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桃花节，村里许多游客说话都带

着浓浓的广东口音。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

嘎拉村人，听着分外亲切！”西藏林芝市巴

宜区嘎拉村村委会副主任尼玛多吉说。

嘎拉村，这个位于 318 国道旁的小

村 落 ，每 到 春 天 都 会 迎 来 最 热 闹 的 时

刻。漫山遍野的桃花灿若云霞，来自天

南海北的游客徜徉其间。其中，来自广

东的游客占了相当比例。

桃花村的名声越来越响，离不开来

自广东的援藏干部人才的大力推广。“通

过地铁专列等旅游推介方式，我们积极

拓展客源市场，走生态旅游发展道路，两

地交往交流交融日趋紧密。”广东省第十

批援藏工作队综合办主任，林芝市文化

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谭勇说。

“我们桃花源景区总面积是 278 亩，

有 1253株野桃树。今年桃花节，全村的旅

游收入有 360多万元。”尼玛多吉介绍。

林芝桃树都是野生树种，结出的桃子

不能食用。回想当年，不少村民琢磨着把

树劈了当柴烧。

嘎拉村党支部书记边巴不同意：“树

砍倒容易，再长出来就难了。”如何盘活

这些桃树？那时，城区的郊野旅游兴起，

村民们抓住机遇，搭建帐篷、架设景观、

组织各类文艺表演吸引游客，林芝桃花

节的雏形由此而生。

为了帮助村里发展旅游，广东省第

七批援藏干部，时任巴宜区委副书记、常

务副区长孙世宏多次带着区里有关部门

同志深入嘎拉村调研，提出“整合资源、

村景合一、整村推进”的发展思路。随

后，巴宜区累计筹措援藏资金 600 万元、

林芝市旅游以奖代补资金 100 万元、巴

宜区财政资金 160 万元，保护嘎拉村的

野山桃树、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施工时正好赶上林芝的冬天，嘎拉

村村民给施工队员送来热气腾腾的酥

油茶，让队员们心里暖融融的。半年过

去，村里铺上硬化路、建起停车场，村容

村貌大幅改善，嘎拉村成了名副其实的

“桃花源”。

2015 年春天，嘎拉村迎来了全新的

桃花节，“桃花村”的名声不胫而走。第

二 年 ，嘎 拉 村 桃 花 节 旅 游 收 入 就 突 破

100 万元。越来越多的游客远道而来，

只为一睹桃花盛景。

一座村庄，连接起相隔数千公里的广

东和西藏。“咱们和广东的情谊，就像江水

一样绵绵不绝。”尼玛多吉感慨。

【延伸阅读】

近年来，西藏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在中央支持下着力推动重要世界旅游目的

地建设，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

节、山南雅砻文化旅游节、林芝桃花节等成

为响亮的旅游品牌。2012年至 2022年，年

接待游客从 1058.39万人次增加到 3002.76
万人次，年旅游收入从 126.48亿元增加到

407.07亿元，增长约 2.2倍。

桃花盛开游客来
本报记者 徐驭尧

“又能看见了！”取下纱布的那一刻，71
岁的扎珍老人热泪盈眶。她紧紧握住大夫

龙潭的手，连声感谢。

47 岁的龙潭是陕西西安市第一医院

的主任医师，2023 年参加了援藏医疗队，

来到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从事眼科临床

工作。

扎珍老人上门求诊时，龙潭刚到阿里，

还没从缺氧的不适中缓过劲来，就马上投入

诊疗。通过详细检查，他发现患者得的是罕

见的角膜疾病，需要进行角膜移植手术。

医院迅速组建了一支由援藏

医生领衔的专家团队，凭借先进

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

验，顺利完成了当地首例

角膜移植手术。

“我给您买了副

墨 镜 ，是 保 护 眼

睛 的 ，以 后 出

门 一 定 戴 好 。”

临 近 出 院 ，龙 潭 带

着小礼物来到扎珍老

人床前，反复叮嘱。

高 原 地 区 紫 外 线 辐 射

强，角膜疾病的发病率较高，不

少人未得到及时医治。

作为对口支援阿里的省份之一，

30 年来，陕西先后选派 10 批 283 名“组团

式”医疗援藏人才和 290 名三级医院对口

帮扶医疗人才，帮扶阿里地区 8 所医院，并

推动陕西省人民医院等 11 家三甲医院与

阿里地区人民医院签订“以院包科”协议，

着力打造多个重点科室。这些年来，阿里

地区人民医院科室增加了 30 多个，医疗救

助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

援藏一年间，龙潭带领团队实施白内

障手术 200 余例，无一例发生严重术后并

发症。为了将优质医疗资源留在当地，援

藏医生“传帮带”也成了惯例。阿里地区人

民医院眼科医生次仁顿珠就是龙潭的第一

个徒弟。

“去年我开始跟着龙老师进修。”次仁

顿珠说，“他手把手教我做手术，传授诊疗

技巧和经验，让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了

极大丰富和提升。”

