉萨出席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座谈会

时指出，做好对口支援工作意义重大，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必须长期坚持和

不断完善。要认真贯彻中央第五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努力做到“五个始

终”。在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上提出“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

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20 字的

西藏工作重要原则和“十个必须”。在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

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

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

局面。”

走 进“ 全 国 对 口 援 藏 30 周 年 成 就

展”，拉萨市民卓玛深有感触：“我从小

就 生 活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西 藏 每 一 点 变

化，每一项事业的进步，都离不开党中

央的关心关怀。国家给予西藏的特殊

优惠政策是我们发展的最大底气。”

展厅里，从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到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一

幅幅珍贵的照片和翔实的文字资料，生

动展现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

视和深切关怀。62 个、117 个、180 个、

189 个……中央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的规划项目成倍增长，全力发展西藏、

繁荣西藏。

统计数据显示，从 1980 年中央第一

次 西 藏 工 作 座 谈 会 至 今 ，中 央 共 投 入

25707.26 亿元，支持西藏发展建设，推动

西藏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蒸蒸

日上。亲切的关怀，激励着西藏 300 多

万各族儿女朝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阔

步前行。

攥指成拳：
全国支援是西藏发展的

硬气

29年过去了，浙江省第一批援藏干部

姜军依然记得初到那曲时的场景：平均每

1500平方公里内只有一所小学，读完三年

级又有 72%的孩子失学，重复父辈挥鞭牧

羊的命运。于是，当时28岁的他写下一封

特殊的“家书”，向“大后方”求援：“每个杭

州人少吃一根棒冰，少抽一支烟，省下的

钱可以建三四所希望小学……”

姜军的信在《杭州日报》头版刊登，

短短一个星期，5.6万余名市民、120多家

企业捐助了 225 万元。1996 年下半年，4

所希望小学相继在那曲落成，犹如一座

座丰碑矗立在藏北草原。如今，那曲适

龄儿童入学率已达 100%，2023 年高考上

线率达 95.56%。

在对口支援西藏的 30 年间，这种故

事并不少见。近 1.2 万名援藏干部人才

带来的先进理念、生产技术、管理经验，

让高原发展跑出“加速度”，缩小了西藏

与区外发展的差距。

日产鲜蛋 60 余万枚，年产有机肥 3

万余吨……作为湖北省第九批援藏工

作队产业援藏招商引资重点企业，2020

年 5 月，武汉企业家张宏林将养鸡场开

到了西藏。如今四年过去了，西藏宏农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科技赋能，让西藏

鸡苗存活率、产蛋率从不到 60%，分别提

升至 97%、96%，基本实现全区鲜蛋供应

自给。

今年 7 月初，林芝农垦嘎玛农业有

限公司的虾池里，一笼笼鲜活的南美白

对虾被捞出，宣布西藏终于告别了本地

水产养殖产业化的“空白时代”。“高原

水产养殖产业化实现从‘0’到‘1’的突

破，留下技术、留下模式、培养人才，高

原水产就能从‘1’迈向‘100’。”珠海援

藏工作组副组长林浩生表示。

为进一步改变西藏缺医少药、教育

基础薄弱的状况，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作出开展“组团式”援藏工作的

重大决策部署。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开展

以来，中央组织协调对口支援省市（单

位）选派了 10 批近 2000 名专家进藏工

作，累计开展新项目、新技术 4400 多项，

打包“移植”先进经验 1800 多项，填补我

区医疗技术空白 2500 多项，“1+7”医院

门诊量比之前翻一番，各族群众在家门

口享受到了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中央组织部把“组团式”援藏教育

人才纳入援藏干部人才选派总体计划，

2100 余人次教育援藏人才探索推动课

堂模式由“优质课堂”向“深度课堂”转

变，优化教学方法 200 余项。帮带本地

教师 2500 余名、团队 150 多个，受援的西

藏 21 所中小学校各项事业取得明显进

步，辐射带动全区基础教育质量不断提

升，较好实现了“支援一所学校、示范一

个地区”的目标。

30 年来，援藏已成为西藏长足发展

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助力。

“组团式”援藏、区外就业，“走出去”

