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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自 2019 年进藏以来，

始终把医疗援藏作为优先方向，坚持“软硬兼施、输造

结合、标本兼治”的工作思路，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一

个龙头、完善一个体系、抓实一个帮扶、打造一个品

牌”的整体援助框架，不遗余力推进医疗援藏各项工

作落地落实，取得明显成效。

不断完善标准化医疗服务体系

位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黑龙江南路的日喀则市

妇幼保健院，一座三层高、建筑面积近 5000 平方米的

门诊综合楼正拔地而起。

“届时，我们医院的功能布局、空间布局、整体环

境都将得到极大优化！”望着眼前正在建设的门诊综

合楼，日喀则市妇幼保健院党支部书记索朗多布杰激

动 地 说 ，“感 谢 山 东 援 藏 为 我 们 投 资 建 设 了 这 座 大

楼。不仅如此，山东援藏还帮助我们解决了多年想解

决而没解决的编制问题，有利于打破人才瓶颈！”

这是山东省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进藏后加强医

疗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

山东省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进藏后，针对日喀则

市和 5 个受援县区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短板弱项，累

计投资 1 亿多元，新建、改扩建医疗机构 19 个，新增床

位 546张，帮助 6家受援医疗机构建成远程会诊、心电、

影像中心和肝病门诊 9 个，成立了山东眼科日喀则地

区工作站。

以往，由于聂拉木县地处偏远，遇到当地无法医

治的疾病，赶到日喀则市区，需要一天时间。如今，这

一问题随着烟台市毓璜顶医院-聂拉木县人民医院远

程诊疗平台建成投用得到解决，该县百姓不用出县就

可享受到山东三级甲等医院各科专家 24 小时线上诊

疗服务，且免收挂号费。

组团帮扶托起高原“生命之舟”

