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青十年四轮接力，看果洛今朝四变
74 位“上海青”在雪域高原托起民生暖阳

本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江轶群

教育 ：59 岁教师的高原音
乐梦，“组团式”援青开启

7 月的果洛，绿草如茵，牛羊遍野，高原上生机盎然。 这

是当地最好的时节。

“年保玉则的风，在轻轻地呼唤，你张开着怀抱，让我们

沐浴阳光……”傍晚，久治县民族寄宿制中学音乐室内，传

来了学子自弹自唱校歌《神山的花园》的旋律。 这首歌的作

曲是赵兴洲，他另一个身份是援青教师。 59 岁的他，在即将

退休之时，选择初上高原，看看那里的孩子们需要什么。

从接机到报到，一路上谁都没有想到，来高原支教的会

是这样一位“老”师。 几堂课下来，赵兴洲发现，久治的孩子

们音乐天赋极高，但因为从未上过音乐课，乐理基础知识一

片空白，学校的乐器房更是摆满了闲置的乐器。 看着少了

配件的乐器，或是由于缺乏维护而断了的琴弦，赵兴洲独

自一人把乐器修理了一遍，并暗下决心：这里的孩子不能

没有音乐！

孩子们的进步， 令赵兴洲的高原反应也在不知不觉中

消散。如今，他每周要上 10 多节课，午休时间、晚饭时间、双

休日，久治的师生们都离不开这位“老”师。

赵兴洲也爱上了高原，“一年期满后，只要组织允许、久

治需要，我也愿意陪孩子们继续圆梦。 ”

教育援青，不仅有情感交融，更有力度支撑。

2019 年 7 月， 拥有 43 年历史的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

迎来了上海新一批援青教师。 这是上海第一次“组团式”教

育援青的尝试。

作为团队成员之一， 黄小亮担任果洛教育局副局长和

民族高中校长。 “固本培基、立柱架梁”，是他口中的教育援

青思路。

在“组团式”队伍中，援青教师仅有 4 位，他们该如何撬

动整个学校，乃至果洛州教育水平的提升呢？黄小亮下了一

番功夫：三位骨干教师分别安排在三个年级，同时根据个人

工作经历和专长，丁志伟任校长助理、张成钢和陈佳阳分别

任教务处副主任和教研室副主任，一起参与学校管理。

由于小学、初中阶段缺乏系统性培养，当地学生的数学

基础尤其薄弱，无论是运算能力还是逻辑思维都较为欠缺。

面对这样的现实，丁志伟不断告诫自己要“耐心、耐心、再耐

心一点”，放慢课堂节奏，设计更多的“阶梯”引导学生，用正

向激励搭建“信心之塔”。

有一位叫索合萨扬拉的学生， 曾当面对丁志伟说：“老

师，我不想学，你讲 100 遍我也听不懂。”丁志伟告诉他：“那

我就讲 101 遍、102 遍……直到你弄懂为止。 ”几个月后，这

位“讲 100 遍也听不懂的学生”在期中考试中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好成绩。

90 后教师陈佳阳， 在团队中领衔教研工作。 搞教研，

就必须要申报课题， 可这对当地教师来说都是从来没做过

的事情。 当地教师对陈佳阳提出质疑： “我们平时工作已

经很忙了， 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到， 如今又要多一件烦

心事” ……

陈佳阳拿出了教学生的耐心劲， 一次次地跟当地教师

宣传申报益处。他还同援青教师团队一起开展专项培训。几

番坚持下来，当地教师申报课题的积极性大大提升。

医疗：“迷你宝贝”出院，那
是援青医疗团队最开心的一天

首次 “组团式” 援青的不仅仅是教育领域， 第四批援

青团队还在医疗领域开启了 “组团式” 援建。

42 岁的孙金峤， 是果洛州卫健委副主任、 果洛州医

院院长， 作为医院的 “一把手”， 孙金峤事无巨细， 竭尽

全力。

自然环境的制约从未动摇过他奉献于高原的梦想 ，

“援青三年， 我若不能给高原医疗水平带来帮助， 既对不

起自己， 也对不起果洛。”

2019 年 10 月 9 日 ， 一名孕 32 周 、 出生时体重仅

1280 克的极低出生体重儿顺利出院。 将这名 “迷你宝贝”

