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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红的皮肤，沙哑的声音……初见

任 轶 ，很 多 人 会 认 为 他 是 藏 族 汉 子 。

2018 年 8 月，受组织委派，任轶成为第四

批北京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的一员，开启

了援藏生涯。到拉萨后，任轶任职拉萨

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于 2019年

7 月接任第五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医

疗队队长，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等职，继续推进组团式援藏工作。

2020 年 初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突 如 其

来。作为西藏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发热

门诊和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拉萨市人民

医院担负着保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重

任。这对任轶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

战。

1月15日，任轶临危受命，担任拉萨市

人民医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任

轶一边指挥职工做好门诊和急诊发热病人

的预检分诊；一边从各病区抽调医疗、护理

业务骨干组建发热门诊、隔离病区的医疗

救治队伍，以最快速度实行临床三线、护理

二线值班制度；建立集医务、护理、感控、医

工、信息、医保、总务等跨科室多部门联动

机制，一天内建起一条规范、科学、便捷的

北京三甲医院标准的发热筛查流程。与此

同时，仅 3天时间，一个占地面积 600平方

米，拥有 32间病房和诊室的发热门诊及隔

离病房在任轶的指挥下建成并投入运行。

“2019 年的春节在医院值班，原本打

算 2020年的春节回家探望刚做完手术的

母亲，但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作

为一名援藏干部，我有义务尽我所能，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连着两年，任轶

没能回家过年，这个选择出于责任，更出

于一颗炽热的心。

得 知 每 个 援 藏 干 部 都 有 帮 扶 对 象

时，记者便询问任轶帮扶对象的状况。

一提到帮扶对象，任轶翻开手机里的相

册，给记者看帮扶对象的照片。“每个医

生都要结对帮扶一户家庭，这个是我的

两户帮扶对象，这张照片是在对帮扶对

象进行义诊，这张是给他们送的一些米

面油、衣物等生活用品……”每翻到一张

照片，任轶都仔细地回忆当天的场景，讲

述着其中发生的小故事。

在看照片的过程中，记者注意到，在

大部分照片里，任轶都穿着厚厚的羽绒

服，原本就已经出现“高原红”的脸庞在天

寒的情况下显得格外的红。“因为我们医

院对口帮扶的是当雄县羊八井镇彩渠塘

村，这里海拔较高，冬季漫长，所以去的时

候大部分时间都穿得很厚。”任轶说：“当

地的村民都很欢迎我们，尤其是开展义诊

过程中，会收获到很多小感动。”

在所有的志愿帮扶活动中，最让任

轶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让一个原本不能站

起来的藏族阿佳重新站起来了，并点燃

了她对生活的希望。“阿佳是从那曲搬迁

至当雄县羊八井镇彩渠塘村的，由于双

膝严重风湿造成关节畸形，导致生活不

能自理，丈夫为了照顾她，没法外出打

工，家庭没有了收入来源。当时正好有

一个‘爱膝行’北京专项精准扶贫项目，

我们就为阿佳申请了这个项目资金，并

给她做了双侧膝关节置换手术。”患者术

后恢复得非常好，现在不仅能在家照顾

小孩，在村里遛弯，最重要的是丈夫可以

外出打工，家里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在拉萨市人民医院骨外科主治医师

次 仁 罗 布 眼 中 ，任 轶 年 轻 、沉 稳 、有 魄

力。“任院长在工作上耐心引导本院职

工，生活上也尽可能帮助我们，平时和职

工相处十分融洽。”次仁罗布开玩笑地

说：“任院长刚来时皮肤白白净净，两年

时间，脸上晒得和我们差不多了，甚至比

本地人更像本地人，而且由于气候干燥，

嗓子也沙哑了，很多来医院的人看到院

长都以为是本地藏族汉子。工作之余，

他会和我们喝甜茶、吃藏面，早和我们融

为一体了。”

在两年的援藏时间里，任轶不仅自

己跟当地的藏族同胞相处融洽，还充当

援藏干部跟本地医护人员之间沟通的桥

梁，积极促进其他援藏干部跟当地医护

人员之间的友好关系。

“作为市人民医院新一批的援藏干

部，我非常感谢任院长在工作中对我的

帮助，刚来时心里有点忐忑，任院长就鼓

励我们从本职工作做起，积极融于新的

工作环境，并在日常工作中叮嘱我们要

处理好和本地专家的关系。”提起任轶，

第六批组团式援藏队员、现任市人民医

院院办主任的高茂龙打开了话匣子。

作出援藏选择的那一刻，任轶便做

好了一切准备。任轶说，让他感到欣慰

的是，市人民医院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

认可，藏族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好的医疗

救治水平。“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与本

地医生同心协力，提高医院诊疗服务水

平，为西藏的医疗卫生事业继续贡献绵

薄之力，使医院尽快达到‘大病兜底不出

藏’的要求。”说这些话时，任轶眼中透着

自信和坚定。

牢记援藏使命 架设团结桥梁
—记拉萨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任轶
本报记者 黄志武