“山东省援藏医疗队来之前，我们每个月的手术

量不足 5 台，现在每月平均有 30 台。”日喀则市妇幼保

健院院长多吉洛旦介绍。

自 2019 年以来，山东省已累计选派 11名专家进驻

该院进行为期 3 年的组团式接力帮扶，取得明显成效，

原先很多无法开展的诊疗科目得以开展，同时还为该院

培养了涵盖妇科、产科、儿科等一批医疗人才骨干队伍。

“山东医疗专家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以前很多

重症危重症患者，我们都不敢接，自打山东医疗专家

来了之后，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日喀则市妇幼保健院

分管产科的副院长索朗介绍。

其实，受益的不止日喀则市妇幼保健院一家。针

对日喀则市精神卫生防治体系薄弱，市级没有专科医

院，市县两级医院没有精神卫生科，更没有具备执业资

格的精神卫生医生，全部都是内科医生兼任的现状，

2020年，山东援藏力量率先响应，同时主动提出由山东

专家承担全市 18个县区医院精神卫生转岗医生的带教

任务。

很快，山东省选派的 6 名精神卫生专家来到日喀

则，开启了为期 3个月的现场带教工作。经过 3个月的

不懈努力，日喀则市先后有 13 名转岗医生取得精神卫

生执业资格，山东对口支援的 5 家县级医疗机构全部

成立了精神卫生科，一举结束了该市精神卫生专家靠

外援、精神卫生药品靠捐赠的历史，该市精神疾病患

者服药率和规范服药率大幅度上升。

2019 年以来，山东省累计选派 88 名医疗人才对包

括日喀则市市县两级 6 家医疗机构进行不间断组团帮

扶，带教当地医疗人才 200 余人，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50

余项、创建新学科 12个。

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健康

针对日喀则部分疾病患者面临着区内无法医治、

区外无钱医治的困难及以往各市援藏工作组组织的

公益救治活动又存在着碎片化问题，山东省第九批援

藏医疗队发起实施了“鲁藏一家亲·共圆健康梦”齐鲁

医疗高原行活动。

截至目前，“鲁藏一家亲·共圆健康梦”齐鲁医疗

高原行已连续实施两年，山东省援藏累计投入和筹集

社会资金 600 余万元，日喀则市 1700 余名患者直接受

益，其中救治先心病患儿 120 名、小儿斜视弱视患者

589 名、白内障患者 165 名，其他各类疾病患者 700 余

名，先心病、白内障、小儿斜视三类疾病在山东省对口

支援 5 县区实现“阶段性清零”，先心病和小儿斜视救

治居全国 19个援藏省市之首。

该项活动不仅帮助日喀则市部分疾病患者消除

了病痛、获得了新生，也有效避免了这些患者因病返

贫、因病致贫，同时增进了民族感情。

不仅如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山东援藏力量

第一时间向日喀则市伸出援手，除安排 12 名援藏医疗

专家终止春节休假、紧急返回日喀则助力疫情防控

外，还积极协调山东省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向日喀

则市捐赠防疫物资和资金，共计 500余万元。

本报昌都电（记者 周婷婷）2019 年

以来，重庆第四批、第五批“组团式”援

藏 医 疗 队 充 分 发 挥 老 西 藏 精 神 、“ 两

路”精神，团结昌都市人民医院全院医

务人员务实进取、开拓创新，在业务发

展、医院管理、医疗和护理质量提升、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良

好成效。

在重庆市援藏力量和“组团式”援

藏医疗队的帮助下，昌都市人民医院

新增设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中医康

复科等 6 个专业科室，主要医疗质量指

标增长明显，2021 年门诊量、住院量、

手术量与 2018 年比较，增长率分别达

到了 48%、22%、66%，百姓的信任度显

著提升，真正让藏东地区的病人在家

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完成门诊医技楼、内科楼的成功

搬迁，医疗业务面积增加了 78%；医疗

装备增配了 180 余台，价值近 0.8 亿元；

ICU 床位数增加了 1倍，银医通等 26 个

信息化建设模块相继完成建设并投入

使用；发热门诊、留观病房硬件设施持

续改进，公共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推进

顺利，医院向智慧化、安全化美丽医院

建设稳步推进。

在自治区相关政策和“组团式”援

藏医疗队的支持下，昌都市人民医院

新增编制 29名，新增员工 50名，新增执

业医师证人才队伍 76 人。培养业务骨

干或新入职徒弟共 214 人，新增当地医

疗人才高级职称 18人、中级职称 29名，

新增本地医疗人才进入国家级医学专

业委员会委员 3人。

本报那曲电（记者 万靖）自 2021年

3 月，辽宁省第五批“组团式”援藏医疗

队开展援藏工作以来，在人才培养、科

室建设、医院管理、高原医学研究方面

取得突破性成果，为在极高海拔地区

工作、生活的干部群众提供更加健全

的医疗服务，为奋力谱写健康那曲新

篇章作出了应有贡献。

在该工作队积极协调下，辽宁省

相关支援医院通过远程超声、远程心

电图、远程脑电图等检查方式，让那曲

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

疗 服 务 ，截 至 目 前 共 开 展 远 程 诊 断

13876 例 ；稳 步 推 进 医 院“ 五 大 中 心 ”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新生儿和

儿童救治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

胸痛中心）的建设。其中，危重孕妇救

治中心于 2021 年 12 月通过市级评定并

成立，截至目前共救治 220 余名患者；

为进一步加强急危重患者的救治，于

2022 年 1 月协助成立了那曲市 120 调

度中心。

结合那曲市人民医院和受援科室

的实际情况，该工作队制订翔实的带

教培养方案，精选了一批技术精、业务

强的技术骨干作为“组团式”援藏医疗

专家的带教学员，采取“师傅带徒弟”

“专家带骨干”等形式和学术讲座、业

务培训、教学查房、手术示教等方式，

进行重点培养，提升那曲市人民医院

医务人员在行政管理、医学理念、基本

理论、诊疗规范、疑难疾病诊治等方面

的综合能力。

该工作队积极配合那曲市卫健委

开展县乡两级执业医师培训工作，2021

年对县乡 30 人进行了执业医师培训，

执业医师考试通过 21人，其中 4人分数

线通过国家执业医师分数线，今年县

乡 40 人的执业医师培训工作正有序进

行。

本报巴宜电（记者 谢筱纯 王珊 张

猛）近日，“粤林中医藏医康养中心”揭

牌仪式在林芝市藏医院成功举办。

据悉，“粤林中医藏医康养中心”

