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开春，在上海援青帮扶政

策的支持下，119名果洛籍务工人员

离开家乡，搭乘飞机前往上海务工

就业。

结合劳务品牌培育，班玛县研究

制定 《关于2023年班玛县农牧民职

业技能精准培训提质增效实施方

案》，将职业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

转移就业相结合，采取“培训+就

业”“培训+产业”“培训+稳岗”等

模式，实现农牧民“精准就业”。截

至目前，班玛县开办餐厅服务员、中

式烹饪、家政服务员、手工刺绣、汽

修工等12个工种技能培训班，培训

450余人。

除了稳岗就业，两地青少年之间

的交流每年也有新亮点。上海市援青

干部联络组班玛小组对接上海市青浦

区教育局，进一步丰富“手拉手”学

生教师暑假研学活动内容，通过丰富多

彩的夏令营活动，提高班玛青少年学生

的综合能力。

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是上海对口支援

果洛的重要载体，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

要抓手，也是推动果洛文化与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两地将持续深化

文化交流浸润，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6月11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民

族音乐会在久治县举行，“守护三江

源”大型生态情景音画——《从黄河到

长江：民族音乐巡演》为当地带来视听

盛宴。

当天虽然下着小雨，但丝毫没有降

低观众的热情。在《黄河源组曲》中，

钢琴与民族乐器鹰骨笛、德钦弦子、达

玛鼓等同台演奏，民族音乐创作技法与

果洛特有民间曲调相互融合，现场掌声

经久不息。“以前看藏族歌舞比较多，

像这样的演奏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许多

都是藏族传统乐器，有些连我都叫不上

名字呢。”现场观众拉毛卓玛一边点

评，一边赶忙联系朋友前来观赏节目。

从果洛到上海，从黄河到长江，跨

越千里的情谊为这部文艺作品提供了创

作土壤。该项目制作人、上海音乐学院

副教授汤声声介绍，“守护三江源”大

型生态情景音乐画剧《从黄河到长江：

民族音乐巡演》由果洛州委、州政府联

合上海音乐学院出品，今年3月在青海

大剧院启幕。演出中，民族传统非遗乐

器、现代乐器、青藏高原原生态人声、

民族管弦乐团、民族服饰展演、民族舞

蹈等跨界融合，展现了“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饮一江水，共筑中国梦”的深刻

寓意。

新征程上，沪青两地携手推动帮扶

合作再上新台阶，努力将对口援青工作

打造成民族团结示范工程。两地将深化

交流合作，共同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共同推进“双碳”战略落地，共同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强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积极探索“东数西算”合作新

模式，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

子，为落实国家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民族非遗+现代乐器
唱响“黄河长江”协奏曲

今年3月，果洛州三所州属学

校——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果洛州

民族高级中学、果洛州大武民族中

学结成“果洛州州属高中三校联

盟”。

上海援青干部、果洛州教育局党

委委员、州民族高级中学校长李鹏

说，三校携手，大力发展特色教育，

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课程体系，在艺

术、体育方面探索升学新途径。今

年，共有57名艺术生、11名体育生

通过专业统考。

上海“组团式”教育援青遵循从

“帮扶一校”到“助推一地”的迭代

升级新模式。目前，教育团队已与果

洛玛沁县、甘德县、达日县的民族初

中达成相关合作。未来，三校联盟将

秉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

进、长期合作的原则，发挥各自在学

校管理、教育教学、师资建设等方面

的优势，共同推动果洛州教育高质、

高效、协调发展。

关注民生，不仅仅体现在教育方

面，还包括医疗。

前不久，果洛州人民医院成功

晋级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成为当

地唯一一所三级医疗机构。而且，

急诊科成为果洛州唯一一个省级重

点专科。

上海援青干部、果洛州卫健委党

组成员、州人民医院院长周峰介绍，

近半年，在急危重症处置、高难度手

术、医学义诊等方面，上海的“组团

式”医疗帮扶惠及藏族同胞近万人。不

久的将来，州人民医院医疗小组人数有

望得到扩充。“人多了，我们能干的事

情就更多了。”