本报拉萨讯（记 者 黄志武）近

日，拉萨市林周县人民法院举行县

人民诉讼服务中心及县“法律援助

工作站”揭牌仪式，标志着拉萨市两

级 法 院 首 个“ 一 站 式 ”诉 讼 服 务 中

心正式投入运行。

记者在林周县人民法院诉讼中

心看到，门口挂着“一站式”诉讼服务

中心标识。进入大厅，里面设有咨

询、立案、调解、查询、综合服务等服

务区域。据林周县人民法院院长赵

红玉介绍，林周县人民法院作为“十

三五规划”全市两级法院第一个建成

并投入使用诉讼服务中心的法院，通

过机制创新、职能整合，将原来职能

较为单一的立案大厅，升级为集多种

职能于一身的诉讼服务中心，为当事

人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为来中心

参与相关诉讼事务的人民群众提供

诉讼引导、立案审查、法律咨询、材料

收转、约见法官等多项诉讼服务。

据介绍，新建的诉讼服务中心功

能更加完善、环境更加优良，硬件设

施水平进一步提升，为林周县人民法

院为民服务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和保

障，是该县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

打 造“ 一 站 式 ”诉 讼 服 务 的 重 要 一

步。林周县人民法院将积极利用好

诉讼服务中心这个平台，着力延伸司

法功能，扩大司法体制改革成果，努

力让诉讼参与人感受到诉讼服务中

心的方便、快捷。

拉萨市两级法院

首个“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投入运行

由于流经吉雄盆地，拉萨河被称为“吉曲

河”，在藏语中意为“幸福河”，她是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河流之一。在拉萨河边，总有一群人

的身影，他们为拉萨河“梳妆打扮”，使她更加

美丽，他们就是拉萨河的河长。

近 年 来 ，拉 萨 市 通 过 推 行 河 长 制 工

作，使辖区内主要河湖及骨干河流周边的

环境卫生得到了有效改善，水污染现象被

有 效 遏 制 ，全 市 的 水 资 源 得 到 了 有 效 保

护。

每天清晨，在拉萨河守护员、民间河长

班旦带领下，队员们按照惯例沿着拉萨河开

始巡逻。他们的巡河线路是从拉萨大桥一直

到太阳岛东桥，他们边走边捡垃圾，这样的巡

查，一天有3次。

班旦坚持守河已有 4 年，作为民间河

长，他每天都会带着自己的队员去巡河，清

理河边垃圾、劝导市民不要向河里乱扔垃

圾……对于班旦而言，守护拉萨河，既是责

任与义务所在，更是一种情感依托。

拉萨河现仍处于汛期，不少市民来到

河边戏水纳凉，河边垃圾也随之增多，这导

致民间河长的工作量增加。“随着人们环保

意识的提高，偷倒建筑垃圾的现象已经消

失了，其它垃圾也相对少一些，但要彻底改

变 乱 扔 垃 圾 的 现 象 ，还 需 要 大 家 共 同 努

力。”班旦说。

4 年来，从最初巡河小队坚守拉萨河，

到后来，许多单位和社会上的爱心团队、大

学生、社区工作人员等加入到守护拉萨河

的队伍中，大家主动参与巡河、清理河道、

捡拾垃圾，更加激励了班旦对这份工作的

热情。

“拉萨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拉萨人，

更是见证了拉萨的发展变化。刚开始巡河

时，我们劝导市民不要乱扔垃圾，要爱护‘母

亲河’、参与守河行动时，很多人不理解，后

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守河行动当中来，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