由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援建，项

目 投 资 1320 万 元 ，建 筑 面 积 1505.98

平方米，是集中医、藏医药历史文化展

览、学术交流、藏药浴等特色疗法体验

为主的康养中心。

据介绍，2020 年 7 月，广东省中医

院、广东省健康中国研究会与林芝市藏

医院围绕人才、医疗、科研等方面共同

签署了深度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专科建

设支持、中医藏医传承工作室建设、人

才队伍培养、适宜技术推广合作、学术

及文化交流、科研项目合作等内容。当

年 8 月，广东省中医院即派出柔性援藏

人才支援林芝市藏医院，成立“广东省

中医院名医工作室”，受到了本地群众

的欢迎，并帮助林芝市藏医院完成“三

乙”民族医院创建工作。

2022 年 4 月，林芝市藏医院藏医工

作室落户广东省中医院。让广大广东

群众近距离感受到藏医、体验藏药，在

实践中不断促进中医藏医优势互补，

取长补短，推动中医藏医药传承、创新

和发展。

据了解，粤林中医藏医交往交流

交融项目纳入了广东援藏“十四五”规

划。在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的支

持下，今年 4 月 28 日，广东省中医院与

林芝市藏医院联合举办了首届粤林中

医藏医发展学术论坛，探索藏医药发

展的更优路径，共同提高中医藏医药

文化学术影响力。

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干部陈全说：

“中医学和藏医学在学术理论及临床经

验上的交往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广东是

中医药强省，林芝有着丰富的藏医药资

源，在广东省持续多年对口帮扶林芝市

医疗卫生事业基础上，双方优势互补，

将进一步研究中医、藏医文化交流史，

挖掘中医与藏医的特色和优势，推动中

医藏医药传承、创新和发展。”

本报山南电（记者 次珍）自“组团

式 ”医 疗 人 才 援 藏 工 作 开 展 以 来 ，湖

南、湖北、安徽三省市先后为山南市选

派 9批 220名医疗人才开展对口支援工

作，援藏医疗人才聚焦医院管理、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全方位提升

山南市医疗服务水平。

“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与本地医

生共同建立完善受援科室整体规划、

医疗流程、技术规范等制度，参与科室

学 科 建 设 、科 学 研 究 、技 术 指 导 等 工

作，不断提升科室建设规范化、科学化

水平。累计 26 家援派单位以“以院包

科”方式为山南市人民医院、洛扎县卫

生服务中心等 3 家受援单位提供人才

技术等支持，扎实推进胸痛中心、创伤

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儿

童）新生儿救治中心等建设，全面提高

疑难危重患者救治能力。

“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把培养本

地专业人才作为龙头任务来抓，通过

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学术论坛、业务交

流等培训，组织开展现场观摩、跟班学

习等活动，多措并举加大本地医疗人

才培养力度，先后开展了儿童纤维支

气管镜、髋膝关节置换术等 450 余种

“三新”项目推广，培养帮带本地医生

徒弟 280 人，本地医生熟练掌握了冠状

动脉造影术、白内障复明术等 300 余种

诊疗技术，填补技术空白 70 余项，实现

了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

“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在广泛调

研的基础上，按照“强优势、补短板、抓

重点、出亮点”的思路，主动对接争取

援派医院和受援医院的支持，制订出

台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长期规

划。与各临床医技科室签订目标管理

任务书，开展全员、全岗、全过程管理，

将考核结果作为年终评优评先主要依

据，激发队伍活力。

山南市受援医院采取视频会诊、

提供绿色通道、专家进藏支援等方式，

提升解决疑难杂症、危症重症的能力

水平。截至目前，山南市实现了 495 种

疾病不出市治疗、孕产妇和婴幼儿死

亡率双下降的目标，2021 年市人民医

院门急诊 15 万人次、出院 1 万人次、手

术 2000 余 台 次 ，较 2014 年 分 别 增 长

43.45%、56.54%、60.64%，完成了从“三

乙”到“三甲”的华丽蜕变，各族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山东援藏力量倾力支援，持续完善日喀则标准化医疗服务体系—

