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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淄博市开展援藏工作的第27年，也是新一轮援藏工作开始的第一年。为配合做好全市援
藏工作，记录好、留存好淄博市援藏干部的奋斗足迹，更好地总结援藏工作经验、展示援藏成就、传承
援藏精神，淄博市档案馆组织开展了援藏档案资料征集工作，筹办了“情系昂仁 筑梦高原”1995—
2022淄博援藏主题档案展，并联合本报共同开设“走进援藏档案 传承援藏精神”栏目，讲述援藏档案
背后的感人故事，展现援藏干部的精神风貌和两地人民的深情厚谊。

淄博援藏 情暖民生

藏民冷暖心所系 不远万里送棉衣
离开家乡，告别亲人，带着

组织的重托和对昂仁县的使
命，2016年至2019年，淄博市
第八批援藏干部踏着历届援藏
干部的足迹，奋斗在波澜壮阔
的雅鲁藏布江两岸，战斗在雄
伟壮观的珠穆朗玛峰脚下。

“援藏的目的是什么？就
是要让越来越多的藏族同胞过
上好日子！我们援藏的时间是
有限的，也是短暂的，唯有加倍
努力，才能离这个目标近一些，
更近一些！”这是淄博市第八批
援藏工作组共勉的一个信念。
淄博市档案馆收藏的那些字迹
模糊的火车票、页面泛黄的通
行 证 、使 用 过 的 笔 记 本 电
脑……彰显着援藏干部的铮铮
誓言。

助学扶贫 定义幸福生活

在淄博市档案馆，翻开淄
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捐献的
书籍《高原记忆》，里面用朴实
无华的文字详细记录了他们三
年援藏的工作历程，也记录了
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其中，
藏族孩子的一段话语让人
动容。

“敬爱的淄博的叔叔阿姨，
你们的爱心，你们可敬的品德，
使我们对遥远而陌生的淄博充
满向往。你们的爱心犹如冬天
里的太阳，温暖了我们的身体，
温暖了我们的心灵……”这是
2016年11月23日，在昂仁县举
办的“手牵手爱心传万里，心连
心淄藏一家人”爱心捐赠仪式
上，藏族学生普琼扎西的感恩
发言。

时间回到2016年10月，淄
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在一偏
远小学调研时发现，深秋时节，
昂仁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但当
地不少孩子还穿着十分单薄的
衣服，冻得鼻涕都流了出来。
回到驻地，淄博市第八批援藏
工作组领队、时任昂仁县委常
务副书记的何恒斌对大家说：

“孩子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
情，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温暖

过冬。”
在他的倡议下，淄博市第

八批援藏工作组发起并开展
了“手牵手爱心传万里，心连
心淄藏一家人”爱心捐赠活
动。活动得到了淄博市社会
各界的积极响应，短短20天时
间，就收到社会各界捐赠的爱
心棉衣11500余件，价值100
余万元。

这样的公益活动还有很
多，如2016年7月11日，淄博市
第八批援藏工作组举办扶贫捐
款活动，援藏干部捐款6000
元，用于全县扶贫事业；同年8
月26日，举办了淄博援藏“圆
梦行动”助学金发放座谈会，为
15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发放
助学金45000元，资助他们顺
利进入大学学习；同年10月下
旬，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
深入4个乡镇，集中开展结对帮
扶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送
去慰问金、慰问品……

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
把“民生为重，富民优先”写在
工作记录本上，将其作为工作
出发点，并时时以鞭策他们。
他们要让手中有限的援藏资源
最大限度地向基层倾斜，向农
牧民倾斜，向产业倾斜，在保障
和改善民生上有所作为。

在淄博援藏“十三五”项目
规划中，民生投资18673万元，
占总投资的91.7%；2017年至
2019年对口援建项目13个大
项、53个子项中，民生项目投
资占项目总投资的92.89%。

针对农村很多藏族同胞还
住着简陋的房子、学生还在尘
土飞扬的土地上跑步、卫生院
的医疗设备奇缺的现状，工作
组专门规划了新农村示范点建
设项目、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医院信息化建设及医疗
设备购置项目。为了扶持农牧
民群众脱贫致富，他们规划了

“桑桑酥油”特色产业发展项
目，积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商
标产品，建设酥油小镇。他们
还选择了5个重点村，实施“一
村一品”模式的精准扶贫。

改善医疗 提高生活品质

淄博市档案馆收藏的大量
援藏照片，真实记录了援藏干
部们在昂仁县的工作场景，其
中几十张关于昂仁县医疗卫生
现状以及援藏医疗工作的照
片，让人充分感受到了高原上
保障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
不易。

从援藏档案中可知，1996
年，淄博市委就昂仁县医院整
体水平差的现状，协商决定每
年派医生到昂仁进行技术指导
和服务。援藏医生的到来增强
了县里医院的活力，他们不但
带来了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
术，同时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
管理经验，使县里的医院从管
理到医疗水平都迈上了新
台阶。

