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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才 援 藏 汇 众 智
人民日报记者 琼达卓嘎

2021 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

医生亚亚牵头完成当地首例关节镜下

治疗膝关节髁间嵴撕脱骨折手术治疗，

实 现 西 藏 在 这 一 手 术 治 疗 方 面 零 的

突破。

“过去，受限于技术、人才等因素，

这类手术很难在本地完成。”亚亚说，现

在能开展这一手术，得益于人才援藏。

2019 年，作为第三批西藏少数民族

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学员之一，亚亚

被选派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参加培训，

理论授课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学习经

历 ，让 亚 亚 的 专 业 技 能 有 了 很 大 的

提升。

近年来，西藏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

才队伍。15 年间，精准培养了 1800 余

名在农林水牧、科教文卫、环境保护、水

利交通等领域能担当、作表率、有作为

的专业技术人才。

开展专业培训，量身定
制培养方案

过 去 ，受 地 理 环 境 和 历 史 因 素 影

响，西藏培养、引进和留住人才面临诸

多困难，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存在总

量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分布不合理、

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

基于这样的现实问题和实际需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7部委与西藏

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制定西藏少数民

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方案。

从 2009年开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和人才队伍建设需求，西藏以提高创新

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为重心，以培养中

高层次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为重点，

开展专业培训。

“培训期间，华西医院的医生会采

取‘一对一’导师制，为我量身定制培养

方案，不管是教授专业知识还是实操技

术，都倾其所有。”亚亚说。

西藏在学员选拔、返岗座谈、调研

回访等方面形成一系列规范严格的制

度，人财物保障有力、各方协作得力。

“我们初步建立起‘区内人才+异地

培养+返藏工作’的特殊人才培养模式，

针对性地培养一批能够扎根西藏、持久

发挥作用的紧缺人才。”西藏自治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说。

指导农业种植，解决农
户技术难题

8 月，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彭仓

村金丰园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温室大棚中，村民格桑旺姆正在打理西

红柿。大棚里种植了西瓜、西红柿、黄

瓜等 10余种果蔬。

“我们牵头的合作社目前拥有 20余

座大棚，感谢山东省的援藏技术专家送

来的‘致富经’，现在依托蔬菜水果大

棚，我家年收入超过 20 万元。”格桑旺

姆说。

孟 德 利 来 自“ 蔬 菜 之 乡 ”山 东 寿

光。2016 年，孟德利和他的团队被山

东省援藏干部招引到日喀则市白朗县

发展果蔬产业。现在，孟德利已经是

白朗县蔬菜技术总指导，十里八乡的

农户遇到蔬菜种植的技术问题都会找

他帮忙。

除了引进长期在藏工作的援藏人

才，山东省还组织农业专家定期进藏为

群众答疑解惑。山东省农科院研究员

侯丽霞远赴白朗县，组织开展农业科技

进田间、进课堂活动。她依据当地生产

条件，指导学员学习种植技术，为白朗

县蔬菜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近 30年来，一批批山东省援藏干部

始终将发展果蔬产业作为对口支援的

重点。白朗县农民实现了从“要我种”

到“ 我 要 种 ”、从 不 会 种 到 家 家 种 的

转变。

如今，白朗县蔬菜种植面积达 1.74

万亩，蔬菜年产量近 6.6 万吨、年产值近

3亿元。

搭建合作平台，助力特
色产业发展

“现在有了信息化平台，我们的检查

工作更加科学精准。”西藏自治区藏药审

评认证中心副主任药师索朗曲珍说，“通

过与国家审核查验中心长期合作，我们

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在培养人才过程中，西藏注重搭建

学员与学员、选派单位与培养单位、学员

与导师之间的长期交流合作平台，使其他

省份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源助力西藏发展。

晋美加措是西藏自治区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的正高级畜牧师。在培训期

间，他参与到南京农业大学优质鸡产业开

发团队的建设中，并开展相关实验，提升

技术水平，助力本地相关特色产业发展。

“如今，西藏与各兄弟省份之间的

交流更加频繁、联系更加紧密、沟通渠

道更加便捷。我们要主动走出去，主动

对接各类资源，在相互交融中学习成

长。”晋美加措说。

近年来，西藏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取

得显著成果。截至今年 1 月，西藏技能

人才总量达 43.21 万，占就业人员总量

的 22.05%；高技能人才 5.33 万，占技能

人才总量的 12.34%。

（转载自《 人民日报 》2024 年 09

月 18日 06 版）

本报拉萨 10月 6日讯（记者 桑邓

旺姆 见习记者 冯琳琳）近日，以“伟大

的成就 辉煌的历程”为主题的西藏社

科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座谈会在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召开。