鲁藏一家亲 共圆健康梦
本报记者 王莉 本报实习生 赵兴怡

“谭医生，有急救患者需要抢救……”

刚刚下班在家休息的山南市藏医医院

医生谭涛，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惊

醒。接完电话，谭涛立刻赶到医院急诊

科参与患者救治工作。从进藏工作开

始，谭涛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参与抢

救患者了。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从

来不敢懈怠，因为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个

信念：“时间就是生命，危急时刻必须冲

锋在前，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

职。”

“务实低调能干”“处事严谨”“好

领导、好兄长、实干家”“有思想，有情

怀，善作为，好相处”……这是与谭涛

一起工作的同事和朋友对他的评价。

谭涛作为湖南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队

员，在藏期间，连续三年获评山南市藏

医医院年度考核“优秀”，2020 年、2021

年连续两年被医院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

为 了 实 现“ 留 下 一 支 带 不 走 的 医

疗队”目标，谭涛在山南市藏医医院外

治科负责日常医疗、教学和科研，带领

科室同事全面规范外治科针灸治疗制

度及各项操作流程，发挥专业优势，毫

无 保 留 地 因 材 施 教 传 授 技 术 ，“ 师 带

徒”模式累计结对帮带徒弟 4 人，在学

术氛围影响和手把手帮带下，4 名本地

医务人员业务水平大幅提升，熟练掌

握了浮针疗法、穴位注射、穴位埋线、

自血疗法、针刀治疗技术、脑卒中醒脑

开窍法、关节腔灌洗及穿刺术等新技

术，推动中医药文化在祖国西南边陲

落地生根。

援藏期间，谭涛坚持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的工作信条，成功为山南市藏

医医院申请了援藏资金 100 万元，用于

外 治 科 康 复 中 心 设 备 购 买 及 科 室 建

设。扩展针灸治疗病种项目，完善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疗，推动诊疗领域拓展

到内、外、妇、儿等各方面病种。近三年

时间里，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累计

针灸治疗患者 9100余人次，开展临床新

项目关节腔穿刺 260 余人次、穴位注射

400 余人次、小针刀治疗 170 余人次、浮

针治疗 50 余人次、自血疗法 160 余人

次、刺血疗法 270余人次、醒脑开窍治疗

400 余人次、火针 20 余人次、院内会诊

70 余人次，全方位提升了医院医疗水平

和辐射带动能力。

谭涛始终以一颗医者仁心对待每

位病人，为每一位患者制定详细的诊疗

方案，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随着科

室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和医务人员水

平的提升，前来医院求诊患者越来越

多，很多领导干部、产业工人、牧区群众

慕名而来，藏医医院在山南的品牌效应

持续提升。他还积极走出医院，到边远

乡村送医送药，5 次前往东拉乡、离退休

中心等地进行义诊，为深化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注入了新内涵。

可以说，在谭涛身上充分体现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和医者仁心的

大爱无疆，诠释了“牢记初心使命、践行

担当作为、奉献雪域高原”的精神。他

的故事，是广大援藏干部人才不负重

托、矢志奋斗、无私付出、拼搏奉献的缩

影。

投身对口支援 建功雪域高原
——记湖南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队员谭涛

本报记者 次珍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全面

提升山南市医疗服务水平

辽宁援藏谱写健康那曲新篇章

昌都市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

林芝藏医院“粤林中医藏医康养中心”揭牌

为切实把服务送到家门口，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援藏政策的优惠，援藏医疗专家开展了不定期、多形式的

下乡义诊巡诊活动，与群众面对面、零距离交流，耐心细致地为患者提供治疗和健康指导。

图为沈阳市第九批援藏医生在安多县牧民群众家中义诊。

本报记者 卞琳琳 高玉洁 摄
义诊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