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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近两年来的浙江那曲合作成
果，可以看出一些新趋势：除了“大组
团”外，一个个“小组团”正凝聚起前后
方力量，在理念创新、技术支撑等各个
层面，带来新的活力。

发展的背后，是理念的变化——
除了党政机关主导和援藏资金支持
的项目外，越来越多民间组织、企事
业单位纷纷“入局”。援藏不再只是
支援当地发展，更是协作寻求新发展
机遇。

眼下，来自浙江的浙江省中国旅行
社集团有限公司、蜗牛景区管理集团等
一批文旅企业正马不停蹄。对接那曲
景区、设计旅游线路⋯⋯这场跨越数千
公里的合作，旨在将越来越多的浙江游
客带到那曲。

地域广阔的那曲，坐拥色林措、萨
普神山等景区，文旅资源丰富，一年一
度的赛马节更是当地一张金名片。然
而，与西藏拉萨、林芝等地相比，那曲成
熟的文旅线路和景区仍有待开发。

那曲旅游业下一步如何发展？去
年8月，在浙江援藏指挥部的牵线搭桥
下，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带领7家文旅
企业深入那曲。伴着飞扬驰骋的赛马
声和醇厚的酥油茶香，来自浙江的文旅
专家围绕当地文化旅游的发展定位、项
目开发、品牌打造、产品差异化等，展开
一场“头脑风暴”。

这是一次新的组团尝试，变单向支
援向双向合作转变。背后是一种资源
优化配置后的成体系援助，让供需两端
实现双赢。

这几年，浙江援藏格局发生很大变
化，背后反映的是新时代下西藏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2020 年，中央第七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稳定、发展、生
态、强边”四件大事，对于浙江对口支援
工作来说，这是全方位的升级，也是对

援藏效能的检验。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对口支援处处

长唐寄兴说，当前国家对援藏工作提出
了不少新要求，如更加重视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更加突出民生，创新拓展智力
援藏，务实推进产业就业援藏等。“深化
产业协作、着眼民生改善、注重文化交
流，这些仍需要通过‘组团’的理念深入
探索。”

借鉴医疗教育“组团式”援藏经验，
浙江正聚焦销售、产业基地、工业园区、
科研创新等特定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
精准化支援，帮助那曲补短板、强弱项，
更加注重从输血向造血转变。

去年 8 月，借助浙江资源力量，那
曲在杭州开出了首家特产门店。在上
百平方米的门店内，冬虫夏草、藏红花、
牦牛肉、藏贝母、牦牛奶，这些那曲的农
优产品一应俱全。杭州市民可以在家
门口买到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那曲特
产。为了长期破解销路难题，线上商城
同步开设。经过推广，那曲产品得到越
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开馆当天，某品
牌手撕牦牛肉就卖出了 1 万多份。截
至去年底，那曲产品累计销售金额超过
600万元。

“援藏的每个阶段都有工作侧重
点。”第十批浙江省援藏指挥部指挥长、
那曲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董旭斌
说，从初期改善民生到现在发展产业，
带动当地农牧民共同富裕，浙江“组团
式”援藏变的是形式和内容，不变的是
内 核 和 初 衷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识。

漫步那曲，大大小小的浙江烙印已
深深刻进了这片土地。城市建设、智力
支援、产业布局⋯⋯来自浙江的项目多
点开花，激活那曲发展动能的同时，也
成为两地心连心的历史见证。浙那故
事，还在继续书写。

从大组团到小组团
理念之变见证双向奔赴

王逸群

海拔 4500米，低压、低氧、强紫外
线，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50%⋯⋯恶劣
的自然条件，给浙江援藏干部人才的工
作带来困难。“多吸氧，在那曲吸氧不是
丢人的事。”在班戈县，绍兴援藏医生徐
春芳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确实，对
这些来自沿海地区的人们来说，适应高
原，心理上可以做到，但生理上却很难
做到，哪怕来了一年、两年、三年。

7天的那曲采访可谓日夜兼程，我
们走访了色尼、比如、嘉黎、班戈等多个
地方。在对口支援西藏30年的历史时
刻，我们见证跨越几代人的接力，聆听
他们的甘苦与梦想，意义非凡。我们看
到，在这样艰苦环境下做出一番成果，
靠的正是不变的情怀。

这几年，浙江援藏干部在“组团式”
援藏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方式和理念，生

发出一批“造血”项目。他们结合当地
人外出打工的困境，在浙江针对性完善
配套设施，为那曲百姓切实解决就业难
题；他们撬动资源发挥“乘数效应”，让
更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从与老百
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教育、就业，到
带动当地发展的文旅、农业等产业项
目，浙江援藏干部人才为那曲地区长远
发展，提供持久的内生动力。

当地老百姓用并不熟练的普通话告
诉我们：“日子越过越好了。”短短几个字，
背后是一代代援藏干部人才的接续付
出。他们发挥“海拔高，境界更高”的援藏
精神，用情怀为守
护那曲百姓的幸福
奉献着绵薄之力。