拉萨河，守护她的美丽，让她继续焕发新活

力。”班旦说。

近日,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象雄梅朵小镇的

“德吉藏家”举行了 2019—2020 年度分红会，这已是

该项目运营以来举行的第 4 次分红会。此次分红金

额共计 33.75万元，受益群众包括波玛村易地搬迁的

100 户 409 名村民，户均增收超 3300 元，其中最多的

一户分得红利近 11600元。

记者了解到，“德吉藏家”是堆龙德庆区波玛村

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程基础上打造的旅游精品

民宿村项目。每年 7 月至 9 月是“德吉藏家”的营业

旺季，“德吉藏家”已成为网红打卡地。近年来，通

过“政府‘输血’+企业‘造血’+村民自主参与”的模

式，波玛村通过旅游产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使百

姓在家门口就业、致富。

2016 年，波玛村村民扎西卓玛从古荣镇南巴村

搬迁至波玛村，后来她来到“德吉藏家”工作，照她

的话说，工作地点离家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工

资还比以前在拉萨市区打工时翻了一番。“在党和

国家的政策帮扶下我从南巴村搬到了波玛村，现在

在‘德吉藏家’上班，每个月能拿 3500 元工资，最重

要的是工作地点离家近，环境也很好。”扎西卓玛

说。

自 2017 年开始，波玛村 15户村民加入到民俗改

造项目，将自家的藏式小楼按照星级酒店标准进行

改造，一层自住，二层改造成民宿客房，扎西卓玛家

也是参与改造的家庭之一，每年到了营业旺季时，

她家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天南海北的客人，每日的租

金中，扎西卓玛都可以拿到一份分红。

“‘德吉藏家’自 2018年 5月正式对外运营以来，

截至目前，共有 39 名本村员工，每个人每月工资从

3000—4500 元不等。从运营至今，‘德吉藏家’给波玛村 100 户搬迁户兑现了

86.5 万元的分红。此外，村民可以参加民宿文化体验活动、锅庄舞蹈队、给游

客编彩绳等，通过这种方式来创收增收，目前‘德吉藏家’为村民实现了劳务

性收入、分红性收入以及其他性收入的同步增长。”“德吉藏家”项目经营负责

人黄丹告诉记者，

“德吉藏家”直接带动了当地 100 户 409 名易地搬迁群众的脱贫巩固和可

持续发展。“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儿童游乐园、大型康养项目等，我有信心，未

来我们波玛村群众的人均年收入可达到 3 万元。”波玛村第一书记牛世宏告诉

记者。

秋风送爽，走进拉萨市达孜区金麦穗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成排新建的温室大棚映入眼帘，大

棚里黄瓜、上海青、白菜等蔬菜长势喜人，索朗央金

和几个同伴正在黄瓜棚里忙着拔草。索朗央金是

唐嘎乡穷达村五组的村民，在公司工作已有两年

了。“在这里工作每个月有 3300 元的工资，我还学会

了种菜的技能，在家门口的工作很方便我们这样的

农村妇女。”索朗央金乐呵呵地说。

索朗央金所在的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拉萨

市巾帼众创空间的外孵企业之一，由唐嘎乡琼达村 4

组的村民次仁曲珍和丈夫共同创立。如今，公司土地

流转扩大到了 7800亩，温室大棚也增加到了 98栋，改

变的是公司的规模，而不变的是带领乡亲就业增收的

创业初心。

2018年 6月，全区首个巾帼众创空间——拉萨市

巾帼众创空间正式成立，为拉萨市的妇女创业者提供

独立场地、办公硬件、创业培训、政策解读、财税法律

等方面的服务，给广大妇女就业创业创造了一个良好

的平台。巾帼众创空间的成立，是拉萨市妇联提升妇

女创业就业技能，助力拉萨市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拉萨市巾帼众创空间在拉萨市妇联等

相关领导单位的指导帮助下，通过举办女性专场招

聘会、“巾帼创业大赛”、深化“创新创业巾帼行动”

等方式，着重提升妇女素质，培养女性职业技能，为

广大妇女群众搭建更广阔的就业创业平台，全方位

多举措助力妇女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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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旦：

拉 萨 河 的“ 美 容 师 ”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为了提高医务人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发生突发疫情，能够“拉得出、打得响、处置好”，把

疫情控制在最低限度，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近日，墨竹工卡县人民医院医疗集团举行实战背景条

件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图为演练现场。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应急演练保安全

近日，城关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开展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

进各民族语言相通心灵相通”为主题的文艺汇演。

图为社区工作人员在表演节目。 本报记者 央金 摄

本报拉萨讯（记 者 黄志武）近

日，拉萨市残联举行基层残联专干

业务知识培训班，来自拉萨市各县

（区）的 70 余名基层残联工作者参加

培训。

目前，拉萨市为残障人士服务

的 各 项 工 作 任 务 重 ，拉 萨 市 各 县

（区）加强联动，进一步谋划好新形

势下残障人士各项工作的思路和规

划，推动全市残障人士工作健康有

序开展，为残障人士事业提供强有

力的组织保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努力为广大残障人士提供良好、周

到、细致、完善的服务。

来自林周县甘曲镇的残联专干

米玛曲珍说：“此次培训课程设置科

学合理，有很强的实用性，使我受益

匪浅。作为一名为残障人士服务的

基层工作者，我既感到自豪，又感到

身负压力，我们要用坚守沉淀初心，

用担当铸就使命，在基层岗位上继

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

容多，时间紧，会把握好培训机会，充

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努力提高自身业

务素质，不断适应新形式，继续支持、

配合残联各项工作，为今后的残障人

士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拉萨市残联

基层专干业务知识培训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