去年8月，果洛州人民医院联合上

海对口支援的甘德县人民医院、玛沁县

人民医院共同打造“两小时医疗救治

圈”——即遇到疑难杂症等难以处置的

情形，提前电话联动，通过救护车把病

患转诊到州人民医院平台进行救治。若

病人不便转运，则由州人民医院医疗组

出诊进行救治。

与此同时，县人民医院的上海援青

医疗专家每周末都会到州人民医院互相

交流，及时沟通。

“两小时医疗救治圈”方案实施至

今，已累计收治下级各县乡级医院转诊

危重症患者65例，其中，蛛网膜下腔

出血转诊来院病人15例，急性脑栓塞

紧急溶栓患者12例，急性心肌梗塞患

者10例，急诊创伤患者28例。如今

“两小时医疗救治圈”的范围也在向其

他各县逐步拓展。

日前，州人民医院已与青海省中

医院、青海红十字医院签约，推进小

组团帮扶。下一步，州人民医院还有

望与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大学附属

医院、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等8家医

院签约，共同开启转诊绿色通道，稳

步提升“两小时医疗救治圈”的服务

能力。

白内障也是高原高发疾病。去年，

第18批上海嘉定 · 青海久治光明行医

疗队共开展眼科手术66例，其中年龄

最大的91岁。截至目前，光明行共筛

查白内障患者近3500人次，开展手术

428人次，“上海嘉定医生”成为藏族

同胞心中的“光明清泉”。

九年来，“光明行”的服务内容不

断拓展，嘉定区卫健委以3个月为一周

期，每年选派优秀医师到久治县医院上

岗作业，与当地骨干建立“一对一”的

师徒带教关系，开培训作讲座，并派5

人专家团队开展免费义诊。值得一提的

是，付晓鲜医生主动将去年服务时间延

长至6个月，今年又参加新一轮3个月

选派，来到县医院，“我放心不下久治

的病人。”

“空姐，你快过来看看！我边上这

位乘客，好像情况不太好。”今年4月

25日，一架从青海果洛飞往西宁的航

班上，一名乘客大声呼救。幸运的是，

这趟飞机上正好有上海“组团式”医疗

帮扶团队。上海援青医生、果洛州玛沁

县人民医院院长朱鑫璞的座位就在患者

附近，与果洛州人民医院、甘德县人民

医院的上海援青医生联合处置，高效助

其病情恢复稳定。

完成空中救人之后，朱鑫璞回到玛

沁县人民医院——首批“组团式”帮扶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医院。

2022年8月起，援青医疗队来到玛

沁县人民医院，上海城市精神之一“追

求卓越”纳入当地医院文化建设，一切

都有了新变化。目前，县医院增设急诊

医学科、皮肤科、支气管镜室等6个科

室，将手术室提能升级为“麻醉与围术

期医学科”，将“外妇科”分为“外

科”和“妇产科”。2023年医院新增开

放床位46张，开放床位达到108张；新

开展医疗新技术新项目15项；通过

“师带徒”培养当地医院骨干18人。今

年，计划开展远程手术、远程病理、远

程影像等医疗服务。

打造三校联盟、两小时医疗
救治圈，“组团式”帮扶升级

首发 《上海援青“沪果优品”

流通销售标准指南》，首发上海援青

“沪果优品”品牌集合，首发上海援

青“沪果优品”BFC馔外滩精超专

柜……作为“五五购物节”组成部

分，今年6月，“聚优品 · 惠万家”