大地不会忘
记。他们带来的
改变，将永远留在
当地人的心里。

最是情怀能致远最是情怀能致远

这个夏天，拉萨那曲第一高级中学
门口的公告栏上，新的喜报又挂起来了。

“今年重本率 69%，普本率 96%！”
海拔 4500 米之上，浙江“组团式”援建
的拉那一高，在今年高考中再次取得好
成绩。

援建的学校高考成绩打破历史
纪录，支援的医院首次开展白内障复
明、耳前瘘管切除等多项手术和远程
会诊⋯⋯一个又一个难题被突破，一
项又一项纪录被刷新。

成果背后，是“组团式”帮扶带来的
强劲动力。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开
展“组团式”医疗援藏和教育援藏工作，

即援藏省市的医生、教师组成一个团
队，集中对口支援一所医院或学校。从
此，各地探索“以院包科”“以省包校”，
人才开始“组团”选派。

十年来，一批又一批浙江干部人才
飞向雪域高原。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
干、师傅带徒弟⋯⋯他们带去了浙江优
质的医疗教育资源，更带去了“浙江方
案”“浙江标准”。

一只蝴蝶在亚马逊雨林里的振翅，
就可能引发一场跨越大洋的风暴。从
人才到制度，再到理念，来自浙江的援
藏力量，正通过“组团式”对口支援，在
数千公里之外的那曲掀起蝴蝶效应。

不久前，在那曲市班戈县人民医院
住院部，75 岁的次珍经过小针刀微创
手术和抗感染处理，治好了右侧胫腓骨
陈旧性骨折和小腿软组织损伤感染，终
于康复出院。

这是班戈县首例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手术。“简单来说，就是病人因外力
受伤后，通过切开复位再使用螺丝钉、
钢板等器材进行内固定。”为她手术的
医生——来自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的商金祥解释说。

这项简单的外科手术在浙江已是
常态，但在海拔 4750 米的那曲市班戈
县人民医院——全国海拔最高的县级
医院，却还是医疗领域的空白。

“当地医疗人才极度紧缺，病历写
得不规范，就连许多先进设备都不会操
作，更别提稍微复杂一些的手术了。”初
到这里时，绍兴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张志坚觉得，这里的医疗水平比浙江落
后很多。

2021 年 8 月，带着“组团式”医疗
援藏的对口帮扶使命，绍兴市“以市包
院、以院包科”，组建了首批8人援藏医
疗队。来自 4 家不同的医院和科室的
医生们，依托浙江力量牵头开展学科建
设，特别是医务科、护理部、内科、外科、
妇产科、检验科、影像科等当地急需提
升的部门和科室。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手术等数十项先进经验和技术成果，
也被“打包移植”。

医疗援藏早在 1984 年就已启动。
然而，最初的“散兵式、游击战”，往往忽
略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医院的管理。“援
藏专家一走，当地医疗水平又回到原来
状态。”来自浙江省人民医院的妇科医
生程伟业首次来到那曲妇保院时，仍有
同样的感受——这家浙江新结对的医
院，仍没有一套完整的手术班子，无法
独立开展常规妇产科手术。

2015 年 8 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同年，中央组
织部会同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及 17 个
对口援藏省市，先后开展医疗、教育
人才“组团式”援藏，以提升受援医院

学校的水平。“举全省、全市之力帮扶
一家医院，这在以前无法想象。”程伟
业 说 ，毕 竟 内 地 不 少 专 家 都 是 一 号
难求。

王牌资源下沉到基层，效果立竿见
影。进藏三年，班戈县人民医院首开消
化内镜诊治项目，并在内镜下成功识别
了一例以消化道出血为首发症状并最终
确诊为食管癌的病例。当地还成功开展
常规骨科手术、外科肌骨超声、外科超声
介入术⋯⋯三年来，绍兴援藏医生在当
地推广和开展新业务新技术61项，帮助
医院制定了3个学科发展规划。受援医
院一批重点专科实现“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

人才培育的背后，是制度跨出的一
大步。

因为培养模式和地域差异，两地的
医生在学历、实践技巧、理论水平等方面
都千差万别。在那曲，不少医生是专科
毕业，一些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

浙江首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
长，时任班戈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魏剑锋感受最深：“改变当地医务
人员观念，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远
比提升医疗水平艰难。”

因此，在“组团式”援藏中，推进人
事、薪酬、管理运行等体制机制改革，提
升管理水平，被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 最 初 医 院 只 有 30% 的 执 业 医
生。”魏剑锋到岗后便制定了一系列的激
励措施，并设立“三年清零行动计划”，对
考出执业证书的医生进行激励。