会 议 邀 请 了 来 自 自 治 区 社 科 院

各研究所（研究中心）、自治区党委党

校、西藏大学共 12 名专家进行交流发

言，突出展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

西藏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进一步凝聚起社科界的磅礴力量，不

断 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为

推 进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新 西

藏 提 供 更 加 有 力 的 理 论 支 撑 和 智 力

支持。

会议指出，全区社科界和社科工

作者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承担起“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要充分发挥理论研

究和阐释的优势，紧紧围绕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教育引导各族

干部群众进一步增强“五个认同”，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

强大正能量。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努力做出

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

究成果，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作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

的贡献。

以“伟大的成就 辉煌的历程”为主题

我区社科界召开庆祝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 年 座 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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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人们选择旅游休闲，徜

徉绿水青山，饱览自然之美；瞻仰革命

旧址、观看历史展览，重温红色岁月、

厚植家国情怀。

图①：在重庆参加区外“组团式”

就业的 40 余名西藏洛隆县高校毕业

生，参观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梁侠 邓刚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摄

图②：西藏森林消防总队新训大

队开展篮球比赛。

本报记者 刘倩茹 摄

图③：游客在日喀则市拉孜上海

人民广场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图④：游客在珠峰大本营拍照。

本报记者 刘倩茹 摄

充实假期生活

厚植家国情怀

（紧接第一版） 内容是：我们已经战胜

唐古拉山，在海拔 5700 米以上修路 30

公里，这里可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

路。我们还在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

达拉萨。

剩下的唐古拉山到拉萨的这段距

离，虽然原先就有一条不成形的驼路，

但要把它修成真正意义上的公路，任

务并不轻松。在接到彭德怀慰问鼓励

的回复（电报）后，慕生忠作了个决定：

兵分三路，一队赶到黑河（现在的那曲

市），从那儿往拉萨修，留下一队加工

修 整 ，其 余 人 接 着 在 唐 古 拉 山 往 黑

河修。

1954 年 12 月 25 日，青藏公路建成

通车。消息传遍了整个安多，老百姓

纷纷走出家门，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

的喜悦和激动。

1959 年 8 月 27 日，隶属于那曲地

区管辖的安多县人民政府应运而生。

公路发展带动县城变化

“没有青藏公路，就没有今天的安

多县城。”50多岁的布桑由衷感慨道。

到达安多县沈阳路，一位穿着朴

素、头戴灰色太阳帽、身体硬朗的大叔

迎了过来，这位便是安多县卓格社区

党支部书记布桑，一位土生土长的安

多人，见证了安多 50年来的变迁。

1961 年 9 月 ，安 多 县 迁 至 现 驻 地

“帕那”。

“听我父母说，从前‘帕那’只是青

藏公路边上的一个小小的驿站，只有

几间破旧低矮的土坯房，更别提有什

么配套设施了。”布桑回忆道。

1974年初春，一项宏大的工程——

青 藏 公 路 整 治 改 造 工 程 全 面 拉 开 序

幕。历经十一个春秋的艰苦奋战，终于

将黝黑的沥青路面铺展在了“世界屋

脊”之上。

如今，青藏公路上行驶着来自全

国各地的车辆。

在未担任现职之前，布桑曾在安

多县帮爱乡（现已因易地搬迁而撤销）

当老师，去趟县城需要一到两天的时

间。乡里距离县城 73 公里，只能骑马

或步行前往，且全程都是土路，交通十

分不便。如今，安多县连接各个乡镇

的道路都已经修缮完毕，驱车前往帮

爱只需不到 2个小时即可抵达。

“从前的安多县城面积狭小，生活

条件艰苦，想吃一口新鲜蔬菜都难。”

