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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历史文化建

筑宗山古堡屹立山头。山下的宗山广场，英雄

路、卫国路、上海路、长宁路……从这里通向四

面八方。

来来往往的行人早已熟悉眼前的一切，但

今年 77 岁的达娃不会忘记，如果没有对口援

藏，就不会有这些道路。回忆起当年的场景，这

位年近耄耋的老人依旧十分激动。

30 年来，70 多名上海市援藏干部先后来到

海拔 4000 米的江孜县，与当地干部、群众齐心

协力谋发展，让这片土地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一所学校的变迁

“到最基层去，了解最真实
的情况”

在这里生活了 70 多年、曾任江孜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的达娃，退休后时常在县城里走走

看看。每次路过江孜闵行中学、上海路、长宁

路，他都忍不住驻足良久，脑海里浮现出一批批

上海市援藏干部的身影。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刚来时，江孜县城

里都是土路，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房子。日喀则

市相关部门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年轻人送到县

里，他们脸上满是旅途的疲惫和对未知的好奇。

从哪里入手干？第一批援藏干部、江孜县

委原书记王胜扬想着先把情况了解透。“我们能

做的就是先多方调研，有针对性地确定一些援

藏项目。”王胜扬回忆。

一早出发，王胜扬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下乡，

到一个个点上看，直到晚上 11 点才回到县里。

“回来后，顾不上吃饭，他立即通知县委常委开

会。”同是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的赵荣善回

忆。达娃感慨：“到最基层去，了解最真实的情

况，援藏干部的作风打消了我们的顾虑。”

一番调研后，建学校成为王胜扬与江孜本

地干部们商定的第一件事。

当时，江孜县各乡已经逐步建起小学，但小

学毕业升入中学的不多。当听到上海市将出资

300 万元为江孜县建设一座新中学时，时任江

孜县分管教育和卫生工作的副县长米玛次仁高

兴得几乎从凳子上跳了起来：“这可给我们解决

了大难题！”

1997 年 ，强 巴 石 曲 进 入 江 孜 闵 行 中 学 就

读。“那时，学校里只有两栋小楼，黄土铺的操

场，一下雨，满脚都是泥水。”2008 年大学毕业

后，强巴石曲回到母校工作，学校的面貌已经发

生巨大变化。

后来，第一块足球场、第一套电子白板系

统、第一个科创实验室……一个又一个全新设

施在学校落地。作为变化的见证者，强巴石曲

感慨万千：“对口援藏，让我们也拥有了这么好

的教育条件。”

除了改善硬件，援藏干部还带来了很多新

的教育理念。援藏干部、江孜闵行中学校长黎

春带着师生们在学校里开辟了一块试验田，让

孩子们参与试验田种植。“孩子们参与劳动，也能

更直观地认识自然。”黎春告诉学校老师们。

学 校 的 试 验 田 里 长 满 了 土 豆 、萝 卜 等 蔬

菜。对很多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着一

片作物从播种到成熟。强巴石曲还记得，去年

9 月试验田第一次收获，孩子们虽然在地里干

活干得十分辛苦，但都笑容满面。排着长队，一

点 点 把 收 成 搬 到 食 堂 ，再 做 成 一 道 道 可 口 的

菜肴。

一个园区的升级

“让更多人参与现代农业，
培养本土人才，变‘输血’为‘造血’”

