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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情怀让人无限景仰，总有一

种精神让人肃然起敬。这种情怀叫大爱，

这种精神叫援藏。

2019 年 8 月，对于安徽省梅城中心小

学教师金慧琳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作为安庆市唯一一名入选教师，金慧琳随

安徽省教育组团式援藏队到山南市第二

高级中学支教。

熟悉金慧琳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能

歌 善 舞 、多 才 多 艺 ，又 喜 欢 挑 战 的 青 春

派。她不但勤于钻研教学，还喜爱投身各

种活动。听说教育部等四部委在开展组

团式教育援藏，她想尝试一下，主动报了

名。

但援藏对于金慧琳来说要面对众多

问题。“孩子在读初三，处在关键时期。”对

于 金 慧 琳 的 决 定 ，同 事 不 理 解 ，家 人 反

对。“援藏是一次很有价值的人生体验。

那里条件艰苦些，可很美，是我一直向往

的地方。”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2019 年 8 月 13 日，金慧琳等人抵达西

藏 ，走 进 山 南 市 第 二 高 级 中 学—— 她 的

“新家”。她说：“这是我未来 3 年的家，我

想尽量把它布置得温馨一点。”

山 南 市 第 二 高 级 中 学 所 在 地 海 拔

3500 多米。高原的清新空气和美丽的蓝

天白云，很快被高原反应所代替。缺氧、

陌生的环境、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急待

沟通了解的学生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让她一时很难适应。

但 金 慧 琳 并 没 有 畏 缩 ，她 在 努 力 克

服，争取把工作做好、生活过好。她每天

挤出时间，和儿子视频聊天，向家人和老

师了解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在妈妈

的影响下，孩子很懂事，经常逗她：“老妈，

在西藏要照顾好自己，听到没？”

在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金慧琳上的

是高中音乐课。她说：“我原是一个小学

教师，在这里教高中音乐课，跨度还是蛮

大的，富有挑战性。每天，我认真备课，不

但备教材，还要‘备’学生。因为这里的孩

子对内地老师比较陌生，交流上有一定障

碍。”

万 事 开 头 难 。 如 何 上 好“ 开 学 第 一

课”，金慧琳着实思考了一番。“教唱《我和

我的祖国》，全校师生同唱一支歌。这不

仅是为了教学，更是为了潜移默化地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只有撒下爱国情怀的种

子，才能收获治边稳藏的果实。”金慧琳的

提议，得到老师们的一致赞同，并安排金

慧琳和藏族老师西若曲桑一起教唱。

开 始 教 唱 的 时 候 ，见 一 些 学 生 有 些

胆怯，金慧琳走到学生队伍中，耐心地鼓

励他们，和他们一起唱，缓解紧张气氛。

她说：“我多么希望通过我的眼神、我的

表情给他们以自信，点燃他们内心的爱

国热情。”在她看来，每个藏族孩子的一

点点进步都是支撑她做好教学工作的动

力。

为了记录这一美好的时刻，去年 8 月

31 日，安徽电视台来到山南市第二高级中

学录制“开学第一课”。“当我看到学生们

迈着整齐的步伐入场，当我听到嘹亮的歌

声响彻校园，我被这宏大的场面震撼了！”

金慧琳说，“我要用我的亲和力，去感染每

一位学生，让他们能和我像朋友一样交

流，去传递音乐文化。”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

暖送到边疆……”《天路》是金慧琳非常喜

欢的一首歌。她说：“援藏 3 年，我要用爱

心去铺就一条西藏孩子通往知识和人生

彼岸的‘天路’。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不

能平静。总有一种感动在心头，总有一种

情愫在漾动，支撑我走好‘援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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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病”到“治未病”；从“以治病为

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从群众患病找

医生，到享受签约家庭医生上门服务；从

看病远、看病难，到覆盖城乡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的建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创

新，让山南市各族群众真真切切地享受到

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

全 民 健 康 有 保 障 ，全 面 小 康 步 履 铿

锵。近年来，山南市以医疗人才组团式援

藏为抓手，以健康扶贫、能力提升、疾病防

控为重点，书写健康民生答卷，扎实推进

健康山南建设，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民生需求落地有声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我们的目标，

是要实现人民群众得实惠、医务人员受鼓

舞、投入保障可持续、健康事业得发展。”

