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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迟教授！是您救了我父

亲的命！”前不久，在重庆市永川区人民

医院心血管科，来自拉萨的巴桑，向心

血管科手术组的医护人员一一献上洁

白的哈达，并把一面写着“医德高尚暖

人心，医术精湛传西藏”的锦旗送给了

专家迟路湘。

今年 7 月，81 岁高龄的大格桑突然

双腿剧痛，无法站立行走，日夜辗转难

眠。儿子巴桑带着父亲跑遍拉萨各大

医院求治无果。巴桑不忍心看到父亲

被病痛折磨，四处打听，求医问药。后

来，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巴桑了解到，在

重庆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第

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有一位叫迟路湘

的专家医术高明，处理过类似的病例，

效果非常好。

第二天上午，巴桑就带着父亲从拉

萨飞到了重庆。不料，迟路湘已在 2018

年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去了重庆市永

川区人民医院。巴桑和家人又急急忙

忙带着父亲几经辗转来到永川区人民

医院。

患有面瘫正在接受治疗的迟路湘，

听说有一位藏族老人千里迢迢从西藏

赶来找自己求医，二话没说从病床上起

来，给大格桑做了详细检查。“如不及时

处理，很快就会坏死，导致双腿截肢。”

迟 路 湘 经 过 全 面 分 析 ，当 即 向 巴 桑 表

示，“我亲自带领手术组并主刀，分两次

给老人进行手术，还老人一双站立行走

的腿。”听到这话，巴桑和家人长长地舒

了一口气，悬着的心踏实了。

第二天，迟路湘带着手术组的医护

人员早早来到手术室，经过三个多小时

的手术，顺利地为老人打通了完全闭塞

的右下肢股浅动脉。几天后，迟路湘带

领手术组成功为大格桑实施了第二次

手术，打通了完全闭塞的左下肢股浅动

脉。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康复，大格

桑的双腿站了起来，行走自如。痊愈出

院回到拉萨的大格桑高兴不已，逢人便

讲是重庆的迟医生救了他的腿，让他重

新站了起来。

今年 58 岁的迟路湘，曾是重庆陆军

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的

著名专家，参加过国家相关重大课题的

研究，先后获得过国家、军队科技进步

二等奖，其研究成果被国内外数十家医

疗单位推广应用。2001 年 1 月，他主动

放弃出国学习的机会，肩负党和军队的

重托，踏上了一年的援藏之路，与西藏

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年，当我走进西藏军区总医院，

看到同行们兢兢业业、忘我工作，感动

不已，觉得高原上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生动的，到处都充满着朝气和激情。”初

至西藏的情景，迟路湘至今印象深刻。

“西藏海拔高，气候恶劣，是心血管

疾病的多发地区，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是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迟路湘告诉记者，2001 年 2 月中旬的一

天，迟路湘刚从西南医院返回西藏军区

总 医 院 ，一 位 同 事 就 急 急 忙 忙 跑 过 来

说：“有一个患心脏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的老阿妈心脏停跳，情况十分危急。”在

这生死时刻，迟路湘顾不得高原反应给

身体带来的不适，急忙戴上口罩，穿上

几十斤重的铅衣飞奔急救室紧急施救，

在一台老式胃肠机上守了 40 多个小时，

为老阿妈心脏成功地安装了西藏首例

双腔起博器，硬是从死神手里把老阿妈

的生命夺了回来。

自从给那位名叫次仁曲珍的老阿

妈成功安装了心脏起博器后，迟路湘的

名声大震，每天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找他

治病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最后到了络绎

不绝的地步。“那时，除了给病人手术

外，我每天都要接诊一两百人，虽然很

累，但我觉得很值。”迟路湘说，“只要

病 人 需 要 ，我 就 会 付 出 百 分 之 百 的 努

力。”

作 为 援 藏 专 家 的 迟 路 湘 深 知 ，援

藏 既 要 救 死 扶 伤 ，又 要 把 技 术 带 到 西

藏，留在高原，造福各族军民。为此，

他请来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

专家，邀请拉萨军地各大医院的同行，

筹划并举办了西藏首届心脏起博器学

术 交 流 研 讨 会 ，同 时 在 医 疗 设 备 落 后

的 情 况 下 想 方 设 法 开 展 心 脏 介 入 、肾

动 脉 造 影 、急 性 心 肌 梗 死 深 检 治 疗 等

技 术 ，手 把 手 地 为 西 藏 带 出 了 一 批 治

疗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优 秀 医 务 工 作 者 ，荣

立了个人二等功。

迟路湘援藏回到重庆后，依旧十分

关注高原患者。他说，“西藏气候恶劣，

高寒缺氧，干什么工作都不容易。对高

原上的病人高看一眼、厚爱三分、特殊

一点，是应该的。”

