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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上海援藏始终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开展医疗、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

以过去三年为例，上海援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在成功“创
三甲”基础上着力向“强三甲”迈进：实现254种“大病”不
出市，154项新技术填补自治区空白；胸痛中心等五大中心已
全部进入实战运行，为打造西藏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奠定了
坚实基础。此外，为提升县域医疗水平，上海择优选派一批干
部人才赴亚东、拉孜等地开展“组团式”医疗帮扶县域试点，
让帮扶“精准、可实现、可持续、有成效”。

而教育方面，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以师资培训中心为平
台，强化学科教学研究、本地教师培训、均衡地区发展。现已
开发88本校本资源，开设52门社团活动课程；“七彩”思政
（德育）品牌创立后，影响日益扩大。

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时任日喀则市委副书
记孟文海表示，在“组团式”帮扶过程中，上海援藏坚持择优
选派、建强团队；坚持内涵建设、整体提升；坚持加强统筹、
形成合力；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改善民生、提升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作为帮扶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为雪域高原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经过“组团式”帮扶，优质医疗资源线上共享、下沉乡
村；受援地区教育均衡发展、不断前进，日喀则市和受援五县
（江孜、亚东、拉孜、萨迦、定日） 的医疗条件和教育水平显
著提升，越来越多农牧民体会到上海人民的“申”情厚谊。

上海市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联络组组长，上海市政府驻西
藏办事处主任，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彭一浩表示，
医疗、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是体现援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标志。未来三年，上海援藏将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中央第三次援藏工作会议要求，沿着第九批援藏干
部开辟的实践道路继续探索，在医疗援助方面大力推进日喀则
人民医院创建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等一批重点项目，利用上
海优势加强医疗人员培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更多向基层一线
下沉，在教育援助方面狠抓思政教育、教学质量等关键环节，
以“1+5+X”方式成立优质教育联盟、协同提升教学水平，充
分展现上海医疗、上海教育对于日喀则民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支
撑作用，努力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更优秀的干部人才队
伍，用风雨兼程、奋发有为的创新实践描绘出“白玉兰香”映
衬“格桑花美”的动人画卷。

上海援藏：“组团式”帮扶更精准更有效可持续

医疗卫生、教育援助，是上海的优势

和特色。近年来，上海援藏践行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新使命，不断深化“组团

式”帮扶机制，作出了一批有益的探索。

比如，“组团式”医疗援藏在亚东和

拉孜等地启动了县域试点，带来的一系

列改变成效突出，这集中体现在县域医

疗机构学科及人才建设、区域医疗联合、

五大多学科诊疗中心建设及管理制度落

实等方面。

拉孜县“组团式”支援，专业数量更

多、针对性更强，8名专业人员基本涵盖

县医院急需的各科室，并开展了近20项

新技术新项目，解了燃眉之急。同时，本

次“组团式”固定为1+2+5的模式（即1

名院长，1名医政科，1名护理部，5名临

床专技人员），因此，在医院管理、流程重

置、绩效考核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改变，引

入上海先进经验，让医院运转更加高效

规范。

“我重新站起来了，感谢上海医生！”

患有骨性关节炎长达17年的亚东姑娘

南木措，激动地扔掉了拐杖。

在上海援藏医生团队看来，“组团

式”帮扶，可以广泛借力后方资源。比

如，建立“普陀—亚东”远程互联网会诊

平台，实现“云门诊”；“多学科远程会诊”

目前已覆盖13个科室。又如，发挥专业

特长，建设“三大中心”（微创、内镜、影

像），加强“五大专科”建设，即风湿免疫

科（西藏自治区县级医疗机构第一家）、

呼吸内科、消化内科、普外科、康复理疗

科等。

站在新起点，对口支援不仅仅要组

建一个个学科，而且要变“输血”为“造

血”，实实在在地把技术和理念留在当

地，努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眼下，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正向学

习型、智慧型、研究型、创新型四型医

院稳步迈进。2021年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全院年终评比中，才本杰获得最佳

医生第一名。才本杰说：“多亏了上海

‘师傅’，否则，我们胸外科不可能有那

么多第一次。”