这些措施很快奏效。“他们开始主
动看书学习，执业率已经翻了一番。”魏
剑锋说，当地医生不仅在专业上有了进
步，而且开始主动与他讨论各种医疗案
例和问题。

制度的探索还延伸到绩效考核管
理上。当前，医院正在试行一项新的
管理制度，综合考评业务能力、技术考
核、看诊量等。“虽然目前大家的考核
分数相差不大，但沿海地区的先进管
理理念，正在一点点影响和改变当地
人。”魏剑锋说。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人才之变推动制度创新

在过去的14年里，那曲市第二特
殊教育学校学生仁多从未想过，有朝
一日可以跨越半个中国来到杭州——
今年 9 月，她将成为浙江盲校的高一
学生。“简直不敢相信。”被告知能够继
续读书的那个场景，仁多至今仍记忆
犹新。

相比往届特殊教育学校的毕业
生来说，仁多是一个幸运儿。受限于
当地教育资源，西藏只有 7 所特教学
校，但均没有开设聋哑学生高中阶段
课程。以往学生们在完成九年义务
教育学段后，只能回家放牧或跟着父
母寻找生计。这也导致一部分特殊
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只能停留在初中
阶段。

2024 年毕业的 84 名学生该何去
何从？送走2023届毕业生后，这个问
题就一直困扰着校党支部书记王付。

一项新的交流机制，改变了孩子
们的命运。去年 9 月，浙那特教联盟
成立，浙江省盲校、杭州文汇学校等 5
所学校与那曲第二特校结对，并于今
年6月推出羌塘折翼天使委培计划。

根据计划，2所学校将“组团”承接
区外就学的那曲特殊学生。包括仁多
在内的首批 3 名视力障碍学生和 3 名
听力障碍学生，将前往浙江省盲人学
校、杭州文汇学校接受高中阶段教育。

王付难掩激动之情。从今年起，
学校每年都可以选派优秀盲聋初中毕
业生到浙江继续深造，享受浙江的优
质教育资源。“这也意味着那曲的特殊
教育学生可以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拥
有读大学的机会。”他说。

从教师、医生进藏，到当地学生、
人才走出大山，当“组团式”援藏的机
制越来越活，模式越来越多，更多的那
曲人改变了命运。他们收获的，不仅
是更开阔的眼界、更多元的选择，还有
更丰富的人生。

选择走出大山，反映着那曲人生

活习惯和交往模式的改变，而背后折
射 的 则 是“ 打 包 式 ”的 全 方 位 援 藏
服务。

以就业领域来说，每当毕业季，全
国各地的对口支援省份总会想方设法
为西藏的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然而
结果却是愿意出去的少，时间也待
不长。

如何让当地人从“不想去”，到
“愿意去”“稳得住”？在走访调研
中，台州市援派嘉黎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杨贤巍了解到毕业生索朗晋
美曾在成都打工，但孤身在外让他心
里很不踏实。不仅远离亲人朋友，还
有饮食习惯差异、风俗文化不同⋯⋯

“在区外给藏族学生营造熟悉而又安
全的工作生活环境，或许是解决问题
的关键。”他说。

于是，组团输出毕业生的想法应
运而生。杨贤巍随即找到台州湾新区
管委会，建议由园区内相对集中的几
家企业共同吸纳嘉黎县高校毕业生，
并在人才公寓为他们集中统一安排
住宿。

企业积极性也很高，首批就提供
了370余个就业岗位。经过多轮对接
与反复遴选，立马车业、星星冷链、荣
鹏气动等企业被确定为嘉黎县区外

“组团式”就业基地。
为了让毕业生安心工作，台州还

提供暖心生活保障。除了提供工作岗
位，台州还成立嘉黎县驻台州就业服
务联络站，为学生们提供办公、娱乐、
健身、展陈等交流场所。不仅如此，嘉
黎县的一名人社专业干部还一起来到
浙江，对接沟通两地政府、企业、学生
的需求与信息，为毕业生们提供帮
助。如今，23 名那曲毕业生已在台州
稳定就业。

将浙江之力“打包”支援的“组团
式”帮扶，已成为浙江与那曲两地一套
成熟的协作模式。

从送专家到搭桥梁
模式之变带来更好服务

记者手记

浙江“组团式”援藏十年，激活那曲发展动能

雪域高原变迁见证山海情长
本报记者 王逸群 沈烨婷

浙江“组团式”援藏十年，激活那曲发展动能

雪域高原变迁见证山海情长
本报记者 王逸群 沈烨婷

浙江“组团式”援建的拉萨那曲第一高级中学。浙江“组团式”援建的拉萨那曲第一高级中学。

2022年“五一”劳动节，浙江医疗援藏队员在班戈县举行大型义诊活动。 2020年8月，绍兴比如两地学校开展云主题班会。 本版图片均由省援藏指挥部提供

由浙江援建的那曲地区赛马场。

浙江和那曲两地加强人才交流。图为色尼区考察嘉兴秀洲智慧社区。

浙江援藏干部“小组团”
开发文旅线路。图为援建开发的唐蕃古道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