布桑深情地望向远方，仿佛沉浸在那

段遥远而深刻的回忆中。随着青藏公

路的全面修通，各式各样的店面犹如

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竞相林立。

“你们看，发达便利的交通将各种

蔬菜、水果、肉蛋奶等送往千家万户，

安多百姓的饭桌越来越丰富啦。”布桑

笑着说。

交通脉动激发强劲活力

离开布桑家后，我们的车辆驶过

繁华的街区。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停

放着自家的汽车。

记 者 来 到 安 多 县 自 然 资 源 保 护

局，魁梧壮硕的拉巴局长接待，聊起青

藏公路和安多县城的变化。

拉巴于 1981 年出生，父母是“天下

第一道班”的工人。在拉巴印象中，父

母天天推着架子车、拿着铁锹上公路

维护路面。

1985 年，青藏公路铺筑了柏油路

面 ，成 为 当 今 世 界 海 拔 最 高 、线 路 最

长、标准最高的公路。

1988 年，拉巴来到安多县城上小

学。当时的沈阳路和安狮路，还是两

条朴素的沙石土路。

当时，“三产小区”整条街建筑稀

少，老桥附近仅有几间平房开饭馆，供

过往司乘人员用餐。

拉巴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小王商

店”，那是他童年的避风港。手握零花

钱，他总奔向那里，寻找店主王阿姨售

卖的煮鸡蛋、红白相间包装的泡泡糖

和满足味蕾幻想的方便面。

1998年，世界海拔最高、国内装机容

量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建成投入使用；

2000 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号角

吹响，安多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

荼地展开；

2004 年，安多变电站建成并入那

曲电网，2011年又并入了国家电网；

2006 年 7 月 1 日，安多站随青藏铁

路的开通而投入运营，成为世界上海

拔最高的有人值守铁路车站；

2017 年起，帕那镇逐步孕育出多

元化的经营模式，涵盖了运输服务车

队、超市、矿泉水生产厂、蔬菜大棚、奶

制品加工企业、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以

及啤酒生产加工厂……

“现在的冬天已经不再像以前那

样寒冷难耐了。”拉巴感慨。如今，全

县的供暖时间长达 7 个月，基本解决了

干部职工过冬问题。

在拉巴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安

多县城的日新月异。街道变得宽敞整

洁，依山而建的道路将小镇紧密地连

接 在 一 起 。 一 座 座 高 楼 大 厦 拔 地 而

起，办公大楼、文化活动中心等标志性

建筑熠熠生辉。人行道、路灯、停车位

等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善让群众生活更

加便捷舒适。

“‘要想富，先修路’，慕生忠将军带

领修建的格尔木至拉萨的青藏公路，确

实是一条致富之路。”拉巴感慨万分。

布桑与拉巴的记忆，诉说着安多

的往昔变迁。

（记者 彭婧 张晓明 黄志武 德吉

央宗 张多钧 薛莹 吴占云 索朗多拉）

安多:一条路改变一座城

因 路 而 兴 的 生 动 记 忆
彭婧

（紧接第一版）“现在我两天就能织完一

个氆氇玩偶，自己赚了钱，还减轻了家里

的负担。”次仁片多笑着说，“现在我和阿

妈每月收入加起来差不多有 6000元。”

产业发展蒸蒸日上，精神面貌也随

之改变：自立自强、勤劳奋斗成为“阿

佳”们绘就致富画卷的新注脚。

在新式纺织机前，“阿佳”们哼着

歌，娴熟地操作机器：手持线盒来回穿

梭，两脚有规律地踩着踏板……在一双

双巧手中，绚丽多彩的氆氇编织而成。

“‘阿佳’们每天一大早就来工坊上

班，每年还会前往外地学习新技术。”工

坊管理者央吉告诉记者，当地妇女逐渐

认识到一技傍身的重要性。“‘阿佳’们

希望传统氆氇工艺不断创新，被更多人

知晓和喜爱。”

玩偶、围巾、披肩……在上海产业

帮扶和“阿佳”们的共同努力下，江孜氆

氇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融合，为氆

氇注入了时尚元素。目前，江孜氆氇系

列产品已经在全国 30 余家线上线下门

店亮相，并成功走出国门入驻国外品

牌店。

天地辽阔，“彩虹”飞架沪藏，传递着

两地“双向奔赴”的真挚情谊。根植于西

藏文化沃土，富有民族特色的氆氇，正被

上海援藏赋予更强的生命力，编织着藏

家儿女彩虹般绚烂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拉萨电）

雪 山 之 下 见“ 彩 虹 ” 上一次来安多县已是很多年前，

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县城里尘土飞扬，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早餐店，那一口香

甜的豆浆油条，好生让人想念。今天，

漫步在安多县城，不同口味的餐馆、各

种蔬果店一应俱全。我们为安多县的

迅速发展深感震撼。

一路上采访的人其实不止文内的

两位，还有淳朴的退休干部旺珍，参与

过青藏铁路修建的卤菜店老板陈学伟，

等等。旺珍 1997年到安多县上班时，唯

一的娱乐是去县里的录像店。陈老板

就更有意思了，提起 2003 年的安多，他

直接蹦出一句家乡话：“真冷啊！”他们

的故事深刻且感人，更印证着安多县因

为青藏公路而发生的巨变。

一路采访，经过的很多乡镇，皆因青

藏公路聚集人气、日渐繁华。70年来，高

原如画、大道如歌，愿雪域高原随着交

通畅达，更加繁荣进步。

缘藏30载
真 情 暖 高 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