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水环绕、地势错落有
致，重庆餐馆、重庆路标、重庆
方言……走在昌都的街头巷
尾，随处可见重庆元素，让人似
乎一下子从雪域高原来到了
热情山城。1994年，对口援藏
大幕正式拉开，重庆被确定对
口帮扶昌都市。此后，“渝昌情
深”的故事持续至今。30 年
来，重庆市先后选派10批援藏
干部人才，一棒接着一棒干，用
心用情用力做好援藏各项工
作。构建了人才援藏、技术援
藏、医疗援藏、教育援藏等全方
位、多领域的援藏格局。

“昌都缺什么、当地百姓
缺什么，我们就援助什么！”承
诺背后是重庆无怨无悔的付
出。昌都地处藏川青滇接壤
地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
江并流，山高谷深，自然条件
险恶。由于地势险峻，交通不
便，加之全市平均海拔在3500
米以上，高寒缺氧，群众看病
难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党
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市援藏工
作队充分发挥医疗卫生行业
优势，积极实施医疗人才“组
团式”援藏，为昌都医疗事业
发展贡献重庆力量，助力昌都
医疗高质量发展。

文/记者次吉娄梦琳
央金卓玛蒋翠莲

图/记者贡曲罗杰郑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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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引航越渝昌凝心聚力谱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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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对口援藏大幕正式拉开。重庆被确定对口帮扶昌都以及所辖的芒康县、类乌齐县、察雅县。
30年来，重庆累计选派了10批援藏干部，跨越巍巍天路、奔赴雪域高原。

类乌齐县的牦牛肉从当地百姓餐桌上的美食，到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重庆—昌都旅游直通
车”项目，已有681个团队24913人参加；昌都医疗教育水平跨越式发展……回望这30年，巴山渝水与高原
山城交往、交流、交融，书写着渝藏情深。

30年间，重庆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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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来，重庆市注入超过37.5亿元援藏资金，落地1151个援藏项目。一组组亮眼的数据，充分展现重庆
援藏取得的丰硕成果。未来，重庆市将用心、用情、用智做好新时代援藏工作，继续谱写新的华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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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造昌都教育援藏工作标志性成果

重庆市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工作队领队、昌都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魏兴贵：

宽敞明亮的活动场地，儿童设施一应俱全，环
境布置干净整洁，校园内还开辟有种植区，这里是
位于昌都市类乌齐县的重庆双语幼儿园，2018年
6月，由重庆援藏投资1500余万元建设。“这里的
老师和同学们很好，我很喜欢这里。”重庆双语幼
儿园学生嘎玛曲珠说。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自对口
援藏以来，重庆共投入教育援藏资金1.4亿元，实
施了46个教育援藏项目。自2016年“组团式”教
育援藏以来，教育援藏项目以改善民生、凝聚民心
为重点，实现了“甜起来、亮起来、暖起来、联起
来”。同时，自2022年以来，重庆市投入资金80余
万元，以“鸿鹄计划”“雪域雄鹰计划”为平台，加强
渝昌两地人文交流合作，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为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教育是民生之基，牵动着千家万户；教育是民
生之福，普照着广大学子。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重
庆市援藏工作队充分发挥“组团式”教育援藏作用，

加大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教研教改等方面的帮
扶指导，其中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开展优质高效
教研和集体备课活动，探索“对分课堂”精准教学，
结对“师带徒”等，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让更多的孩子们享受到优质的教育。2018年，昌都
市第一高级中学本科总上线比例达到99.1%，刷新
该校高考上线率历史纪录；2019年该校又成功创建
区级示范中学。作为重庆援藏时间最长的教师，昌
都市第一高级中学援藏教师陈云说：“能为西藏基
础教育做一些贡献，我此生无憾！”

“提高昌都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为昌都留下一支
‘带不走的教师队伍’，这是重庆教育援藏的意义，也
是重庆名师送教入昌的目的。”自对口援藏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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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昌都教师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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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工作队领队、昌
都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魏兴贵表示，对口支援
西藏昌都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重
庆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将立足昌都所需、重庆所
能，围绕昌都教育发展、民生事业、智力援藏等重
点领域，持续擦亮“雪域雄鹰”“渝昌青少年心连
心”等民族“三交”品牌，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藏各
项事业实现新发展。下一步，援藏工作队将继续
落实重庆援藏有关“培养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打
造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要求，多措并举，精准帮
扶，以“提高昌都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为昌都留下
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为目标，努力打造教育援
藏工作标志性成果。