说起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山南市卫健委党

组书记孙红张如是说。

“现在，如果身体出现一些头疼脑热的

小毛病，几乎出门就能就医，不像以前得去

市里。”“现在的医疗条件、医生的技术水平

和医疗仪器，比以前好多了，看病方便、放

心了。”说起近年来山南市的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山南市群众竖起了大拇指。

去年，国家在山南市共投资卫生类项

目 28 个。其中，山南市人民医院易地迁建

项目和错那县等 4 个县妇幼保健院竣工验

收让群众感受最深。

据了解，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项目涉

及山南市 12 个县（区）。项目建成后，山南

市各县（区）医院云 PACS 系统、云 LIS 系

统、远程医疗服务平台、统一支付结算系

统、医院 HIS 系统、医院 EMR 系统等全面

上线，市、县、乡、村网络将实现互联互通。

日前，西藏首台 5G 移动急救车在山南

市人民医院投入使用。该市妇幼保健院

与武汉协和医院等签订“5G 远程医疗援

助”应用框架协议，成功搭建 5G 医疗援助

平台。

此外，山南市高度重视推进县、乡、村

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工作，推行“乡编县

管”，区域内医疗人才横向、纵向按需交

流，组织各县（区）卫健委赴区内、外考察

学习。去年，通过妇女“两癌”筛查防治培

训，山南市“两癌”筛查工作稳步推进。通

过筛查，山南市乳腺癌、宫颈癌即“两癌”

任务数分别为 2.75 万人，完成宫颈癌筛查

2.56 万人，完成率 93.2%；乳腺癌筛查 2.57

万人，完成率 93.7%。

同时，山南市进一步加强危重孕产妇

管理，提高危重孕产妇救治水平，保障母

婴安全。开展高危重症孕产妇救治 MDT

培训，通过 3 省组团式援藏专家授课，各县

（区）妇产科、儿科、保健站等相关医疗工

作者的业务水平大幅提升。

另外，山南市持续落实疾病预防控制

工作举措，继续保持全年无重大疫情，法

定传染病控制在全国平均发病水平，免疫

规划全程接种率达 98%。

创卫工作强力推进

去年，山南市与市直 79 个部门签订

《山 南 市 创 建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工 作 责 任

书》，制定下发《山南市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 工 作 责 任 追 究 制 度》《山 南 市 创 卫 工

作 地 级 领 导 和 市 直 单 位 分 片 包 干 责 任

制》，以 网 格 化 管 理 的 方 式 治 理“ 脏 乱

差”，形成由地级领导牵头抓总，由牵头

单 位 组 织 协 调 责 任 单 位 联 动 抓 落 实 的

机制。

去年，山南市共开展各种宣传、卫生、

市容环境专项整治活动 20 次，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牌匾创卫宣传

标语、拍摄创卫公益广告宣传片等形式全

方位多角度宣传创卫工作。

日 前 ，记 者 走 进 山 南 市 西 区 新 菜 市

场，看到的是干净的地面，整洁的摊位。

“以前，去菜市场不是踮着脚尖走，就是要

捂着鼻子跑，卫生条件实在让人难以接

受。现在，不仅市场卫生很好，乱摆乱放

的情况也没有了，改变实在是太大了。”山

南市民次仁卓玛高兴地对记者说。

山南市白日街商户李先生告诉记者：

“之前，白日街虽然是步行街，但是很多车

主占道停车，严重影响经营。自从开展整

治工作以后，这些现象不存在了，成了真

正的‘步行街’，生意好多了。”

据了解，去年，山南市共完成泽当城

区 6 个路段的停车划线工作，解决停车位

664 个；完成城区 3 处废品收购站外迁。在

城区摆放 660 升塑料垃圾桶 65 个、220 升

塑料垃圾桶 184个。

与此同时，市政府督查室对 15 家市直

牵头单位的责任片区内巡查机制和创卫

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针对创建区督

查发现的各项问题下发整改通知 83 份，存

在问题已整改 85%左右，整改成效显著。

健康扶贫成效显著

健 康 扶 贫 是 脱 贫 攻 坚 的 重 要 内

容 。 山 南 市 精 准 发 力 ，让 贫 困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享 受 到 优 质 高 效 的 医 疗 服