重新带回人间的， 正是孙金峤。 那一天， 也是孙金峤最开

心的一天。

限于医疗技术、 气候高寒缺氧等限制， 在果洛州当

地， 体重低于 1900 克的早产儿尚没有救治成功的先例。

孩子的家长没有信心。孙金峤反复做他们的心理工作，

并联系慈善企业，给予患儿 2 万元资助，免去了后顾之忧。

孙金峤带领团队决定一搏。 由于出生过早， 患儿吸吮

反射极差， 消化功能也不完善， 不能主动进食， 只能通过

静脉注射提供营养支持， 然后再一毫升一毫升地增加喂奶

量。 终于， 在医护人员日夜监护下， 患儿体重一克一克地

增长。

来不及高兴太久， 从 “迷你宝贝” 的救治中， 孙金峤

看到了工作上需要推进的地方。 以 “重建” 急救室为例，

硬件方面， 改变原先 “一房、 一床、 一监护仪、 一氧气

瓶” 的配置， 引入更多急救设备； 软件方面， 重视业务培

训， 开展业务水平的 “传帮带”。

在果洛， 孙金峤也开辟了自己的人生首次———吃零

食。 原本从来不碰零食的他， 在会议桌上添置了零食盘，

里面装着饼干、 糖果、 牛肉干等零食。 “我最喜欢吃的是

蛋卷。” 孙金峤说， “平时医院工作太忙， 有时来不及吃

饭， 同事们饿了就吃些零食垫着。”

依托医联体建设， 果洛各基层医院的水平也不断提

高。 在久治县医院， 原先医院大楼没有电力供应， 打吊瓶

要一手拿着手电筒， 另一只手扎针； 手术室也是空设， 连

阑尾炎这样的小手术也只能去隔壁四川阿坝做。

如今， 在上海的支持下， 久治县医院不仅建起了全新

的大楼， 还有了上海医生的帮助。 来自嘉定区的中医医师

蔡浚正在把一些中医基础理论教给院内同事， “高原天气

寒冷， 一些缓解腰腿酸痛、 治疗老寒腿的理疗项目非常受

欢迎 。 即便我将来离开 ， 也能给当地留下技术的 ‘火

种’。”

值得一提的还有共克“虫癌”的专项支持。 果洛长期饱

受包虫病困扰，不少牧民因此失去劳动力。上海大力支持当

地医院包虫病早期筛查、住院治疗以及术后复查工作开展。

达日县的图吉一家便是其中的受益者。在她家的院子里，一

个简易篮球架被闲置了许久，打篮球是她大儿子的最爱。可

包虫病却找上了小伙子，让他无法上学，更无法打球。

“去年，上海医生帮孩子免费做了手术，孩子恢复得很

好。 我最期待的是，院子里能重新听到拍球的声音。 ”图吉

说。

安居：向烧牛粪告别，迈向
便利卫生新生活

图吉右腿残疾， 一个人含辛茹苦将三个孩子拉扯大，

颇为不易。

“嘎苏徐 （藏语： 欢迎）！” 她将客人们领进自己 80

平方米的二层小楼。 一层客厅的桌子上摆满了水果和糌

粑 。 她将暖炉上的水壶提起 ， 泡好绿茶 ， 邀请客人们

享用 。

2018 年， 她作为建档立卡户异地搬迁， 住进了上海

援建的困难户住房， 电视、 音响、 热水器这些过去陌生的

物件， 也都慢慢学会了使用。

忆起之前的生活， 那真是苦不堪言。 四口之家挤在牛

毛帐篷里， 哪怕是七月， 到了深夜依然寒风刺骨， 盖 4 床

被子才有些暖意。 要是想烧点热水暖暖身子， 也要架起

“塔垮”， 用牛粪生火。

住房条件的改善， 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启， 孩子们的成

长让她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上海来的， 是帮助我们

的， 都是好人。 瓜真切 （藏语： 谢谢）！”