“2023年7月28日，这一天我首次踏入高原之
际，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尽管面对高原气候所
带来的身体挑战，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作为妇
科援藏医生，坚定的信念和专业精神让我有克服一
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在重庆录制《蝶变30年 穿
越时空话援藏》栏目现场，申丽媛向记者展示了她
援藏期间的工作日记，“我非常珍惜援藏的每一天，
就想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回忆。”

2023年7月，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妇一科主治医
师申丽媛作为重庆市第十批援藏队员，踏上了“藏
东明珠”——昌都。第一次踏入昌都邦达机场，看
见湛蓝的天空和皑皑的雪山，就被绝美的高原风光
所折服。“来之前，我就知道昌都自然环境优美，但
医疗条件与区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作为一名妇
科医生，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治病救
人，更是要将先进的医疗理念和技术留在这里。”

在昌都援藏的一年时间里，申丽媛每天都过
得充实而忙碌。2023年9月，一名患者辗转多次

才来到昌都市人民医院，经检查患者为黏膜下肌
瘤，需要尽快进行手术治疗。“由于手术难度有些
大，患者的病痛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申丽媛说，在
门诊时，患者得知她是重庆援藏的医生，顿时觉得
看到了希望，眼睛都亮了起来。“我们很快为患者
进行了手术，这也是藏东地区首例宫腔镜下黏膜
下肌瘤电切术，患者没有花费高昂的治疗费用，就
在家门口享受到了最先进的医疗服务。”为了提升
当地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申丽媛与其他援藏医
生通过“师带徒”的方式开展一对一教学，让学员
能够独立诊疗妇科常见病及多发病。“‘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这次手术为当地医护人员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看到他们
的进步，我们也很欣慰。”申丽媛说。

援藏期间，申丽媛也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就
要克服身体上的不适，高原反应让她时常头痛、失
眠，但她从未退缩。“每当看到患者康复后的笑容，
所有的不适都烟消云散了。只要治疗有成效，我

们再辛苦也是值得的。”申丽媛笑着告诉记者，“援
藏工作虽然艰苦，但能让我把自己所学运用到实
际工作中，帮助昌都的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这让
我很有成就感，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经历，
值得永远铭记。”

随着援藏任务的圆满结束，申丽媛带着满满
的收获和感动回到了重庆。她表示，未来将继续
关注昌都的医疗事业发展，尽自己所能为昌都的
妇女健康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三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像申丽媛一样的重庆
援藏医生，带着满腔热血奔赴昌都，在雪域高原上
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汗水。这些接续奋斗的故
事，如同一颗颗璀璨星辰，在援藏事业的浩瀚星空
中熠熠生辉，引领着后来者继续前行。如今，新一
批援藏医疗队员握稳接力棒，怀揣着对昌都人民
的深情厚谊和对医疗事业的无限热爱，继续前行
在这条充满挑战与希望的道路上，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医者仁心的真谛。

“以前医疗设备较为破旧落后，现在大型高科
技诊疗仪多了起来，就医环境也更加舒适。无论
是医疗环境还是医疗技术，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改
善，发生了跨越性的变革。”提到昌都市人民医院
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变，市民罗布江村不禁感慨万
千。近年来，随着昌都市的医疗服务体系日趋完
善，群众的幸福感逐年提升。

走进昌都市人民医院，一栋现代化的门诊楼
拔地而起。前来就医的患者正在医护人员的指导
下使用多功能自助机挂号、缴费，骨科、神经外科
等门诊外的患者也在有序就医问诊，就医秩序良
好。“我今天过来开药，他们这里就医环境还挺好
的，医生和护士的服务也很周到。”患者贡秋说道。

昌都市人民医院是新中国在西藏建立的第一
所西医医院，历经70余年的传承与发展，目前已成
为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自医疗人才“组团
式”援藏工作启动以来，在援藏专家的全力帮扶
下，昌都市人民医院建成国家级胸痛中心、卒中中
心、创伤中心，自治区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
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等急诊急救“五大中

心”。同时，建成西藏自治区第一座高原临床药理
学联合重点实验室，并在此基础上，该院儿科获批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骨科、神经外科、妇
产科获批昌都市临床重点专科。

“重庆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促进了昌都市
人民医院急诊急救五大中心的建成。如今，昌都
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获国家级授牌，创伤中心成
为我区第一批获得‘中国创伤联盟创伤中心建设
单位’授牌单位，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以及危重儿
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获自治区卫健委授牌，这让
我们对医院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昌都市人民
医院副院长泽塔多吉说。

