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地·林芝
2021年11月1日 星期一

主编：卢有均 责编：张珊珊5

“ 我 在 他 乡 挺 好 的 ！”
——朗县拉多乡村民外出务工记

本报记者 张猛 本报通讯员 胡照跃

牵挂跨千里 上门护安康
——国家医疗队在林芝市巡回诊疗侧记

本报记者 张猛 胡文

读 书 分 享

共 学 党 史

小家庭里有“大团结”
——朗县崩嘎村扎西仓觉家的幸福故事

本报记者 张猛

工布江达县持续掀起学习重要讲话精神热潮

让党的“好声音”传遍千家万户

今年 10 月 1 日，距离北京 3300 公里的

墨脱东布路街边，排起了几队队列，人头攒

动，很是热闹。

“你这种情况，对我们眼科医生来说，

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你要相信我。头不

要动，对！就是这样！”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眼科医生宫海军一边稳住病人恰多

次仁，一边麻利地在裂隙灯下用注射针头

从他的角膜里剔除了一小块儿肉眼几乎不

可见的“异物”。

问诊的群众络绎不绝

宫海军是国家医疗队 2021 年巡回医疗

的医生之一。他和另外 6 名来自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医生承担国家医疗队在

西藏林芝市的巡回医疗任务。根据工作计

划，10 月 1 日国庆节当天，他们在墨脱县展

开义诊。

查诊、清理、冲洗、上眼药、包扎……一

套麻利的操作下来，困扰了恰多次仁几天

的病痛终于得到了解决，原来是眼角膜上

有一块铁屑！

“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化脓、反复发炎，

再拖半个月，甚至可能导致失明。”宫海军

医生说。

恰多次仁在墨脱县一个工地上做螺丝

工。他自己也记不清眼睛什么时候飞进了

铁屑。拖了几天，眼睛越来越难受，正好听

说国家医疗队在墨脱街头义诊，恰多次仁

便跟妻子和工友一起来看病，看了眼睛，还

看了腰痛的问题。

为了恰多次仁的后续治疗，宫海军医

生又特意留下了他的手机号，反复叮嘱他，

明天他会去波密县人民医院义诊，一定要

来复查。

除了眼科，义诊现场还有乳腺外科、肿

瘤科、胃肠肝胆外科、心内科、骨科……为

了做好“传帮带”，医疗队的队员们请来了

墨脱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一起配合。义诊台

前，前来问诊的当地群众络绎不绝。

因为气候和生活习惯原因，骨性关节

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当地高发病之一，骨

科医生李玉希连喝水的功夫都顾不上，一

上午接待了 80多名病人。

“义诊医生的水平都很高”

37 岁的东阿旦增是墨脱县住建局的工

作人员，2017 年驻村扶贫的时候，摔了一

跤，导致右肩锁骨骨折，肋骨也断了三根。

最近，他感觉受伤的肩膀附近有些发麻，听

到国家医疗队义诊的消息，特意过来看病。

东 阿 旦 增 说 ：“ 义 诊 医 生 的 水 平 都 很

高，我看了骨科，又看了肠胃科，他们为我

细心查看了病情，还送了很多药，非常感激

他们。”

“举手，学我的动作，来，抬胳膊。这里

有痛感吗？”因为当地有跪地劳作的习惯，

双膝关节炎尤其高发，李玉希医生不时蹲

下来给问诊的群众检查膝盖。

“要控制一下体重，减轻对你膝盖的压力。”

“可以带上护膝。”

“少爬坡，你的关节不能再受损了。”

……

不仅根据病情免费给大家发放药物，

李玉希医生还为大家做好日常保健的宣教

工作。

孙健医生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

前一天晚上，他在波密县人民医院连

夜为一位急性腹痛的老年患者做了一场阑

尾炎手术。为了避免病情蔓延，引发腹腔

感染和脓毒血症，手术争分夺秒，在不能全

麻的限制条件下，孙健医生通过三公分不

到的切口，用 30 分钟完成了手术。手术结

束，已是凌晨三点。

他的桌牌前挂着的是“肠胃肝胆”的牌

子，而这里面藏着他一份医者仁心。

“一方面是因为肠胃疾病我们也都能

看，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当地群众可能分不

清肝胆肠胃的问题。感觉到的是‘肚子难

受’，但实际上可能是肝胆的问题，所以多

写‘肠胃’二字，方便老乡们看懂，能够找到

我。”孙健医生说。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心内科副主

任医师林永青的桌前同样也是络绎不绝。

心血管疾病也是当地的高发病之一，林永

青医生根据病情开好药，并且再三叮嘱好

吃药的注意事项。

义诊队一大早就来到现场，到中午 12

点多才结束。诊疗结束，宫海军医生的手

里拿了一叠登记信息。“墨脱地区紫外线

强烈，白内障疾病比较高发。初步诊断为

白内障的，我们都做了记录。之后，我们

还会专程再来一趟，为大家集中做白内障

手术，到时候就会通知大家过来。”宫海军

医生说。

“送医送药到最需要的地方”