10 年前，如今的红河谷现代农业园区还是

县城周边的一块荒地。

当时，江孜县计划在此建设一个现代化产

业园区，需要抽调一些干部。得知主持建设工

作的是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时任常务副县

长的江臻宇，江孜县发改和经信商务局党组书

记罗旦心里多了一些底气。

2013 年 8 月，上海浦东农业发展集团的专业

团队来到江孜调研。经过反复研讨，团队最终确

立了以高原特色优势农业为发展方向，探索“两

头在上海，中间在江孜”的发展模式。对罗旦来

说，这种模式意味着持续的奔波。他至今仍记

得，那几年带着农产品反复往返上海和江孜。

一次，罗旦和江臻宇背着香菇等红河谷园

区特产，前往浦东参加消费品展销会。展销会

上 人 来 人 往 ，却 没 有 人 在 他 们 这 个 展 台 前 驻

足。于是，两人就在展台前大声吆喝，拉住往来

客商试吃，最终引得几名客商下单。

不断探索中，罗旦渐渐找到了路子——种

植的蔬菜水果主要供给本地，一些更易于保存、

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则主攻外地市场。

“从那时起，县里的干部逐步把经营工作更

多交给本地群众，帮助他们成长。”罗旦说。

如今，许多江孜的农业经营者都是红河谷

的“毕业生”。他们在这里学习了先进的种植技

术和农业理念。“我们想通过红河谷农业园区，

让更多人参与现代农业，培养本土人才，变‘输

血’为‘造血’。”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时任江

孜县副县长汪芳说。现如今，红河谷又引进了

鲜花、盆栽等新产业业态，在种植农产品之外为

群众增收提供了更多选择。

红河谷的发展，是上海市援藏干部带动江

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越来越多“新

鲜”产业在这里落地生根。

在班觉伦布村，村民旦增正粉刷墙面、添加

彩绘。上海市第十批援藏干部支持本地居民开

设氆氇编织工坊，带动当地生产一批高附加值

的青稞产品，并帮助他们开拓市场。在村里，上

海援藏工作队今年正在尝试将江孜县打造为羊

绒产业基地，共同建设氆氇研发中心，将兼具羊

绒质量控制、纤维含量检验、产业工人培训、订

单统筹发包等多种功能。

“未来，我们将在日喀则打造一条高端羊绒

氆 氇 产 业 链 ，为 西 藏 传 统 手 工 业 转 型 升 级 助

力。”上海市第十批援藏干部、江孜县委副书记

胡发炜展望着。

一份情感的延续

“群众的肯定，就是我们最大
的收获”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

部、时任江孜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侯坤仍记得那

场跨越 100 多公里、历时近两小时的生命接力。

2017 年一个夏日深夜，侯坤接到一通电话

——“一名产妇产后大出血，需要紧急转院到江

孜救治！”转院途中，随车医生也突发胸闷不适，

需要救治。

侯坤一面安排医生乘坐救护车前去接产

妇，一面在医院内做好抢救准备。产妇抵达江

孜后，侯坤展开施救，同时对随车医生进行诊

疗。直到两人病情稳定，大家才长舒一口气。

此时，时间已经到了后半夜。

“江孜地广人稀，我们县医院要守护好群众

健康。多付出一些不算啥，群众的肯定，就是我

们最大的收获。”侯坤说。2014 年 1 月，浦东新

区人民医院与江孜县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

议，开启结对帮扶、合作共建。10 年间，浦东卫

生系统共派出 8 批（总计 32 人次）“组团式”援

藏医疗队、短期援藏专家团共 45 人次，接收江

孜卫生系统进修人员共 87 人次。

援藏干部吴志跃做出了回西藏创业的选

择。2015 年，吴志跃开始创业，到江孜从事农产

品加工销售。援藏时，吴志跃经常去村民家走

访。群众对他的热情、对农业种植的朴素感情，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西藏，我能为这里留

点什么？”虽然在任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回到上

海，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吴志跃都觉得自己做得

还远远不够。如今，他开办的公司每年都会从江

孜收购青稞进行加工，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援藏 30 年，对江孜的影响太大……”提到

上海，达娃总是忍不住打开话匣子。路过江孜

闵行中学时，达娃充满感情。三年前，达娃的孙

女达娃雍措从这所学校毕业，继续踏上求学之

路。达娃的儿子扎江在这所学校任教，一批批

学生在这里求学成长。

这段书写了 30 年的故事，仍将延续。

30年来，上海援藏干部与西藏江孜县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谋发展—

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干下去
本报记者 徐驭尧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北厂区，左手边是

淀粉车间一部，属于老厂房，右手边是新工厂。”