良医有情解病，神术无声除疾。近

20 年时间，在西藏、在重庆，迟路湘妙手

仁心诊治了成百上千的高原心血管病

患，把一个个高原心血管病患带回了美

好生活的春天。

仁 心 仁 术 暖 高 原
—医生迟路湘的西藏情
麦正伟 本报记者 张猛

本报拉萨 10月 11日讯（记者 王

莉）根据区党委安排，10 月 9 日至 10

日，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永奇

在联系点工布江达县，向党员干部宣

讲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陈 永 奇 从 历 史 、现 实 和 未 来 等

不同维度，运用生动鲜活的案例、详

实的数据、群众身边的变化，全面解

读“ 七 次 会 ”的 重 大 意 义 、西 藏 各 项

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

就 ，深 刻 阐 释 了 新 时 代 党 的 治 藏 方

略、新时代西藏工作的目标任务，并

围 绕 深 入 开 展 反 分 裂 斗 争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推 动 经 济 社 会

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加

强 边 境 地 区 建 设 、加 强 党 对 西 藏 工

作 的 全 面 领 导 等 畅 谈 了 认 识 和 体

会 ，提 出 了 贯 彻 落 实 的 具 体 要 求 。

他 强 调 ，要 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

区 党 委 九 届 八 次 全 会 部 署 ，学 深 悟

透“七次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采取集体学习、个

人自学等方式反复学、深入学，切实

领 会 精 神 实 质 和 核 心 要 义 ；以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通 俗 易 懂 的 方 式 做 好 宣

讲工作，确保会议精神家喻户晓、人

人 皆 知 。 要 紧 紧 围 绕 做 好“ 四 件 大

事”、实现“四个确保”，对照中央精

神 及 区 党 委 实 施 意 见 ，细 化 工 作 举

措 ，逐 项 明 确 时 间 表 、路 线 图 、责 任

人 ，切 实 把 决 策 部 署 变 为 具 体 安

排。要狠抓工作落实，当好“施工队

长”“施工队员”，建立台账、挂图作

战 ，推 动 新 时 代 西 藏 工 作 目 标 任 务

落 到 实 处 ，建 设 团 结 富 裕 文 明 和 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期间，陈永奇走村入户，与农牧

民群众共话“七次会”精神，共叙习近

平总书记的特殊关心和党的似海恩

情，共谋贯彻落实之策，勉励大家饮

水思源、感恩奋进，过上更加美好的

生活，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的殷切期望。陈永奇还调研了脱贫

攻坚成果巩固和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整顿工作。

我是卓玛拉姆，1984 年 7 月出生，昌都

市芒康县纳西乡人，现在是芒康县纳西民

族乡“妇女致富带头人”，“果拉从”藏家乐

女老板。

初二那年，一向身体很好的父亲生病

了，身体日渐消瘦。雪上加霜的是，开加

加面店的母亲又得了阑尾炎。我还有两

个姐姐，分别在读大学和高中。父母的病

使本来拮据的家更加困难。一天，父母满

怀愧疚地对我说：“卓玛，退学吧！”

自那时起，我开始帮助父母分担生活

的重担。

当时，纳西民族乡加加面店不少。但

绝大多数店都是“有客人就做生意，没客

人就下地干活”，并没有把开店当成多大

事儿。我把目光盯在了加加面上。

于是，我说服父母，专心学习揉面、炒

臊子、熬汤等技术。在反复学习中，我慢

慢地掌握了做加加面的窍门。与其他加

加面店不同的是，我一门心思扑在加加面

店里，打理出干干净净的店铺环境，给客

人营造出在自家吃饭的氛围……我认为，

无论做什么，最重要的是勤劳与坚持。

“坚持就是胜利”。慢慢的，我家的店

越来越有名气，收入也由原来的一年近万

元增加到五六万元。就这样，我靠着勤劳

和坚持，帮助父母治好了病，支持两个姐

姐读完了大学。

一碗碗加加面，有心酸、有欢笑、有汗

水、有传承，还有越来越美好的生活。接

下来，我要把面店做大做强，不再只为糊

口，而是作为一项事业。

2009年，盐井加加面通过自治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认证。这一品牌为盐井群众带来