上海援青“五五购物节”沪果优品

系列活动接连上演。

“沪果优品”首批七大类28款商

品，以最具果洛特色的牦牛肉、藏羊肉

为主打，同时还集结了玛沁的有机牦

牛酸奶，玛多的香辣羊肉，甘德的赤松

茸，达日的手撕牛肉干，班玛的藏雪

茶，久治的藏式卤牦牛肉等，以果洛出

品、高原特色、坚持天然为定位，多点

开花、协同布局，集中增加曝光度，使

果洛好产品能够走入更多上海市民

“菜篮子”和“饭桌子”，鼓起果洛牧民

“钱袋子”，服务全国大平台。

活动现场，在果洛创业十余年的

陆爱珍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感慨良

多。2011年，陆爱珍成立青海五三六

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上海对

口支援青海果洛州的产业帮扶落地企

业。5369米，是藏地神山年保玉则主

峰的海拔。为推广牦牛，上海援青干

部、久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王远鸿将

微信名改成“牦牛小胖孩”。由此，也

与陆爱珍的5369联系上了。

在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商务

委、上海市援青干部联络组等多部门

的协调下，在青海省商务厅的大力支

持下，5369在第五届进博会有了自己

的展位。不仅如此，5369还与久治县

宁友村结对帮扶，登陆上海光明集团

帮扶产品销售平台，被抢购一空。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扶持培育特

色产品商品化、市场化，今年3月，上

海消费帮扶联盟赴果洛州六县调研，

当月22日，“放心买 ·用心帮”上海消

费协作商品化与品牌化培训暨上海消

费帮扶联盟援青业务培训班举办，80

余人参加。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理事长

王华介绍，联盟将持续对接果洛当地

产业主体企业，开展标准化、商品化、

品牌化、供应链等一对一辅导。

俗话说，药材好，药才好。青海

还有一大特色产业，即中藏药材。高

原独特的地理气候孕育了丰富的中

藏药材，如冬虫夏草、贝母、羌活、大

黄等。上海援青干部、青海省中医院

院长林勋表示，青海省道地药材量大

质优，上海中医药大学拥有高水平研

发人员，双方优势互补，资源与技术

融合，定能实现中藏药材产业更上层

楼。接下来，依托上海中医药大学科

研优势，拟开展桃儿七、黄芪等生态

化种植研究，并制定高原珍稀药用植

物可持续发展规划。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位

于玛多县。近年来，紧紧围绕打造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果洛州委、州政

府提出“一心二轴三区四线”旅游发

展布局和“七个打造”，坚持“以文促

旅，以旅彰文”，依托当地丰厚的文化

资源，打造特色品牌，助推旅游发展。

《果洛州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总体规划》现已完成。按《规划》，将

着力开发高原生态廊道穿越之旅、母

亲河黄河感恩溯源之旅、红色文化感

悟体验之旅、格萨尔史诗文化探秘之

旅等精品旅游产品线路，提高“大美青

海、秘境果洛”的知名度、美誉度。上

海援青干部、玛多县委副书记、副县长

王启洋介绍，目前，玛多县也在同步开

展全县旅游规划方案编制，探索开展

国家公园的特许经营，“希望三年援青

能把当地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打好。

未来，农牧民收入渠道进一步拓展指

日可待。”

而7月14日首发的上海援青旅游

包机，则为沪果两地的文旅梦想再添

一把力。在春秋集团的助力下，越来

越多上海游客有机会进入三江源腹

地，在蓝天白云下，在群山环抱中，去

探索阿尼玛卿雪山、冬格措纳湖这些

如画的藏乡秘境，去探寻格萨尔文化

不朽的史诗传奇。

上海与青海，在战略方位、资源禀

赋、发展优势上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十分

广阔。“我住长江源、君住长江口，绿色算

力盼君来，共立新潮头。”6月，在上海市

援青干部联络组的充分对接下，果洛州

“数据援青”招商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未

来，上海将助力青海围绕国家清洁能源

产业高地建设，充分利用新能源、紧抓新

机遇，打造盐湖、新能源、新材料、有色冶

金、大数据五大产业，力争到2025年建

成东数西算算力枢纽。

进博会、五五购物节
果洛特产闯“上海滩”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地处“三江源”腹地，素有“雪
域净土”的美称。然而，这里也是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中海
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环境最艰苦的自治州，州内平均海拔
4200米以上，大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60%，年均气温零下
4℃，全年冷季长达10个月。

对上海援青干部而言，“上果洛”这个词，不仅代表着高
寒艰苦，更饱含着一份浓浓深情，他们被当地人亲切地唤作
“上海青”，更是“上海亲”。援青工作就像一座桥梁，把上海
与果洛紧密联系在一起。

2022年7月底上海市第五批援青团队入青的第一时间，
援青干部联络组研究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赓续援青精
神、践行初心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主要安排共五个方
面、十项举措。其中，五个方面，即先锋模范创建、常态学
习教育、深入调查研究、深刻检视问题、优化管理服务。十
项举措包括：开展“亮身份、践承诺”活动，开展“援青好
项目”创建活动；个人自学组织化，集中研学制度化；撰写
专题调研报告，推动调研成果转换；开好组织生活会，开好
民主评议会；进一步加强谈话谈心制度，进一步丰富组织生
活形式。伴随着主题教育活动的实施，各项援建工作正如火
如荼地开展。

上海市援青干部联络组组长、市政府驻西宁办事处主
任、果洛州委副书记、副州长赵勇表示，联络组将一以贯之
遵循好“中央要求、果洛所需、上海所能”的援青工作原
则，团结和带领第五批援青干部人才更好地发扬“凝心聚
力、务实创新、拼搏奉献、和融共进”上海援青精神，以更
宽广的视野、更务实的举措、更饱满的激情、更勇毅的担
当，竭尽所能，与果洛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围绕青海产业
“四地”建设总要求，共同奋力谱写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统领下生态文明走在前列、绿色发展提质增效、民生福
祉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引领的果洛新篇章。

全力建设现代化新果洛，展现“上海青”新作为

高原孩子用汉藏双语感谢上海医生的精心救治。

3月底，“守护三江源”生态情景音画在上海奏响并拉开全国巡演序幕，《从黄河到长江》讲述浓浓沪果情。

果洛州“数据援青”招商推介会在沪举行。

果洛119名青年乘包机来沪就业。

万米高空，乘客突发昏迷，援青医疗

“天团”成功施救。

“沪果优品”入选商品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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