在黑龙江省青冈县龙凤玉米开发有限公司厂

区，孙喜臣熟悉地在各厂房间穿行。

孙喜臣并非该公司员工，而是青冈县工信

局干部。青冈县抽调 61 名干部到 41 家重点企

业，协助企业做好项目审批手续办理等工作，帮

助解决发展难题。

步行至厂区西南角，淀粉精深加工项目正

在施工。“最近施工顺利不？”孙喜臣遇到工地负

责人王洪海。

“都挺好，就是有个作业面需要垫平，可能

得找几车土。”王洪海回答。

“这好办，我来联系住建局，你等消息吧。”

孙喜臣拿出笔记本记下。

一圈走下来，笔记本上记下不少问题。返

回厂区办公室路上，孙喜臣迎面碰见总经理郭

庆玲。“之前你帮着申请的项目资金马上就要落

实到位了，多亏你们帮着研究。”郭庆玲说。

今年年初，孙喜臣了解到企业计划将淀粉

糖深加工项目申报为技改项目，他对省里出台

的文件《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增产扩能”政策

实施细则》进行研究，发现项目符合“增产扩能”

的申报条件。对该项目来说，调整申报为“增产

扩能”项目后，奖补资金将增加 350 万元。

孙喜臣的手机里，重点规上企业群、驻企服

务群不时传来新信息。每逢新政策出台，他都

会第一时间找出重点，转发到企业群里，帮助企

业申报。为了“让政策找企业”，青冈县驻企服

务团队会定期编制《政策摘要精编》，为联系的

企业争取好政策，实现“直达快享、应享尽享”。

梳理完政策，再抬头时，天色已暗。孙喜臣

走出厂区，刚到大门口，碰到了外出办事、刚刚

回公司的企业办公室负责人。“还有个事，新项

目投产需要用工，我们想提前招工，发了宣传

单，也发了‘朋友圈’，但是联系我们的人不多。”

企业办公室负责人说。

“你把招工信息发给我，我看能不能在县融

媒体平台转发一下。”孙喜臣又拿出笔记本，写下

“招工”“融媒平台”几个词，并画上了着重符号。

黑龙江青冈县选派干部入企问需求、解难题

让 惠 企 政 策 直 达 快 享
本报记者 崔 佳 方 圆

在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

哈达铺镇玉岗村，村民袁效

忠给洋芋地除完草，走过漫

水桥，不到 10分钟就到了家。

一条秋末河，将玉岗村

分成了东西两块。人住河西

边，田在河东边。以前挽起

裤腿蹚过河，年轻人也得七

八分钟。有了漫水桥，几分

钟，袁效忠就背着锄头到了

河 对 岸 。 他 说 ：“ 这 是 咱 们

‘说’出来的一座桥！”

这个“说”，指的是“民事

直说”。近年来，陇南市坚持

党建引领，推行“民事直说”

工作法，聚焦村里事、邻里事

和家里事 3 种类型，通过现

场会形式听取群众意见，采

取现场直办、干部领办、村镇

联办和跟踪督办等方式，提

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

“说”出诉求不难，怎么才

能“说”得有效？玉岗村每月

至少组织一次线下民事直说

会，村里党员、网格员、村民共

同参加。袁效忠在会上提出

建议：“村里其他基础设施都

挺好，唯独往田里走太麻烦。”

袁效忠的意见得到了回

应。选址在哪儿？材料用什

么？资金怎么来？村民畅所欲言，村干部记录整理

好发到村里的微信群里，外出务工的村民也能看到。

40多天工期里，村民参与超过 500人次。这座 64
米长、2 米宽的漫水桥建成后，村民能开着三轮车、拉

着小农机到自家田里。“村里事，大家说，一起办。”陇南

市委书记张柯兵表示，“我们探索‘民事直说’工作法，

就是为了更及时听取群众意见诉求，办成惠民实事。”

“刚做好的洋芋搅团！”在陇南市两当县云屏镇

的“乡野时光”旅游园区，街道村村民罗守强在摊位

前向来往游客热情推荐。

此前，村民们在园区不同点位售卖产品，虽然种

类丰富、但较为分散。“如果我们旅游公共服务能更集

中高效，村民收益也会更多。”听了村民的反馈，在民事

直说会上，街道村党支部书记李建章回应。很快，在园

区亲子游乐园旁，村里协调出专门区域，搭建起廊架等

设施，罗守强和其他村民一起整理，划分不同区域。

不只这块售卖产品的区域，4 年多时间里，旅游

园区里各项公共服务措施更加完备。自 2022 年 7 月

全面推行“民事直说”工作法以来，陇南累计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 17.89 万余条，大多数事项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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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R