2001 年出生的旦增达杰也是困难户住房项目的受益

者。 见到他时， 他正在玛多县自家的超市里看店。

眼前的旦增除了黝黑的皮肤外， 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在

高原牧民家长大的少年。 他头戴棒球帽， 长袖衫外面套上

NBA 球队布鲁克林篮网队的球衣， 上面印着 11 号， 那是

他偶像欧文的号码———即便是在果洛州州府， 也很难见到

这样的 “潮流” 穿搭。

玛多高寒缺氧 ， 年均气温-4?， 极端低温为-40℃，

全年无四季之分， 只有冷暖两季之别， 是国内人类生存环

境最恶劣的六类地区。 旦增的父亲在外打工， 母亲抚养着

他和妹妹， 一遇到阴雨雪天， 只能睡在湿漉漉的毯子和被

子里。 他最怕冬天， 手脚被冻僵不说， 还要和饥饿的狼群

作斗争。

2014 年前后， 一切都有了变化。 旦增住进 75 平方米

的援建房， 有了电视以后， 他更是迷上了体育频道播放的

篮球赛， 对大山之外的生活充满向往。 他在高考中发挥出

色， 顺利地考上了四川的一所大学。

“学有所成后， 我想回到家乡， 为乡亲们做贡献。”

旦增说， “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上海看看， 向那里的亲人说

声 ‘瓜真切’。”

除了居住条件的改善 ， 在上海援建项目的支持下 ，

“一网通办” 也走进了阿尼玛卿山脚， 百姓办事更加方便。

在甘德， 牧区点多、 线长、 面广、 服务半径大。 过去

低保领取需要村里先开出相关证明， 然后由牧民本人拿到

乡上， 通过专职民政干事盖章， 副乡长签字后， 再拿到县

民政局进行审核。 为办个业务， 有些牧民甚至要跨越 300

公里， 整个流程下来， 快一点 10 天左右， 慢一点要一个

月左右。 如今， 随着上海援建的甘德县政务服务中心投入

使用， 低保领取只需在村里登记后， 便可前往服务中心办

理， 上午来下午即可办妥。

乐业： 探索百姓增收长效
机制，走上乡村振兴之路

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 果洛老百姓期待美好生活能更

进一步。

玛多县原来是个偏僻的高原小县城。 城里两条主干

道， 一条南大街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 一条安康路则相当

于淮海路。 尽管已是县城最繁华的路段， 但周边没有商

铺， 人气不高； 另一方面， 配套环境不佳， 无法实现人流

物流的聚集。

去年， 在上海援建资金的支持下， 这两条路周边的建

筑物被改建成资产收益项目大楼， 里面入驻了销售、 广

告、 餐饮、 药品等各式各样的店铺。 一年来， 光租金分红

就达 34.24 万元， 令 6 个重点贫困村受益。

旦增一家是分红的受益者， 不过， 他们还想通过自己

的努力过得更好。 旦增的父亲投入十余万元， 租了间 53

平方米的店铺开超市。

“这两个月， 超市每月营业额都有 2 万多元。” 旦增

表示， 超市已成为他们一家奔向小康生活的起点。

援青项目坚持生态保护优先， 在玛多这个位于三江源

核心保护区域内的 “黄河源头”， 环保是重中之重， 可发

展项目也更少。 援青干部调研后发现， “玛多藏羊” 名头

很响， 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形成产业。 未来， 生态畜牧业可

以成为玛多产业发展的重点。

生态畜牧不是简单地自由放牧， 而是充分考虑草蓄平

衡， 实行牲畜草场折价入股、 牲畜分群饲养、 草地划区轮

牧、 收益按股分配的模式。 可要实现这一理念， 必须解决

摆在眼前的现实困境———羊品种退化严重 ， 基础设施落

后， 资金匮乏。

对玛多县日谢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理事长肉多来说，

过去最怕的就是冬天， 他们会带着羊群驻扎在山窝里、 把

牛粪堆在羊圈周围、 用塑料布搭建简易羊圈等 “土方法”

避寒， 尽管如此， 2008 年的雪灾还是让牧民损失了一半

以上的羊羔。

自从上海资金启动了畜棚改造工程， 再加上储草棚、

小口机井的建设， 到了 2018 年， 合作社的羊羔安然度过

了大雪封山的一个月， 在青海传为佳话。 肉多的心中只有

感激。

未来， 上海援青干部帮助当地在发展养殖的同时， 兼

顾种草， 为牲畜安全护航， 并通过草场的恢复扩大牲畜承

载量； 此外， 还将建立移动奶站、 酸奶加工厂， 并帮助建

立电商平台销售渠道， 在不断延伸产业链的同时， 为牧民

增加更多的收入。

“脱贫攻坚之后， 如何巩固成果， 确保不返贫？ 我们

的工作需要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的重点之一，

便是产业兴旺。” 冯志勇说。

如今， 果洛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为调整种植结构， 班玛县利用上海援建资金对蔬菜基地升