和“引进来”的故事两翼齐飞，1.2 万多人

次专家学者进藏授课、8.7 万多人次干部

到区外培训学习……一批又一批的干部

人才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一股股活

力。2012年起，就业援藏工作启动，次仁

旦珍、次仁央拉、泽仁巴姆……9.3万余个

岗位让一批又一批西藏籍大学生走出高

原，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援藏干部引进企业 1140 余家，打造

文成公主实景剧、“拉萨好物”、白朗蔬

菜等特色品牌数百个，推动西藏绿色工

业、清洁能源、高新数字产业、现代服务

业、通用航空产业等蓬勃发展。借助援

藏省市人才、技术、市场等要素，西藏培

育打造“少而优”“小而精”的特色优势

产业，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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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为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进一

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现提出

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

领导，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

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强化教育家

精 神 引 领 ，提 升 教 师 教 书 育 人 能

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加快补齐

教师队伍建设突出短板，强化高素

质教师培养供给，优化教师资源配

置，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为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提供坚强支撑。

工作中要坚持教育家精神铸

魂强师，引导广大教师坚定心有大

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陶冶言

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涵

养 启 智 润 心 、因 材 施 教 的 育 人 智

慧，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

耕态度，勤修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的仁爱之心，树立胸怀天下、以文

化人的弘道追求，践行教师群体共

同价值追求。坚持教育家精神培

育涵养，融入教师培养、发展，构建

日常浸润、项目赋能、平台支撑的

教师发展良好生态。坚持教育家

精 神 弘 扬 践 行 ，贯 穿 教 师 课 堂 教

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等各环节，

筑牢教育家精神践行主阵地。坚

持教育家精神引领激励，建立完善

教师标准体系，纳入教师管理评价

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将教育家精

神转化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经过 3至 5年努力，教育家精神

得到大力弘扬，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队伍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教师立德

修身、敬业立学、教书育人呈现新

风 貌 ，尊 师 重 教 社 会 氛 围 更 加 浓

厚。到 2035 年，教育家精神成为广

大教师的自觉追求，实现教师队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

化赋能教师发展成为常态，教师地

位巩固提高，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

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形成优

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

现的良好局面。 （下转第二版）

“ 虫 草 山 ”上 的 守 护 者
—记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贡当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

本报通讯员 宁岩 本报记者 张宇

一山呈四季，十里不同天。位于日

喀则市吉隆县西南部的贡当乡，地处中

尼边境、平均海拔4000米，山高谷深、气

候条件独特。喜马拉雅山脉与印度洋

暖湿气流在这里交汇，神奇的大自然

便将万千气象悄悄沉淀，化为了滋养

生灵草木的高山厚土，品佳质优的冬

虫夏草，从这里孕育。于是，这里的山

也有了新的名字——“虫草山”。

每年夏至前后，积雪尚未融化时，

急切的采草群众、购草商贩便都匆匆

赶来。迎接他们的除了沉寂一年的

山，还有戍守在这里的日喀则边境管

理支队贡当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

“今天的巡逻即将开始，大家注

意。”云雾缭绕的山中，一间简易的集

装箱里，派出所教导员赵尚斌正和几

名民警商量着今天的巡逻计划。话音

未落，执勤民警木阳领着村民扎琼走了

进来。“教导员，扎琼一直喊着肚子疼，

我给他拿药。”木阳赶忙从警务背包拿

出药，倒上一杯热水，递给扎琼。

拉青拉执勤点是派出所的常设

前出点位，扼守着多条连接尼泊尔的

通道。

天不亮，“采挖大军”便从临时营

地出发了。民警们默契配合，有开道

的、有收尾的，还有走在靠近崖边的，

硬 是 将 队 伍 牢 牢“ 锁 ”在 道 路 中 间 。

一个半小时的上山路，民警白玛旦增

一遍遍用藏语喊着“小心脚下”“注意

安 全 ”，“ 以 前 出 现 过 群 众 摔 伤 的 情

况，所以再细致、再啰嗦都不为过”。

（下转第二版）

图为广东珠海市人民医院第七批援藏医疗队队长王振疆医生（左一）向

米林市吞不绒村患者达娃桑布（右一）解释病情（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邵泽东 摄

西藏那曲市班戈县中石化小学是目前全国海拔最高的援藏小学，由中石化集团

结对帮扶建立，2012 年投入使用。图为班戈县中石化小学后勤副校长尼旦为学生们

分发营养餐（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 摄

今日第八版推出

“缘藏 30载 真情暖高原”·教育篇

今日第七版推出

纪念对口援藏 30周年征文专版
导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