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孜县中学师生到上海研学交流。

▲拉孜县强公村项目。

 “云上妇幼”远程会诊中心，与杨浦区中心医院远程会诊。

■上海援藏谱新篇

一颗小小的藏鸡蛋，从农户的手

中收购，经历清洗、烘干、打码、分级装

托、包装运输，远涉千里，来到了上海

消费者的餐桌上，成为上海援藏全力

将拉孜农副产品推向区外市场的典型

案例。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联络组拉

孜小组以市场为导向，扶持产业发展，

加快拉孜县群众致富的步伐。

上海援藏干部、拉孜县委常务副

书记谭铭表示，为弥补拉孜县产业规

模小、辐射带动能力差、缺乏市场竞争

力等弱项，要在产业发展上下功夫，发

挥交流交往交融作用，加大市场推广

力度，畅通物流，通过电商平台、直播

带货、消费帮扶专柜等多种渠道，打响

拉孜产品的知名度，让更多优质农副

产品走向大市场，群众实实在在获得

利益。

农产品进入大市场

拉孜县是日喀则西部建设的中

心，地处雅鲁藏布江南岸，318国道贯

穿县城南部。在通往珠峰的必经之路

上，有一座纪念碑——这里距离上海

5000公里整。很多骑单车进藏的背

包客在碑下留影打卡。另一方面，这

也反映了拉孜的现实困境：发展经济

需要拥抱广阔的消费市场，拉孜县距

离内地大市场很遥远，怎样才能把产

品送出去？

进藏的第二年，上海援藏干部、拉

孜县委常委、副县长谈宁身着藏装，为

拉孜特产藏鸡蛋进行网络直播带货。

藏鸡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原始地

方品种，性好斗，善飞翔。其产下的蛋

营养价值高，如铁含量是普通鸡蛋的

数倍。因此，上海援藏拉孜小组帮助

当地筛选优质种鸡，建立藏鸡自繁自育

的养殖产蛋场，以此作为发展乡村产业

的抓手。

拉孜县推行养殖基地+乡村合作

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养殖基地繁

育出产蛋鸡，送到合作社养殖，由参社农

户照料。产下鸡蛋，由公司统一向农户

收购。援藏干部带领团队回溯养殖各环

节，优化鸡蛋收购和给鸡蛋清洗打码等

步骤。同时，新增分级装托等设备，升级

包装工艺，积极解决品质和损耗问题，为

拓展市场创造条件。

锡钦乡的格平是藏鸡养殖分社的负

责人，他说：“上海干部不仅给我们带来

了新设备，而且还想了各种办法为藏鸡

蛋打开销路。这些年，鸡蛋销售的情况

越来越好。”

上海援藏干部、拉孜县发改委副主

任刘灿平表示，要通过消费和就业帮扶，

促进产业发展。

三年来，他和同事们除了推进当地

产业项目落地，还组织拉孜县扶贫开发

投资公司、菜籽油加工企业、扎西宗乡

利民手工业合作社等特色企业前往上海

参加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重

点推介藏鸡蛋、珠峰菜籽油、唐卡、六

弦琴等民族手工业产品，集中展示拉孜

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物质资源。

同时，完善质量检验和包装提升，推动

市场准入，充分利用线上销售平台、消

费帮扶专区专柜、企事业单位工会采购

等载体，让更多的高原优质农产品进入

内地市场。

藏文化走上大舞台

上海援藏干部孟庆余担任拉孜县住

建局副局长，任职期间，拉孜县热萨乡强

公村小康示范村升级改造及文旅产业配

套、锡钦乡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和文旅产

业配套先后顺利完成。然而酒香也怕巷

子深。如何吸引消费群体来到拉孜、体

验和购买拉孜的文旅产品？孟庆余和同

事们认为，发展文旅产业也要自我突破，

要主动走出去推广拉孜文化。

拉孜有丰富的文化资源，非遗“堆

谐”舞蹈韵律十足，扎念琴（马头琴）悠

扬动听。上海援藏拉孜小组深入调研，

编纂了“拉孜文化遗产图册”“拉孜民间

故事”等书籍和音像制品，邀请央视“非

遗”摄制组、东方卫视“极限挑战”到拉

孜摄制节目，联合央广旗下发现之旅频

道拍摄宣传片，全方位讲好拉孜故事。

顿加是拉孜县热萨乡的扎念琴师。

他14岁学琴，在上海援藏资金支持下成

立了央徳扎念合作社，生产销售各式扎

念琴，还对外教授琴艺。顿加是个与时

俱进的年轻人，他开设了直播账号，吸引

了大量粉丝。扎念琴由杨木与核桃木制

成，售价4000元到10000元不等，线上销

售的比例占四成。顿加说：“感谢援藏干

部的帮助，今后我们可以到更多更大的

舞台表演。”