务 。

2016 年 ，山 南 市“ 因 病 致 贫 、因 病 返

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069 人，通过持续

开展健康扶贫“三个一批”行动，大病集中

需 救 治 246 人 ，已 救 治 246 人 ，救 治 率

100%，累计救治 311；慢病签约服务需救治

1926 人，已救治 1926 人，签约率 100%，累

计签约救治 2323 人；重病兜底保障需救治

47 人 ，已 救 治 47 人 ，兜 底 保 障 救 治 率

100%。

据 统 计 ，去 年 ，山 南 市 体 检 人 数

322539 人，其中农牧民 290075 人，城镇居

民 30832 人 ，在 编 僧 尼 1632 人 ，体 检 率

100%；全市共筛查 0 至 18 岁先心病 15530

人，其中疑似先心病患儿 122 人，确诊 21

例，完成免费手术救治 15例。

此 外 ，山 南 市 大 力 开 展 家 庭 医 生 签

约服务工作，积极引导农牧民群众参与

到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中来，营造良好的

氛围。强化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做好贫

困 人 口 、老 年 人 、高 血 压 、糖 尿 病 、孕 产

妇 、0 至 6 岁 儿 童 、重 性 精 神 疾 病 等 重 点

人群的管理。“现在，有病一个电话医生

就上门服务，太方便了。”今年 72 岁的乃

东区泽当街道赞堂社区群众次仁卓玛高

兴地说。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人行山南市中心

支行认真贯彻落实相关部署要求，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该支行驻村工作队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帮助驻村点发展犏牛、山

羊养殖等特色产业，对驻村点电动糌粑磨石、榨油机、炒青稞机等设备

进行采购、对厂房进行建造，提升原有特色产业的带动力和影响力。

自筹资金 200 万元，为驻村点新建蓄水池 10 个，维修旧蓄水池 16 个，同

时对老旧农田水渠进行改造，解决 5 个行政村群众的饮水问题。不落

一人抓结对帮扶，截至目前，该支行与驻村点结队帮扶 48 户、困难学生

15 人。智力帮扶强化“造血”功能。通过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带动短期

就业 32人次，稳定就业 6人次。实施“小雏鹰筑梦成长计划”项目，改善

驻村点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者从山南市信访工作专题会议上

了解到，该市狠抓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以实际行动把信访矛盾风

险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降到最低。

山南市要求，各级各部门充分认清信访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信访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

党委和市委关于做好维稳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把信访矛盾风险

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降到最低。各县（区）各部门要开展好每月矛盾纠

纷排查工作，及时发现问题，掌握主动权。对排查出的涉访矛盾问题

建好台账，狠抓化解工作，确保矛盾不上交、就地能化解。坚持干部接

访下访，关口前移，力量下沉，定期开展走访、下访和回访，提前化解矛

盾纠纷。加强对信访形势的分析研判，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加强风险预警，注重了解掌握各种

渠道反映的重要敏感信息，按要求及时报送；进一步完善应急响应处

置工作预案，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果断处置。

人行山南市中心支行

用心用情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桑日电（记者 段敏）日前，桑日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牵头组织专

班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居）开展迎国检“大督战、大排查”。

检查中，工作人员明确任务，对照国检要求，严标准高质量开展

“大督战、大排查”。排除各类干扰影响，守住“两不愁、三保障”基本底

线，突出饮水安全、住房安全、医疗保障和教育保障等重点内容开展排

查。坚持“今日事今日毕”，排查一处、归类一处、记录一处、反馈一

处。逐户逐项开展精细排查、精准反馈工作，形成“白天入户、晚上归

纳、当下反馈”的工作模式。

据了解，本次迎国检“大督战、大排查”为期 20 天，在山南市“大督

战、大排查”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找准问题、强化导向、落实整改，

并提升成效。

桑日县

扎实开展迎国检“大督战、大排查”

书 写 健 康 民 生 答 卷
——山南市卫生健康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山南市强化信访工作

矛盾不上交 就地能化解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者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山南市

抢抓机遇、科学规划，全力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工作。

山南市要求，各级各部门务必抢抓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宝贵机

遇，充分考虑保护、利用、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精心组织谋划推动

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各项工作，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应

划尽划、应保尽保原则，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廊道连通

性；坚持科学调整、应退尽退原则，有序推动。统筹自然生态整体性和

系统性，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同步开展，合理

划定边界范围，确保自然保护地布局合理、落地准确、边界清晰。坚持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原则，紧扣中央、自治区和山南市重点战略导向，

在充分评估论证的基础上，有依有据、科学合理地提出划入与调出的

原因和理由。切实加强向上对接协调和向下对接协调，合力推动高质

量高标准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和自然保护区调整工作预案。行

政“一把手”亲自负责、亲自推动、亲自把关，在目前成果基础上再对

接、再梳理、再研究，确保科学精准划分好自然保护区范围。

抢抓机遇 科学规划

山南市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

日前，隆子县组织县消防大队、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化（文物）局、

治安大队等相关职能部门对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开展联合检

查。

图为检查现场。 本报记者 段敏 摄

“传帮带 ”促提升

大 爱 无 疆 情 洒 西 藏
——记安徽省援藏教师金慧琳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近年来，山南市以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为抓手，建机制、抓建设，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培养了一批医疗人

才。

图为援藏医生和山南市人民医院医生一起分析病例。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