新华社北京 8月 20日电 （记者韩佳诺）中国记协

20 日在京举办新闻茶座，邀请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围绕“加

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题，与境内

外记者等进行交流，并回答提问。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徐洪才认为，经济

体制改革千头万绪，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我们要促进经营主体的公平竞争，同时发挥好

政府的作用，提升政府服务经济活动的效率。”

徐洪才表示，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国计

民生的重大领域，以及社会公益性领域要多发挥作

用。政府要更多在法律层面、政策层面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让生产要素、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进一步释放。

此外，徐洪才还就户籍制度改革、提振消费、财

税改革等方面的提问作了回答。

中 国 记 协 举 办 新 闻 茶 座
聚焦“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搞好

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优化援藏干部人才结构，

把优秀人才选派到条件艰苦和情况复杂地区

去磨炼意志、增长才干。”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拉开

了对口支援西藏的帷幕。30年来，一代接一代

援藏干部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本

报记者走进上海市对口支援的西藏江孜

县，通过一所学校的变迁、一个园区的升级、

一份情感的延续，讲述援藏干部与当地干部、

群众一道，齐心协力谋发展的动人故事。

■干部状态新观察R

作为福建省首批援藏干部，我至今仍记

得抵达朗县时的场景。那时的朗县，各方面

条件有限。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磨灭我们

干事创业的热情。

在一批批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群众的

共同努力下，如今朗县的面貌已经发生巨

大变化。这些年，县里的营商环境更好了，

干 部 的 工 作 能 力 提 高 了 ，未 来 发 展 可 期 。

对我个人而言，援藏是难以忘怀的宝贵经

历 ，更 成 为 支 撑 我 攻 坚 克 难 的 宝 贵 精 神

力量。

—第一批援藏干部、朗县县委原书记

郑民生

我曾在拉萨工作，如今作为援藏干部

来 到 岗 巴 县 ，肩 负 帮 扶 责 任 ，见 证 发 展 变

迁，倍感振奋。自从对口支援岗巴县以来，

我所在的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聚焦保障

和改善民生、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等五大重点领域，实施各类援助

项目 172 个，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援藏期间，看到当地群众过着幸福生

活，我感觉一切的付出与努力都有了价值

和意义。接下来，我将与当地干部一起埋

头苦干，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

—第十批援藏干部，岗巴县委常委、

副县长王琦

■干部感言R

新华社西安 8月 20日电 中国记协“记者之家”

大学堂延安教育实践项目 20 日在陕西延安启动，

旨在用延安精神滋养广大新闻工作者，继承党的

新闻工作优良传统。

中国记协主席何平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在党的新闻史上也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延安精神穿越

时空、历久弥新，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砥砺前行。

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延安精神、传承新闻初心，

坚定不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宣传党的主张，把坚定

的党性原则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满腔热忱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把

唱响时代主旋律、传播时代最强音作为神圣职责；矢志

不渝站稳人民立场、反映人民心声，把坚定的人民立场

贯穿新闻工作全过程；持之以恒砥砺思想作风、练就

过硬本领，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

新闻佳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舆论支持，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

启动仪式后，中国记协将以“增强国际传播能力”

“提升热点引导水平”为主题，举办两期传承初心、增强

“四力”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青年骨干记者将深入学习

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

工作的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参加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采编实践等课程，参观延安

革命纪念馆、延安新闻纪念馆、清凉山新华通讯社旧址

等，在青年记者导师带领下赴南泥湾开展采访实践活动。

中国记协“记者之家”大学堂
延 安 教 育 实 践 项 目 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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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胡发炜（右）在红河谷农业园区查看

盆栽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图②：侯坤（左）正在开展手术。

旦增欧珠摄

图③：20 多年前的江孜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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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如今的江孜县城。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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