如今，上海援藏拉孜小组每年组织

拉孜县民间艺术团来沪交流展演。“堆

谐”舞蹈走进了同济中学、辽阳中学、殷

行街道社区表演。琴声伴着舞蹈，在广

阔的舞台上演出了名堂。“堆谐”表演还

坐船出海，登上了外交部西藏全球推介

活动的舞台。

让孩子看见大世界

“走出去”不局限于经济发展领域。

上海援藏拉孜小组通过教育交流，让孩

子见识外面的世界；利用远程医疗平台，

让病人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

两年前，上海援藏干部、拉孜县教

育局副局长、拉孜县中学校长陈远磊来

到拉孜县热萨乡久娃村为学生提供“送

教上门”。在海拔近4800米的山顶上，

他见到了卓玛一家。

卓玛家孤零零坐落在半山腰，没有

左邻右舍。卓玛是个非常腼腆的女孩，

她患有言语障碍，出生时受制于医疗条

件，加之远离市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

间。她的腼腆，除了因为言语障碍无法

准确表达外，更多是因为周边没有其他

小伙伴可以交流，生命中只是和母亲、

哥哥相依为命。陈远磊当即决定定点

帮扶卓玛一家。他和学校领导定期送

教上门，为卓玛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

口。陈远磊想得很远，他联系县职校，

商量根据卓玛自身的条件和特长，在她

完成义务教育后，帮助她掌握一技之

长，为将来谋个好出路。

要帮助学生，就要建设师资，留下可

持续的人才队伍。按照上海市教委和日

喀则教育局协议，拉孜县选派十多名副

校长、骨干教师来沪参加三个月的“影子

校长”培训和一年期骨干教师培训。去

年，拉孜县中学12名教师前往杨浦教育

学院及初中学校交流，进一步提升学校

管理能力与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作为

每年的常规交流项目，这已经列入拉孜

援藏“十四五”规划。

上海援藏干部张舟担任拉孜县卫

健委副主任、县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援

藏三年，巡诊不停。令他印象深刻的是

藏族女孩吉拉。张舟在下乡巡诊的途

中见到吉拉，她瘦小、黝黑、脊柱侧弯明

显，已导致躯体变形。吉拉的病情刺痛

了张舟。他借助远程会诊平台，请求上

海后方医生帮助，从而明确了小吉拉的

诊断，制定了治疗方案。最终，吉拉前

往上海完成手术。

拉孜县人民医院于2019年通过“二

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等级评审，在此基础

上，上海援藏团队先后实施了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能力提升、急救能力提升、妇幼

保健能力提升、医疗系统信息化建设、沪

藏远程诊疗系统等一系列卫生能力提质

工程，通过传帮带为拉孜留下一支带不

走的医疗人才队伍。

拉孜：畅通经济循环 推动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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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姜微 何欣荣 周琳

浦江潮涌，东方风来。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到上海考察，为上海改

革发展把舵领航。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上海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先行先试、改革

创新，在创造新时代发展新奇迹的征程上破浪

前行。

“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
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2015

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上海

要“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

行者”。2018年考察上海时，总书记再次对上

海提出殷切希望：“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

啃的骨头，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

的作用，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上海敢闯敢试、先行先试，持续发挥“排头

兵”的带动作用。

穿过标志性的“海鸥门”，中国第一个自

贸区——上海自贸区出现在眼前。2014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外高桥保税区考察，强