在陕西省“组团式”医疗援藏的参与

下，阿里地区开展了眼科普查，针对相关病

症进行科普和宣教，农牧民群众对多种疾

病的预防意识明显提升。

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医生，用专业知识和

诊疗技能为高原患者带去了光明与希望。

【延伸阅读】

涵盖基本医疗服务和妇幼保健、疾病

防控、藏医药等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建

立，援藏省市助力受援地成功创建 6 家三

级甲等医院，帮带 1165 个医疗团队、3192
名本地医疗人员，填补 2219 项技术空白。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2.19 岁，包虫病、大

骨节病等地方病和先天性心脏病、白内障

等常见病得到有效控制和消除。

医疗服务送高原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西藏拉萨市城关区鲁固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几名老人坐在落地窗前惬意聊

天。近 100 平方米的崭新大厅里，阅读

区 、就 餐 休 息 区 、儿 童 娱 乐 区 等 一 应

俱全。

有时候，附近学校的家长来不及接

孩子，小朋友就来这里写作业；外地游客

来这里歇脚，工作人员会提供吸氧、饮水

等暖心服务。

去年，这座北京投资援建的党群服

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如今已成为社区

群众的温暖驿站。“我们提供雨伞、微波

炉、缝纫机等免费使用服务。群众遇到

困难，第一时间来我们这里寻求帮助。”

鲁固社区居委会主任索朗江村说，依托

这个平台，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党员

带头、群众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居民

真切感受到基层治理的温度。

北京援藏干部，城关区委常务副书

记、常务副区长李峥还记得，援建前，有

一部分党群服务中心不但设施陈旧，而

且远离群众日常活动空间，办事不方便。

2023 年起，北京持续投入援藏资金

750 万元，完成了辖区内 62 个党群服

务中心的改造和建设。新的党群

服务中心干净整洁，都选址在

群众活动密集的区域，力求

最大程度吸引往来党员

和群众。

如今，许多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已经成为周

边 党 员

和群众活动的中心，并依托独特空间优

势开展活动——靠近学校的，为接送孩

子的家长提供临时服务；靠近工程项目

的，为拉萨务工人员提供休息空间。

“不但要建起来，更要用起来。”北京

援藏干部、拉萨市城关区发改委副主任

邓巍说，城关区组织街道和社区工作人

员到北京学习服务管理，不断夯实基层

治理基础；同时，引进北京建设社工体系

的经验，完成了城关区 78 个村（社区）社

工体系的初步搭建。去年，拉萨市城关

区累计招聘了超过 900 名社工，充实到

基层治理一线，积极参与社区的各项工

作，了解居民需求，解决实际问题。

“西藏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加速期，

这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双

方干部的持续努力下，本地社会治理水

平正在不断提高。”拉萨市城关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刘团飞说。

【延伸阅读】

西藏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制定出台

全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联

系点工作方案、乡村治理领域专项

整治实施方案等，综治中心和

“智慧城市”“智慧边防”建设

加快推进。在城乡村居、社区

广泛开展“双联户”服务管理和

“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

动，引导群众广泛参与社会

治理，打造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

小小驿站暖人心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师傅，每个螺丝都要拧紧，都是孩子

们用的，稳稳当当才安全。”西藏昌都市实

验小学教学楼里，校长吕鹏叮嘱正在组装

新书架的工人。

吕鹏是来自天津的援藏干部。 2022
年 7 月，与他一同来到学校的，还有 14 名

天津“组团式”援藏教师，涵盖了学校

几乎所有教学科目。

“师父不仅带来了先进的

教 学 经 验 ，还 有 专 注 教 研

的 职 业 精 神 。”刚 刚 在 西

藏自治区首届小学语文青年教师教学展示

观摩活动中获得一等奖的年轻教师李佐倩

说。她口中的“师父”，正是她的指导教师、

天津援藏教师郑洁颖。

为 提 升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覆 盖 面 ，历 批

次天津“组团式”援藏教师在昌都市实验

小 学 开 设 公 开 课 、示 范 课 60 多 节 ，到 昌

都 市 11 县（区）送 教 送 培 200 余 人 次 ；围

绕“青年教师—骨干教师—专业教师”人

才 阶 梯 培 养 链 ，援 藏 教 师 与 本 地 教 师 结

成了师徒帮扶对子，互帮互助，提高教学

水平。

援藏教师的到来，还为孩子们打开了

新窗口，播下美好与梦想的种子。

天津援藏教师赵加彬最近总是乐呵呵

的。他带领的昌都市实验小学手球队，在

暑期参加了天津的手球夏令营，6 场激烈

的比赛后，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作为前国家队队员，赵加彬把手球运

动带到了昌都。由他牵头组建的西藏第一

支青少年手球队，在业内小有名气。“孩子

们身体素质好，又肯拼搏，好好培养，未来

充满希望！”赵加彬满怀信心。

不光是手球队，近年来，援藏教师团队

还在学校成立无人机兴趣小组，开设了飞

行原理、无人机编程等有趣的课程，深受孩

子们欢迎。

除了校内生活，援藏教师们还努力带

着孩子们走出西藏，增长见识。2023 年 11
月，在天津援藏工作队协调下，昌都市实验

小学四年级的小学生岗达卓玛和 3 名同学

一起前往天津市和平区四平东道小学，开

展了为期一周的研学之旅。

“白天一起学习，放学后跟随结对伙伴

回家，同吃、同住、同学习，两地孩子增进了

了解和友谊。”天津援藏干部、昌都市实验

小学副校长郎静说。

直到现在，岗达卓玛还经常和自己结

对 的 小 伙 伴 视 频 聊 天 ，俩 人 总 有 说 不 完

的话。

【延伸阅读】

2012 年至 2022 年，国家累计投入西藏

的教育经费达 2515.06亿元，现有各级各类

学校 3409 所，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

体系，建立起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藏每 10 万人

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2010 年的 5507
人上升到 2020 年的 11019 人，新增劳动力