“师带徒”，打造了“永不走”的医疗

人才队伍。三年来，援藏医疗队共结对

帮带本地医务人员262名，选送46人赴

上海学习进修。医院副高以上职称人员

从2019年的16人（无正高）增长到2021

年的39名（正高5名），并出台了《日喀则

市人民医院青年英才培养暂行办法》，为

可持续发展奠基。

以执业资质、专业技术职称层次、工

作难度、服务质量、岗位工作量等为主要

依据的绩效考核和分配方案改革，也激

发了当地医护人员提升职业能力的积极

性。如今的考核，聚焦三甲医院内涵建

设主线，提升医疗服务技术能力水平，将

绩效分配管理权力进一步下放至科室层

面，赋予临床科室主任绩效分配总额

3%-5%的科室奖励基金和行政职能部

门负责人不超过20%的上下浮动决定

权，给予科主任和科室核心领导小组更

多的管理主动性。

教育的“造血”机制也在不断完善。

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在原有初中语文、

初中英语市级名师工作室的基础上，新

成立了5个市级名师工作室。每个名师

工作室配有1名援藏指导老师，以援藏

教师为纽带，将上海名师专家、本校主持

人、区县骨干教师组建成教师发展共同

体。通过进藏送教、到上海培训、送研下

乡、区域集中教研以及云教研等方式引

领辐射和共同提高。

一批又一批，三年又三年，情更深，

意更浓，“组团式”帮扶正如一根永远带

不走的纽带，相隔万里心意相连的动人

故事将在雪域高原不断续写。

“支援一所学校、示范一个地市、留

下一支队伍。”过去3年，上海援藏教育

工作队创新帮扶方式、丰富援藏内涵，尽

己所能真情融入，充分发挥人才管理、学

科专长和团队优势，全方位帮扶日喀则

上海实验学校率先实现管理、服务、教

学、学习、评价“五个合格”，整体带动西

藏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坚定“理念

引领、融合共建、擦亮品牌”的思路，落实

“5+1”支援举措。“5”即以党建引领促和

谐发展、以课程改革促全面育人、以名师

引领促高地建设、以沪藏共建促辐射引

领、以科研引领促学科教研；“1”就是一

个特色，即创“七彩”德育体系、铸雏鹰

“精彩”人生。

“七彩”德育体系是“组团式”教育援

藏的一大品牌。一方面，探索对学生有

吸引力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喜欢上思政

课：把思政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经济开发

区、“红色”场馆……让学生通过研学活

动体验祖国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整合上

海后方力量，打造“中草药科普馆”，以中

医药为抓手，在校内形成集思政、科普、

学生活动等于一体的体验基地，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上海援藏教师团队看来，“组团

式”就是要让大家共同创建的模式、机

制、制度在本地自行运转，因此，创新性

设立了“一岗双任”，一个岗位既有援藏

教师、又有本地教师，由援藏教师“传帮

带”本地教师，全面系统地将上海经验传

递过来，不断内化为自生动力。

三年来，学校共评选出校级骨干教

师45人、青年新秀17人，市级名师工作

室主持人7人，区级骨干教师10人，同时

有15人晋升二级职称、13人晋升一级职

称、12人晋升高级职称、1人晋升正高职

称，形成了校、市、区三级骨干教师梯队。

对教育而言，“组团式”援藏有着握

指成拳的合力，可如何辐射影响更多本

地学校，进一步发挥教育援藏效益？

“以‘一对多’的模式，我们通过上

海—珠峰教育质量攻坚联盟、上海—珠

峰教师培训示范基地等，辐射带动日喀

则市非受援学校，共享教育人才‘组团

式’援藏资源。”上海援藏教师团队介

绍，目前，学校已经结对帮扶日喀则市

5所学校。

援藏教师还深入结对学校送教下

乡。三年来，“送研下乡”受益师生4200

多人次。通过云教研，沪藏两地30所

学校以网络形式开展教研活动，邀请上

海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受益师生达2200

人次。

学校教科室主任卓玛潘多说：“这三

年，学校教研组和备课组教研上了一个

新台阶，教研内容拓展、形式丰富，本地

教师专业素养得到提升。”

在做强三甲医院能力建设过程

中，如何提高日喀则市医院的竞争

力，让群众有信心在本地解决健康

问题？上海援藏医疗队的做法是，

加强特色学科、亚学科建设。在上

海10家知名医院与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以院包科”合作协议的基础

上，将“以院包科”科室增加为13

个，建强普外科、心血管内科、消

化科、骨科、中医科等重点病、多

发病关键科室，加大泌尿外科、血

液科、儿科等10个科室扶持力度，

推动“以院包科”向呼吸、胸外、

麻醉等领域拓展延伸。

不同以往的两大亮点，一是成功

创建五大多学科诊疗中心，并通过权

威机构认证；二是“智慧赋能”推进

信息化建设。

“五大中心”即胸痛中心、卒中

中心、急诊创伤中心、危重孕产妇救

治中心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等五大

多学科诊疗中心。截至今年5月，胸

痛中心共计开展门诊8823次，住院

查房诊治 2000余人次，会诊 1800

次，疑难死亡病例讨论800余次；卒

中中心先后开展动脉瘤开颅夹闭术15

台，颅内动脉瘤血管内介入治疗9台，

全脑血管造影200余台；急诊创伤中心

接诊患者达15722人；危重孕产妇中心

成功救治患者251人；危重新生儿中心

年平均收治新生儿1000多人次、危重

新生儿500余人次。

在地广人稀的日喀则，为有效实现

“患者只跑一次”，援藏医疗队大力推进

信息化建设，包括手机扫码支付、自助

打印报告、掌上医院预约等。

援藏医疗队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开展“医学人工智能网格化信息协作

（MAGIC） ”，以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为

枢纽，部署远程“云心电”诊断平台。

对口五县的患者在县人民医院所做的心

电图，如有高危表现，全天24小时都

可在10分钟内获得上海三甲医院的远

程确诊，并联动市院胸痛中心开放绿色

通道，大幅缩短远距离的诊治延时，提

升胸痛患者的生存率。

智慧型医院建设，消弭了日喀则下

属17个县乡到市区的蜿蜒山路、沪藏

之间的万里关山，使得当地居民在家也

能享受到上海优质的医疗服务。 “组团式”新探索
提升县域民生水平
留下“永不走”的队伍

“组团式”教育
落实“5+1”

融合共建 擦亮品牌
“组团式”医疗

五大中心+智慧赋能
打造健康新高地

▲上海援藏教育队将思政课开到青稞地里，孩子们归来后畅谈感受。 （均资料照片）
 上海援藏医疗队队员、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单怡俊紧急救治患病儿童。

▲沪藏医生携手完成手术。

 上海援藏初中数学组线下开展集体教学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