了更多更好的实惠，我也成为受益者之一。

2010 年，在援藏干部的帮助下，我家

得到了 2.5万元的安居工程补助金，加上存

款，我建起了一个近 300 平方米的藏式楼

房，并将其命名为“果拉从”藏家乐。随

后，芒康县政府组织纳西乡的藏家乐经营

者，前往云南丽江、大理、香格里拉等地考

察，开展专业培训，学习农家乐经营管理

经验。这一趟学习之旅，大大开阔了我的

眼界，“特色”二字深入我的心中。

随后，在援藏干部的建议下，我将家

旁边的一块空地修平整了，游客的车有了

专门的停车场；《吉祥盐井》《心中的昌都》

《康巴汉子》等祝酒歌、芒康弦子搬上了餐

厅的舞台。

现在我们家平均每天接待游客 30—

40 人，在旅游旺季每天来吃饭的至少 50

人，每天收入至少有 700 元，2017 年全年收

入达到了 50 万元。”我现在干劲更足，2017

年，在政策支持下我贷款 300 万元、自筹

160 万元，重新翻修藏家乐，计划把它打造

成为一个综合型的民族特色餐饮店。

自我致富后，“把乡邻们扶持起来，让

大家都过得舒服”就成为我的目标之一。

随着加加面店规模越做越大，我从周

边贫困户中雇请人手到店里工作。次仁

央宗，就是从我店里成功走出去的代表之

一。次仁央宗在我的店里工作了 5 年，我

手把手地教她做加加面。当次仁央宗决

定自己开店时，除了资金上予以支持，我

还告诉她：“想做好，要坚持到底。”如今，

次仁央宗在国道边上开了一家小小的加

加面店，一年年收入有五六万元。

如今，我帮扶的 10户贫困户，在政府精

准帮扶和他们的努力下，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文由卓玛拉姆口述，本报记者卞

琳琳整理）

陈永奇在工布江达县宣讲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时强调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七次会”精神
全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一 碗 加 加 面 吃 出 幸 福 味
—卓玛拉姆的脱贫故事

本报拉萨 10月 11日讯（张成刚）近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分行成功发放牦牛育

肥一体化贷款 5000 万元，用于支持西藏农投

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土地、购种植饲草、收

购牦牛等。该笔贷款是西藏自治区第一笔金

融支持牦牛育肥贷款。

西藏农投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西藏农牧业

生产资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牦牛板块子

公司。为帮助该企业及时解决流动资金短缺问

题，农发行西藏分行干部员工克服办贷困难，加

班加点、前中后台无缝衔接，积极与保险公司研

究，采用银保风险共担机制，创新实现了“禽畜+

活体贷”保险模式，顺利获批牦牛育肥贷款。

近年来，农发行西藏分行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扶贫办和总行关于支持西藏青稞牦牛

特色产业发展指导精神，强化政银保企沟通、

实现产业支持政策有力衔接，努力探索“牦牛

贷”“青稞贷”特色产业金融支持模式。该笔

贷款不仅实现了牦牛特色产业政策有效落

地，同时通过贫困户土地流转、收购贫困户牦

牛、错峰育肥等方式辐射贫困人口达 1000 人

以上，有效带动了贫困户增收。

农发行西藏分行

发放首笔“牦牛育肥贷”5千万元

11 日上午，来自昌都市第二小学的 70 名学生参观

了昌都解放 70周年系列展馆。此次活动由昌都市委宣

传部联合昌都市教育局组织开展，旨在庆祝昌都解放

70 周年，让广大青少年学生深入了解昌都解放的伟大

历程，认识昌都发展的辉煌成就，厚植广大青少年学生

的爱国情怀。

在工作人员和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们走进了昌都

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在解说员的带领下系统观看了 70

年来昌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目睹了昌都解放

前封建农奴制度下社会的残酷落后情景，以及昌都解放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昌都实现了从黑暗走向光