医生和患者，因为一次诊断，好似命运

就牵连在一起，一方挂着另一方。

国家医疗队是国家卫健委组建的，每

年奔赴像墨脱这样医疗服务能力薄弱的地

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巡回医疗工作，为当

地群众送医送药，同时通过了解当地的医

疗和主要疾病情况，进一步精细化对口医

疗援助。

中山大学的“中山医”是享誉国内外的名

医名学科。创建于1835年的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是中国西医的发源地之一，已经连

续5年承担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任务。

今年 9月 17日，医院选派了由姚和瑞副

院长担任领队，眼科、乳腺、胆胰、心血管内

科、全科医学科等多学科组成的国家医疗

队，赴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及其周边波密县、

墨脱县开展全面巡回医疗工作。

抵达林芝近半个月，队员们马不停蹄，

克服高反、缺氧等不适，深入林芝及周边县

域，做义诊、开展讲座、上门探访……周六

周日也没有休息，为首批修建川藏线公路

的家庭提供上门诊治服务。

队长朱李玲医生说：“我们中山大学孙

逸仙纪念医院国家医疗队，切实落实要求，

送医送药到最需要的地方，尽全力完成组

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同时为提高当地医院

的救治能力作一点贡献。”

国家医疗队领队、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副院长姚和瑞说：“我们特意选派

了适合当地情况的精锐力量来参加巡回

医疗。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帮扶和

柔性帮扶相结合，做好‘组团式’援建，竭

尽所能，为边远高原地区的人民提供最好

的医疗服务。”

中午 12 点，下班铃声一响，江苏省盐

城市环保产业园街道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索朗益西正和工友们一起有说有笑朝着食

堂走去。“我带了点牦牛肉干，一会儿我们

一起尝尝。”索朗益西拍了拍自己的口袋

说。索朗益西是西藏林芝市朗县拉多乡吉

村村民，今年在党和政府劳务输出的好政

策下，索朗益西和拉多乡 18 名村民一起前

往江苏省务工，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

村民观念的转变，在过去难以想象。“我

太幸运了，多亏有这个机会出来。”回想当

初，索朗益西因为没出过远门而有些犹豫，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才来到江苏，现在决定长