病有所医是民之所盼。数据显示，近10年来，
重庆累计援助昌都市人民医院建设和设备资金约
1.1亿元、配置捐赠医疗设备400余台（件）……每一
个数字的背后都凝聚着一批批援藏队员前赴后
继、“压茬”接力的汗水，在他们的努力下，昌都市
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人才培养更加系统精
准，医院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当地群众享受到了稳
稳的“医”靠。

整合资源布局 提升危重儿童救治率

儿科是昌都市卫生健康服务薄弱环节。为保
障昌都市儿童健康，重庆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专
家倾力帮助昌都市人民医院整合全院急诊科、重症
监护室、手术室、放射科等临床医技科室的综合医疗
资源，建立专门针对儿童重症及高危新生儿疾病的
快速诊疗体系。2020年3月，昌都市人民医院成立
了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在完善科间急诊绿
色救治通道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挽救患儿生命。

近日，记者来到昌都市人民医院住院部，医院
儿科病房内，援藏专家正和当地医护人员一同查
房，只见该院儿科医生徐文鸽正细心查看着每一
名患儿的情况，不时叮嘱身旁的医护人员注意相
关事项。

“以前由于缺少设备和技术，新生儿救治率不
高。重庆援藏专家来了以后，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和设备，解决了很多的现实困难。”徐文鸽介绍，最

初，当地医疗诊疗水平相对落后，很多偏远地区的
孕妇不能定期产检，使得当地新生儿早产率、发病
率较高。昌都市人民医院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
中心成立后，通过引进专业医疗设备，提升医护人
员诊疗技术等方式，针对早产儿、新生儿窒息、新
生儿颅内出血等各种疑难杂症及危重病有了较强
的临床治疗和护理经验，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
效果。同时，该中心作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的“以院包科”帮扶单位，长期有2名以上来自
重庆市“三甲”医院儿科专家，驻扎该院开展技术
援藏工作，并设置远程会诊专线，随时开展疑难病
例远程讨论与会诊。

“参加工作这些年，我见证了医院在重庆医疗
援藏队伍的帮扶下，诊疗技术和硬件设备得到极
大提升，尤其提高了危重儿童的救治率，有力守护
了昌都儿童的健康。”徐文鸽说。

丰富培训模式 帮助女性远离疾病侵扰

“这场手术太惊险了，还好母子平安。”2024年
“五一”假期，昌都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为一名高龄
产妇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三胞胎剖宫产手术。
现年41岁的卓玛，来自昌都市八宿县，意外怀孕后
来到昌都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做检查。根据超声检
查，医生发现为三胎妊娠。虽然三胎及三胎以上
妊娠是生理现象，但是并发症与死亡率均高于单
胎妊娠，为此医生不敢有丝毫大意。5月，卓玛出
现了宫缩反应，重庆市第七批医疗人才“组团式”
援藏队员兰侠主刀开展手术，参与手术的医生各
司其职，大约一个小时后，这位41岁的产妇顺利分
娩三个男婴，母子平安。

“这场手术在援藏专家的带领下，顺利完成，期
间我们学到了很多诊疗技术，为今后开展此类手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昌都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

医师杨晓黎介绍，“援藏专家来了以后，不仅传播了
先进的医疗理念，还手把手教授我们诊疗技术，现
在我们已经能够开展阴道镜、腹腔镜、宫腔镜等检
查，帮助更多女性远离疾病侵扰。”

2017年以来，依托“以院包科”模式，重庆市11
家医院“一对一”指导昌都市人民医院11个重点
科室建设，将其纳入重医附一院医联体成员，着
力打造立体培训模式，通过院领导带队现场指
导、远程视频培训、医师手把手“传帮带”等方式，
开展临床技能专项培训，不断提升新生儿、孕产
妇的临床诊疗与服务能力。援藏期间，一批又一
批医疗援藏队员均秉持初心，用实际行动让昌都
市医疗水平得到了“质”和“量”的双重跃升。如
今，愈来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正在不断满
足昌都市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强化资金投入 医疗援藏成果丰硕

援藏是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经历

重庆市第十批援藏队员、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妇一科主治医师申丽媛：

重庆市医疗援藏助力昌都市人民医院创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昌都市人民医院昌都市人民医院。。

昌都市人民医院外二科主任余正强（左）与重庆市第十批援藏干部、昌都市
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熊伟茗（右）正在讨论患者治疗方案。

俯瞰昌都市俯瞰昌都市。。

昌都市人民医院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医护人员正在查房。

昌都市昌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