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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翟咏雪 通讯员 刘金辉
雪域高原，蓝天白云，淳朴热情的藏族同胞，随风飘扬的五彩经幡……这是留在

淄博市首批援藏专业技术干部李波脑海里，关于那段援藏经历最深的记忆。
24年前，刚过而立之年的李波怀着一腔热血踏上了昂仁县的土地，作为淄博市

援藏医疗技术干部的“排头兵”，6个月的日日夜夜，他协助当地医院创等级、促规范，
以一人之躯承担起守护淄博市援藏干部和全县人民生命健康的重任，在昂仁镌刻下
值得铭记一生的印记。

扫扫描描““鲁鲁
中中晨晨报报””AAPPPP
二二维维码码查查看看更更
多多专专题题报报道道

1996年4月5日，淄博市中
心医院肾内科主任李波与其余5
名来自淄博市农业、煤炭等行业
的专业技术人员告别家乡和亲
人，前往4000多公里之外的昂仁
县，组成淄博市首批援藏专业技
术干部团队，开展为期半年的援
助工作。那一年，李波32岁，他
的孩子年仅5岁，出发前，遥远未
知的雪域高原和艰苦恶劣的环
境让他的家人充满了担心和不
舍，但在李波心里只有一个信
念：要亲身去看看那边的医疗环
境，用自己所学为西藏人民做点
什么。

抵达平均海拔4500米的昂仁
县后，头疼、头晕、胸闷、呕吐、腹
泻……高原反应的不适感觉无一
例外地向李波和队员们袭来，两
条腿沉重得抬不起来，走上一两
步路就要歇几分钟。然而，与痛
苦的高原反应相比，摆在李波面
前更加严峻的挑战是昂仁县落
后的医疗环境。“那时的昂仁县
医院只有十几间破旧的平房，20
多名医务人员，医疗条件和专业
水平十分低下，甚至达不到最基
本的一级医院水平。”李波向记者
回忆。

来不及充分休息调整，第二
天李波便投入工作。他给自己
在半年时间内定下几个目标。
一是在短时间内协助当地医院
创建一级甲等医院，解决昂仁县
医院硬件设施和软件配套落后
的问题；二是通过以医代教，开
展医务人员培训、健全医疗制
度、规范医疗行为，给当地留下
一支“带不走的团队”；三是做好
昂仁群众和援藏干部的医疗服
务。通过调研，他发现当地牧民
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比较多并
且没有到医院看病就医的习惯，
因此必须及时了解全县人民的
健康状况，改变他们的就医观
念。此外为援藏人员做好医疗
保障也是一项重要任务。“比我
们早到昂仁一年的淄博市首批
援藏干部有9人，援藏三年，他们
更辛苦，要保障好他们的健康，
让他们更好地开展工作。”李
波说。

说干就干。硬件设施不够，
李波就带着昂仁县医院负责人
积极采购；医务人员专业水平
低，李波便加班加点为他们制定
详细规范、开展培训；援藏干部
中有人午夜生病发烧，李波第一
时间赶到并悉心输液治疗……
面对艰苦的现实条件，李波没有
退缩，他克服饮食不适和早晚十
几摄氏度的温差考验，只为在有
限的援藏时间内做得更多更好。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
设是保障昂仁群众身体健
康的根本，李波深知，只有
尽快帮助当时全县唯一的
医院进行规范化改造，改变
落后现状，才能将昂仁县整
体医疗水平引入发展的快
车道。

在昂仁县医院等级先
期创建工作中，李波早了
解、早介入，扎实开展诊疗、
管理类工作，推进技术帮扶
和科室建设，帮助医院提升
专科业务水平，完成一级甲
等评级工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为扎实做好传帮带，
李波不仅要参加医院日常
诊疗，进行基层常见病、多
发病、疑难病症的诊疗服
务，还要积极履行带教任
务、针对相应科室人员经验
不足的具体情况组织各种
讲座培训及考核工作。

通过规范制度，仅用了
3个月时间，昂仁县医院顺
利通过了等级审核，成为

“海拔最高的一级甲等医
院”，医院整体医疗质量得
到了大幅提升，为今后进一
步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医院等级审核通过
后，全体人员都非常兴奋。
大家一同在医院楼前点起
篝火庆祝。这个画面让我
至今难忘。”李波说。

援藏的日子里，有挫
折，有泪水，但更多的是坚
强，是收获。从华北平原到
青藏高原，李波始终把责任
和使命当作克服困难的精
神支柱，他用顽强的意志和
医者仁心在雪域高原上书
写着为人民服务的诗篇。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值得做的事，这段经历是我
一生的财富。”李波坚定
地说。

昂仁县地域辽阔，4万
多人口分散居住在3.96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群众身体
出现疾病后不是第一时间
到医院看病就医，而是到寺
庙里寻求高僧帮助。因此，
每天到李波驻扎的昂仁县
医院看病的人寥寥无几。

“患者不来我们就上门
看病，一定要把科学的就医
理念带给他们！”为了全面
掌握群众的健康状况，进行
有效的健康宣教，李波背起
药箱，带上一天的食物和
水，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到村
民家中送医送药。昂仁县
的很多乡镇平均海拔都在
4800米以上，看似直线距离
很近的村子常常要翻越好
几个山头才能到达，李波不

顾高原反应带来的头痛、心
率加速、血压升高等不利影
响，毅然多次下乡巡诊。一
时间，他成了昂仁群众心目
中可靠的“全科医生”。

一天晚上7点多，昂仁
县医院院长旦木真的一位
亲戚突发胰腺炎，病情危
急，痛苦不堪。得知昂仁县
有山东省大城市来的医生，
旦木真的亲戚便向李波求
助，希望他能去帮忙诊治。
这位亲戚家住在距离昂仁
县200多公里外的日喀则市
区，彼时天色已晚，山路又
十分崎岖，但一想到患者的
病情不容耽误，身为医者的
李波来不及考虑太多，坐上
医院的大解放汽车连夜赶
往日喀则市区。一路颠簸，

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凌晨，李
波立即为患者制定了治疗
方案，经过专业治疗，患者
病情得到有效缓解。回忆
起当晚的情形，李波感慨：

“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后怕
的，山路很陡、很窄，连会车
都困难，路上又没有路灯，
非常危险。但当时顾不上
那些了，一心想的只是怎样
尽快解除患者的病痛。”

尽管工作很累，李波仍
然对接诊、巡诊时的见闻津
津乐道：“我最大的感受是
这片贫瘠的土地养育了一
群善良的人们。虽然语言
不通，但是藏族同胞知道我
们是来援藏的汉族大夫，都
很客气地微笑着和我们打
招呼。”

初到昂仁
克服不适尽快投入工作

授人以渔
创建“海拔最高的
一级甲等医院”

医者仁心 他成了昂仁群众心中的健康“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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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在昂仁县人民医院前留影。 李波在援藏期间工作照。

李波（中）与昂仁县人民医院院长
旦木真（左）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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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 曾任淄博市中心医院医师、主治医师，西藏昂仁医院业务院长、主治医师，淄博

市中心医院医务部主任、科教科科长、主治医师，淄博市中心医院医务部主任、副主任医师，
淄博市中心医院业务副院长、副主任医生，淄博市中心医院业务副院长、主任医师，现任淄
博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书记、局长。

雪域沃桃李 高原漾清波
——— 专访淄博市首批援藏专业技术干部、
淄博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局长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