期干下去。今年，拉多乡党委、政府召开劳

务输出专题部署会，多次安排干部逐户进行

走访，讲解劳务输出相关政策，介绍江苏大

型工业园区基本情况，收集整理群众外出务

工意愿。通过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和积极

的组织动员，18名村民组成了拉多乡历史上

第一批前往江苏务工的队伍，8 月 17 日正式

踏上了前往江苏的务工之旅。

在前往江苏的火车上，年轻的德吉曲

珍夫妻俩期待着新生活，他们通过手机上

网，挑选衣服和生活用品等，一路有说有

笑，在他们积极乐观的带动下，其他人紧锁

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

“这里的环境真好，我要发到群里。”长

达 50 多个小时的车程并没有让德吉曲珍感

到疲惫，到达园区后拿起手机拍照发到了

村里的微信群中。拉多乡充分发挥第一批

外出务工的示范引领作用，鼓励他们把自

己在江苏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告诉大家。

“现在，好多村民打听这边的工资有多

少，一些村民也想着过来打工呢。”拉多乡

劳务输出领队索朗坚村高兴地说。很快，

拉多乡第二批劳务输出队伍也将在一个月

后集中出发前往江苏务工。

观念在变，身份在变，对未来美好生活

的憧憬从未改变。第一次发工资时，益西

措姆通过网上购物给老家的父母买了一部

智能手机。“我一个月能挣 6000 多元，给他

们 买 个 好 点 的 手 机 ，也 方 便 和 家 里 人 联

系。”出来打工前，益西措姆一家 3 口人靠

种 地 放 牧 和 农 闲 时 打 零 工 为 生 ，收 入 不

多。在拉多乡党委、政府的动员下，她第一

批报名到江苏打工，刚开始父母心里没底，

担心第一次到江苏的女儿，通过手机视频

看到了女儿工作生活的环境后都很放心很

支持。

“他们挣到了钱，一家人的生活都会越

过越滋润，过上更好的日子不是梦。”索朗

坚村满怀信心地说。据了解，拉多乡 18 名

在江苏务工的村民平均每月工资在 5500 元

以上，最高的还拿到了 6500多元。

“在这里，只要我们勤劳肯干，多干就

会多得，国庆期间很多人都不出去玩，假期

的加班费还要更高一些。”正说着，益西措

姆已经穿好了工装准备上班去。

本 报 巴 宜 电（记 者 张

猛 胡文）为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七 一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和 视 察 西 藏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工 布 江 达 县 丰 富 载

体 ，多 形 式 宣 讲 ，持 续 掀 起

学 习 热 潮 。

“ 巡 回 式 ”宣 讲 。 工 布 江

达县委宣讲团深入农牧区开

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和视察西藏重要讲

话 精 神 巡 回 宣 讲 ，结 合 群 众

身 边 的 发 展 变 化 ，通 过 播 放

PPT、分享故事和现场互动等

喜 闻 乐 见 形 式 ，深 入 浅 出 地

向农牧民群众宣讲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

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的重

大 意 义 ，使 广 大 群 众 对 重 要

讲话精神有了进一步了解和

认 识 。 通 过 这 种 接 地 气 、通

俗 化 的 宣 讲 方 式 ，让 群 众 听

得 懂 、记 得 住 、用 得 上 、起 共

鸣 。 截 至 目 前 ，工 布 江 达 县

委宣讲团共计巡回宣讲 20 余

场次。

“ 图 文 + 音 视 频 ”宣 讲 。

在 传 递 党 的“ 好 声 音 ”的 同

时 ，工 布 江 达 县 大 力 宣 传 工

作中的经验做法，在“网信工

布江达”微信公众平台、“i 工

布 ”APP、“ 工 布 江 达 县 融 媒 ”

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集中发布

各级党组织学习重要讲话精

神的信息，营造出浓厚舆论氛

围。同时，广泛推送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

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藏语

音视频，接地气的语言、生动

的视频，让老百姓在学习的过

程中增添了一份活力，实现了

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思

想转变。截至目前，累计转载

发布相关信息 530 余条次，推

送音视频 20 余条次。

“ 面 对 面 ”宣 讲 。 依 托 党

史学习教育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工布江达县各乡镇、

村（居）驻 村 工 作 队 、村 党 支

部第一书记、宣讲员，走村入

户开展面对面宣讲，把“好声

音 ”第 一 时 间 传 播 到 基 层 一

线 ，他 们 通 过 拉 家 常 、同 劳

动 、办 实 事 等 灵 活 多 样 的 方

式 向 群 众 宣 讲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提 高 各 族 群 众 对 国 家 大

政 方 针 的 了 解 ，促 进 习 近 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和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 人 心 。 截 至 目 前 ，各 村

（居）走村入户宣讲 1200 余场

次，覆盖面达 100%。

格桑花开香满地，同心共

结幸福果。位于朗县西南部

的 登 木 乡 是 朗 县 海 拔 最 高 、

最偏远的乡村。在大山深处

的 登 木 乡 崩 嘎 村 ，有 这 样 一

对 藏 汉 结 合 的 民 族 团 结 家

庭 ，他 们 携 手 并 肩 、同 心 同

德，用真心维护民族团结，用

真 情 守 护 邻 里 和 睦 ，用 真 爱

奏响家庭幸福的交响曲。

2005 年 ，24 岁 的 李 积 丕

跟随自己的表哥从千里之外

的青海乐都来到朗县登木乡

打工，在表哥的牵线搭桥下，

他认识了时年 20 岁的登木乡

崩 嘎 村 藏 族 姑 娘 扎 西 仓 觉 ，

两 人 第 一 次 见 面 便 产 生 了

“ 与 君 初 相 识 ，犹 如 故 人 归 ”