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

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跨越。

从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出来后，学生们不约而

同地感慨着昌都发生的巨大变化。昌都市第二小学

学生朗加曲措说：“通过这次参观，我学到了许多历史

知识，感受到了生活条件上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我

会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为

建设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随后，学生们参观了昌都解放 70 周年书法美术摄

影展和昌都市解放 70周年成果展。

在展览现场，学生们依次观看了成果展序厅、峥

嵘岁月、改革开放·潮涌三江、新时代·新昌都·新辉煌

和展望未来五个展厅的作品。通过书法美术摄影作

品、历史照片和相关实物等，学生们进一步认识了经

济快速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安康的新昌都。

昌都市第二小学教师桑嘎说：“今天和学生一起了

解了革命先烈为解放昌都做出的牺牲与贡献，我认为此

次活动对学生而言，不仅对思想道德建设有帮助，还能

有效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是一次很好的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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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0月 11日讯（记者 次

仁片多）日前，由西藏自治区妇联、西

藏 自 治 区 邮 政 分 公 司 联 合 发 起 的

2020 年“母亲邮包”公益活动启动仪

式在拉萨举行。

据了解，“母亲邮包”项目是由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以中国邮政

开启的邮政绿色通道为服务支撑发

动社会各界采取“一对一”的捐助模

式，帮助广大家庭和母亲解决生活中

的一些困难、传递各界温暖、感受社

会关爱。“母亲邮包”项目在提高妇女

安全健康意识、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

挥了很好的作用，自 2012 年在我区实

施以来，得到了各相关单位及社会各

界 爱 心 人 士 的 积 极 参 与 和 大 力 支

持。目前，全区已接受社会捐赠 400

余万元，已有近 3 万个家庭和母亲以

及企业女职工收到了体现党和政府

关怀、承载社会涓涓爱心的“母亲邮

包”。

区妇联、区邮政分公司负责人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加强协作

沟通，做实做细“母亲邮包”捐赠工作，

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

2020年“母亲邮包”公益活动启动
全区已接受社会捐赠400余万元

初秋的昌都市洛隆县，凉风习习，但在孜

托镇加日扎村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合作社里，一

股热浪扑面而来。

鼓风机一次次吹动，一把把刀片被烧得通

红，空气锤一下下敲打……寸昆杰向徒弟们示

范洛隆藏刀的锻造工序。寸昆杰是合作社的

工匠师傅，也是负责人。

一般来说，藏刀技艺不外传，但寸昆杰是

一个“例外”——他是首位掌握洛隆藏刀技艺

的白族人。

寸昆杰在拉萨拜的师傅是云南藏刀工匠

张新峰。“那时白天跟着师傅学习藏刀制作，晚

上尝试藏刀设计。”他回忆说。

寸昆杰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求知欲和专注

力。一般人学藏刀制作，需要投师 3 年、谢师 1

年，在 4 年的学徒期间是没有工资的。但是寸

昆杰藏刀技艺掌握得又快又好，在第三年就拿

到了工资。

1995 年，出师后的寸昆杰来到林芝波密县

从事藏刀制作和销售，持续了 11 年。年复一年

的实践积累，让寸昆杰逐渐成长为藏刀制作的

优秀工匠。

“我 4 年前来到洛隆县，向四朗江村师傅学

习洛隆藏刀的制作工艺。”寸昆杰发现，洛隆藏

刀在制作工艺上有独特的优势，而这再次引起

他学习、借鉴的浓厚兴趣。

经过几年的学习，寸昆杰得到了四朗江村

的真传。在老人不幸辞世后，他担起合作社主

要师傅的责任，带领徒弟们继续精心打造和改

良拥有 400多年历史的洛隆藏刀。

“当时合作社存在的问题，就是制作时间比较长，需要进一步提高

效率。”寸昆杰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新技术、新工艺，让洛隆藏刀

的竞争力不断提升。

目前，跟随寸昆杰学习的有 9 个徒弟，都曾是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我每月上够 20 天班，就有 3000 多元的工资，年底村里还有分红。”

29岁的向巴伦珠，正在师傅指导下用空气锤锻造钢板。

为帮助更多人增收致富，寸昆杰还跟村里人合作，鼓励各家各户

按标准缝制刀鞘，合作社统一收购。

谈到今后的打算，寸昆杰表示：“藏族师傅教会了我做洛隆藏刀，

我有义务把这项古老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在寸昆杰心头，藏刀制

作，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 （据新华社拉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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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林芝市巴宜区森林消防中队

的 10 名指战员来到世界柏树王景区，向

游客宣传森林防火知识，带领游客体验

灭火装备，在景区里开起了“森林防火

课 堂 ”。 指 战 员 们 还 在 景 区 内 建 立 了

“温情救助站”，帮助游客解决各种困

难。

图为指战员向游客讲解森林防火

知识。 本报记者 张猛 摄

森林防火

进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