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 13.1年。

梦想种子发新芽
本报记者 鲜 敢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994年以

来，先后有 10批近 1.2万名援藏干部人才奋战在高原各地。从经济援藏、产业援藏、科技援藏、就业援藏、扶贫援藏

等，到医疗、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从给资金、建项目的“输血式”帮扶，到产业培育、技术支持、人才培养等的“造血

式”帮扶……他们扎根雪域高原，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挥洒智慧与汗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使命与担当。

在全国对口援藏 30 周年之际，本版推出特别策划，讲述援藏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的故事，

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屋脊创造的人类发展奇迹。 ——编 者

西藏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的雅鲁

藏布江畔，近 50 公里的道路两旁，

树木葱郁、绿意盎然，让人难以想象这

是在海拔近 4000 米的高原腹地。

20 多年前，山东潍坊第一批援藏干部

来到南木林县的时候，整个县城没几棵像

样的树。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氧

气吃不饱，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重影

响了全县各族群众生产生活。

南木林县风沙大、蒸发量

大，土壤中卵石、砾石多，水

分、养分流失严重，种树

极 难 存 活 。 为 了 改

善生态环境，潍坊第二

批援藏干部建设了第一座

潍坊林卡公园，让绿色走进

了南木林县城。

2008 年 ，潍 坊 第 三 批 援 藏 干

部进驻后，从植树造林入手开展生态

援藏。他们与南木林县委县政府共同多方

征询林业专家意见，在全县实施三年造林

绿化工程行动，科学制定栽树方法，栽下柳

树、杨树 10 万余棵，同时加强后期管护，树

木成活率达到 80%以上。

“誓将荒滩变绿洲”。援藏工作组通过

实地调研，在雅江北岸规划了 80平方公里的

生态示范区，形成集牧草种植、畜牧养殖、特

色加工、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开发区。

经过援藏干部与当地干部群众的接续

奋斗，到 2024 年，示范区栽植柳树、杨树等

苗木 288 万株，完成造林 4 万亩，建设绿色

走廊林网、水渠 100 公里，形成了集沙地、

湿地、草地、树林等自然景观于一体的生态

建设大格局。

环境好了，群众也走上了致富路。示

范区周边 5000 余亩荒地成为良田，两万余

亩耕地得到充分保护，土豆、青稞、油菜等

主要作物产量大幅提升。新一批潍坊援藏

干部又在县城周边的荒山上种下了 40 亩

榛子树，进入盛果期后，每年将为当地群众

增加收入 10 余万元。

据气象部门统计，自开展植树造林和

防沙治沙工程以来，示范区周边风沙次数

减少了 1/3，含氧量提高了 5%，空气湿度增

加了 10%。风沙小了、山川绿了、环境美了，

昔日的戈壁荒滩变成了如今的生态绿洲。

“一茬接着一茬干，我们将不断扩大绿

色面积，不断完善水利设施，不断提升管护

水平，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好这片雪域高原

的‘塞罕坝’。”潍坊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领

队，南木林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李

连平说。

【延伸阅读】

2018 年以来，西藏累计落实山水林田

湖草沙冰 一 体 化 保 护 修 复 资 金 49.33 亿

元。建立覆盖森林、湿地、草原、水生态等

领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16年至 2022
年，年均为群众提供生态保护岗位 53.77万

个，累计兑现生态补偿资金 126.37亿元。大

力发展生态产业和碳汇经济，带动群众绿色

就业创业。

昔日戈壁变绿洲
本报记者 鲜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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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那曲市班戈县

中石化小学，学生手拿营养

餐等待放学。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摄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脏中心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脏中心

主任莫绪明在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为儿童主任莫绪明在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为儿童

体检体检。。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张汝锋摄摄

▲西藏日喀则市岗巴县援

藏干部帮助村民清除青稞田间

的杂草。

赵启瑞摄（人民视觉）

巍峨的念青唐古拉山与壮美的纳木错相映成景巍峨的念青唐古拉山与壮美的纳木错相映成景。。孙志芳孙志芳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西藏林芝市嘎拉

村的桃花吸引游客前来

观花赏景。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本版策划本版策划：：纪雅林纪雅林 吴吴 燕燕

本版责编本版责编：：臧春蕾臧春蕾 张伟昊张伟昊

卢卢 涛涛 杨颜菲杨颜菲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蔡华伟蔡华伟

77 要闻要闻2024年 8月 30日 星期五

资料来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

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