的奇妙感觉。

正 当 两 人 沉 浸 在 爱 情 所

带来的甜蜜之时，来自女方父

母的压力已悄然而至。因为

风俗习惯的差异，扎西仓觉的

父 母 再 三 阻 止 他 们 在 一 起 。

面对眼前的困难，他们并不想

放弃来之不易的幸福，而是携

手同行、共克艰难，最终用实

际行动打消了双方父母的疑

虑与阻碍，用真心真情换回了

一生的相守相知。

“ 李 积 丕 为 人 诚 实 、踏 实

肯 干 ，一 有 时 间 就 跑 到 扎 西

仓 觉 家 干 这 干 那 ，从 不 嫌 脏

也不怕累。”这是扎西仓觉邻

居对李积丕的印象。随着日

子 一 天 天 过 去 ，扎 西 仓 觉 的

父母对李积丕的看法也有所

改变。“这个汉族小伙子还是

挺不错的，为人踏实又勤快，

可以考虑一下。”听到母亲对

李 积 丕 的 评 价 后 ，扎 西 仓 觉

顿 时 心 里 乐 开 了 花 ，第 一 时

间就把母亲的话语转达给了

李积丕。一向硬气的李积丕

情绪激动地回答：“一切努力

都是值得的！”

经过一年的努力，扎西仓

觉与李积丕终于如愿步入了

婚 姻 的 殿 堂 ，开 启 了 幸 福 生

活。婚后的李积丕并没有像

当初岳父岳母所担心的那样

无 法 融 入 家 庭 ，而 是 主 动 学

习 藏 语 ，了 解 当 地 的 风 俗 习

惯 ，很 快 就 与 当 地 群 众 融 在

了一起，成为村里的一份子。

婚后，李积丕和表哥在仲

达 镇 开 办 了 一 家 铝 合 金 店 ，

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滋养着来

之 不 易 的 幸 福 生 活 ，同 时 也

介绍崩嘎村村民到自己店里

上 班 ，用 一 言 一 行 做 民 族 团

结的践行者和维护者。

“ 李 积 丕 是 好 样 的 ，他 完

全 融 入 了 村 里 ，村 里 有 个 大

事 小 情 他 都 积 极 参 与 ，我 们

好几个村民在他家的铝合金

店 上 班 ，大 家 相 处 得 很 融

洽 。”崩 嘎 村 村 民 强 巴 旺 杰

说，“李积丕不仅是岳父岳母

眼 中 的 好 女 婿 ，还 是 我 们 的

好兄弟。”

十多年以来，李积丕与扎

西仓觉的二人世界也变成了

四 口 之 家 ，两 人 先 后 置 田 置

地、起房建屋建立了属于他们

自己的幸福家园。在这期间，

李积丕好几次带着一家四口

回到青海乐都老家。初到乐

都，李积丕的父母对这个远道

而来的藏族媳妇并不意外也

没有丝毫的好奇，这让扎西仓

觉忐忑不安起来，心想是不是

他们看不上自己，可接连几天

婆婆对自己细致入微的照顾

让她很是感动。时间最长的

一次，他们在乐都老家住了 4

年，扎西仓觉也彻底融入了当

地的生活环境，成为公婆眼中

的好媳妇。

今年年初，在登木乡崩嘎

村“ 两 委 ”换 届 中 ，扎 西 仓 觉

因 文 化 水 平 较 高 、藏 汉 双 语

表 达 流 畅 等 优 势 ，被 群 众 推

荐 选 举 为 村 委 会 委 员 、妇 联

主 席 。 如 今 ，夫 妻 俩 一 内 一

外，共同经营着他们的小家。

登 木 乡 党 委 副 书 记 温 彦

威 表 示 ，像 扎 西 仓 觉 和 李 积

丕 这 样 的 家 庭 ，在 登 木 乡 还

有 6 户。今年以来，登木乡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 民 族 工 作 的 重 要 论 述 ，把

维护民族团结作为维护社会

稳 定 、构 建 和 谐 社 会 的 重 要

举 措 ，通 过 开 展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模 范 家 庭 、示 范 商 铺 评 选

活 动 ，用 身 边 的 典 型 人 物 和

先进事迹影响和带动全乡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民族团结

进 步 创 建 工 作 中 来 ，让 铸 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

入人心。

近日，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

会员、陕西省西咸新区作家协会

副主席、西咸新区作协文学院院

长 周 伟 团 的 长 篇 小 说《东 山 顶

上》读书分享会暨签售活动在林

芝市图书馆智慧书屋举行。

据介绍，长篇小说《东山顶

上》，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雪域

高原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封闭走

向开放的社会巨变，记述了一所

大学对于一个地区发展的特殊

意义，是一部了解西藏地方和祖

国关系史的文学作品。

图为在读书分享会上，作者

为读者签名。

本 报 记 者 张猛 本 报 通 讯

员 张淑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