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干部、
时任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昂仁
县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主任的
袁虎，当时体重是淄博市第八
批援藏工作组中“分量”最大
的。昂仁县平均海拔4513米，
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65%，即
便是一个铁打的壮汉，面对恶
劣的高原环境，都得脱一层皮，
而对于本身体质较胖的人来
说，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吃不下，睡不着，到西藏后
2个月的时间，袁虎瘦了30斤。

他是一名援藏干部，更是
一名医者。

袁虎接到270多公里外日
喀则市藏医院副院长打来的电
话，请他去给藏族患者做手术。
在进手术室前，袁虎突然有些
紧张，但本着对藏族兄弟负责，
对医院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
信念，他告诉自己必须保证百
分百的成功，决不允许出现丝
毫失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
力，手术圆满成功，袁虎擦擦脸
上的汗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昂仁县地广人稀，每平方
公里不足1人，且居住分散，属
半农半牧业县，农牧民群众长
期享受国家免费医疗待遇。多
年来一成不变的政策已不能适

应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
需要，为此，历届援藏医务工作
者借鉴内地的先进经验，并结
合昂仁县的实际情况，不断向
县卫生局提出改革措施。

2017年，昂仁县卫生服务
中心迎来二级乙等医院评审。
中心当时有编制51人，但实际
只有42人，架构也仅有内科、
外科、妇产科等几个临床科室
及药房、检验、放射等几个辅助
科室，评审难度非常大。为此，
在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干部的帮
助下，昂仁县卫生服务中心就
《病历书写规范》、医疗核心制
度、三级医师查房、院内感染等
重点内容进行多次学习，进行
急救培训及操作演练，引进远
程会诊系统并升级HIS系统，
新建LIS和PACS系统，规范
ICU建设，并建立了急诊科，最
终顺利通过了评审。

近年来，昂仁县卫生事业
在基本建设、机构完善技术水
平、医疗设备等方面发展壮大，
呈现出勃勃生机，农牧民群众
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保
证。这些累累硕果凝聚了淄博
援藏干部的心血与汗水，它就
像升起在藏族人民心中的一道
彩虹，绚丽灿烂。

项目众多
淄博援藏掷地有声

在淄博市档案馆的库房
里，一张“迥巴藏戏保护利用传
习所”照片和一座“山东省建筑
质量泰山杯工程”奖杯深深吸
引了人们的眼光。这是淄博市
第八批援藏工作组倾力打造文
化产业，助推昂仁文化产业升
级的历史见证。

昂仁是“藏戏之乡”。迥巴
藏戏是西藏四大戏种之一，曾
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为保护传承好这一
重要文化遗产，淄博市第八批
援藏工作组多方争取资金
2055万元，开工建设迥巴藏戏
保护利用传习所——— 该项目占
地6814平方米，主体建筑2984

平方米，包括藏戏历史文化展
馆、藏戏演艺大厅等。这是昂
仁县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大型实体演艺平
台，它与唐东杰布文化广场、唐
东杰布纪事馆等一起，组成了
昂仁县文化产业园区。

2016年6月，淄博市第八
批援藏工作组进藏，通过深入
基层开展“五进五访”专题调
研，多方征求援藏工作意见建
议，形成了清晰全面的总体工
作思路。

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淄
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制定完
成了淄博市“十三五”援藏建设
规划。2016—2020年，规划6
类67个项目，总投资20362万
元，其中民生投资18673万元，
占91.7%；2017—2019年规划
6类57个项目，总投资12064
万元，其中民生投资11681
万元，占96.82%。项目涵盖基
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民生
扶贫、新农村建设、文化建设等
领域。

在藏期间，淄博市第八批
援藏工作组组织完成了投资
1493万元的县城金塔路、塘东
路街景改造工程，推动了县城
硬化、亮化、绿化、美化、净化的

“五化”建设，为建设美丽昂仁
发挥了积极作用；投入100万
元实施了县城综合整治项目，
配备垃圾收集车、洒水车，对部
分区域进行绿化提升；投入
140万元为14个乡镇编制了总
体规划；实施了“村级活动场所
标准化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小
康示范村建设”三大工程。

在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
组的不懈努力下，援藏项目实
现了昂仁县城建成区及全部
17个乡镇全覆盖，是淄博援藏
历史上投资最大、民生项目最
多、项目覆盖面区域最广的
一届。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良栋 见习记者 王
昭越 黄文姣 通讯员 耿瑶

记录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工作
生活的《高原记忆》。

2017年9月，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助力昂仁县卫生服务中心等级评审。

淄
博 市 第
八 批 援
藏干部、
时 任 昂
仁 县 住
建 局 副
局 长 盖
强 所 捐
献 的 火
车 票 和
工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