调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2018年10

月，自贸区建设五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指

示：“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

开放的新高地”。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外高桥综合服务

大厅，当年长长的服务柜台，已变成开放式工

位，企业办事交流“零距离”。“一个‘闯’、一个

‘试’，让深水区改革的方向豁然开朗。”浦东新

区市场监管局注册三科科长王连凤说，商事登

记改革不断推进，准入门槛越来越低，注册效率

越来越高。

上海自贸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开放

力度不断加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播撒的改革

“良种”持续迎来好收成：2021年上海日均新设

企业1800余户，千人拥有企业数居全国首位；

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在这里诞生，并向全国

复制推广。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不断深化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高起点推进，上海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加速孕育，上交所科创板

和注册制效应不断放大，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不

断走深走实……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重大开放举措。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首届进博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

家战略”。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明确要求：

“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

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龙头带

动作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上海与

苏浙皖共拉长板、共享优势，推进实施两轮三年

行动计划，在科技创新联动、产业链供应链协

同、基础设施联通、生态环境共治、公共服务共

享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跨域合作

成果丰硕。

“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
位置，踢好‘临门一脚’”

张江科学城，酷似“鹦鹉螺”的大装置——

上海光源24小时灯火通明。这台“超级显微

镜”已累计接待超3万名用户，在多个基础科学

研究领域提供关键助力。

张江科学城是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核

心承载区。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考察时提出：“上海要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在

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进军。”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科技创新寄予厚望。

2018年11月，面对张江科学城的科技工作

者，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把科技创新摆到

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2020年

11月，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总

书记寄语浦东：“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

创新新高地。”

“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是总书记给上海出的

题目。”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说，“我们瞄

准世界科技前沿，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

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国家实验室建设。”

2021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

比重达到4.1%；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功能最

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群在张江加快建设；“蛟龙”

“天宫”“北斗”“墨子”等重要科技进展，上海无一缺

席；C919大型客机取证和交付准备工作有序推进，

CR929远程宽体客机研制工作扎实开展……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为上海高质量发展持续

注入新动能。2021年，上海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

万家，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

业规模达到1.27万亿元，同比增长14.7%。

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考察过的上海联

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磁共振（MR）、分子影像设

备（PET-CT）等高端医疗设备一字排开。近年

来，企业突破一系列“卡脖子”技术，推出了一批中

国和世界首创性产品，国产设备输出到美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

目前，上海科创中心形成基本框架，并提出

更远大的目标：到2025年，努力成为科学新发

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的重

要策源地。

“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
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

漫步上海杨浦滨江地带，绿道蜿蜒，白鹭翩

飞，曾经的“工业锈带”已变身“生活秀带”。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杨浦滨江考察

时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无

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

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近年来，上海先后贯通黄浦江45公里滨江岸

线、苏州河42公里公共岸线，“一江一河”串珠成

链为老百姓提供高品质公共空间；从2017年到

2021年，上海的公园数量从217座增加到532座。

杨浦区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发电厂，

但作为老工业区，面貌旧、底子薄。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杨浦区加快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2021年提前一年全面完成成片二级以下旧

里改造，今年还将通过城市有机更新，推动“住有

所居”向“住有宜居”跃升。近五年，上海中心城区

累计实施旧区改造308万平方米，涉及15.4万户

居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上海城市治理提出要

求：“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上海要继续探索，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

110接电数、公园客流、渣土车违规情况……

在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考察过的浦东新区

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大屏上跳动着150多种

反映城市运行体征的数据。浦东城运中心副主任

陈炜炜说，数字背后反映着民情民意，要通过智能

化手段，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现代化的城市治理，还须汇聚民智。2017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

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2019年11月，总书记到

上海长宁区古北市民中心考察，首次提出“人民民

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当时在现场的全国人大代表、长宁萍聚工作

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结合本职工作，用朴实的话

说出对总书记要求的理解：“从加装电梯到为老服

务，要多听老百姓的意见。”

截至2021年底，上海25家基层立法联系点参

与了20件国家法律、64件地方性规定的征求意见

工作，530多条立法建议被采纳。通过主动问政

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更多群众建议转化为

城市发展“金智库”、社区治理“金点子”。

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牵引提升城市智能化

水平，搭建更多线上线下民意“直通车”，持续为基

层赋权、增能、减负……面对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的

新课题，上海将持续绘好城市治理“工笔画”，不断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使命如山，初心如炬。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转化为生动实践，上海必将创造更加美好

的未来。

（新华社上海6月24日电）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上海篇

通江达海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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