级改造， 第一次在高原净土培育出羊肚菌。 目前羊肚菌出

菇率喜人， 预计每亩可产鲜菇 300 斤以上。 据了解， 5—6

斤左右鲜菇可晒一斤干羊肚菌 ， 每斤干羊肚菌售价为

1300 元—1600 元。

指导羊肚菌项目的， 是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 今

年4 月至今， 包括陈辉在内的 “五人博士天团” 一直待在

果洛， 不仅助推着产业发展， 也为当地培育了一支可靠的

羊肚菌队伍。 陈辉告诉记者： “当地的几位技术员熟悉气

候特点， 这是上海专家不具备的。 正是他们告诉我 ‘班玛

夏季午后气温可超过摄氏 25 度、 冰雹等极端天气时常出

现’， 我才会想到将羊肚菌生长期提前， 并将遮阳棚从 4

针改为 6 针， 有效保证了出菇率。”

陈辉入青才两月有余， 黄小亮、 孙金峤所带领的 “组

团式” 援青教育、 医疗队伍也还要坚守两年。 人员交往、

智力帮扶， 已成为上海对口支援果洛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建立长效机制的关键， 除了产业， 就是人才。 ‘输血’

之外还要重视 ‘造血’。” 冯志勇表示， 上海援青把人才的

培养与引进作为埋下 “隐形财富” 的重要举措， 通过各类

培训和交流， 培育一批 “土专家” “田秀才”， 有效缓解

果洛未来发展面临的人才紧缺问题， 留下一支永远带不走

的人才队伍。

十年之约， 成果丰硕， 在走向全面小康的路上， 果洛

明天定会更精彩！

（制图： 邢千里）

“80%用于基层，80%落在民生项目上”，这是上海对口
支援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时，掷地有声的承诺。

果洛，是青海省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环境最艰苦、

经济社会发展最滞后、 单一民族成分比例最高的州。 自
2010 年上海对口支援以来，新医院、新学校、新民居在这
里拔地而起，709 个援青项目逐一落地建成。

援青十年，上海先后派出四批 74 名援青干部人才，从
平均海拔 4 米的繁华都市，一路跨越雪山、江河和草地，带
着深厚情谊，扎根在海拔超过 4000 米的果洛。 在果洛，项

目投入代言的是“上海风范”，民生改善树起的是“上海标
准”，援青干部们与当地干群手拉手、心贴心，被亲切地唤
为“上海青”。

民生连着民心， “上海青” 也早已成为 “上海亲”。

“援青干部人才虽然来自全国最发达地区 ， 但他们用朴
实 、 踏实的工作作风 ， 与高原干部群众同呼吸 ， 共命
运！” 果洛州委书记武玉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
们能吃肉， 能吃糌粑， 是我们的好兄弟， 我看他们根本
就是果洛人！ 是一家人。”

“按照‘中央要求、果洛所需、上海所能’的方针，紧紧围
绕‘两不愁、三保障’，我们 10 年来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
民生领域，布局了一批具有引领带动效果的项目。同时，变化
最大的也是民生领域，老百姓有着极强的获得感。”果洛州州
委常委、副州长、上海援青干部联络组组长冯志勇说。

脱贫攻坚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冯志勇
正和当地干群一道，思考如何回答总书记“我更关心的,就
是今年以后是不是能够稳定下来， 是不是有一个长效的机
制”命题。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7 月 8 日 星期三12
第 554 期
主编/刘栋 责任编辑/付鑫鑫 天下

｜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

①援青教师赵兴洲带着孩子们一起合唱久治县民族寄宿制中学校歌。 赵征南 摄

②忠措一家从牛毛帐篷搬进了上海援建的困难户住房， 开启新生活。 赵征南 摄

③旦增达杰期盼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萧君玮 摄

高原牦牛。 冬给措纳湖风光。 年保玉则， 花开遍野。 （图/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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