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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
者 周尤）奔腾的澜沧江，见证着重庆与西
藏昌都的深情厚谊。7月15日，重庆市第
十批援藏工作队圆满完成三年援藏任务，
即将踏上返程。三年来，工作队牢记嘱托，
尽重庆所能、援昌都所需，投入援藏资金
6.2亿元实施项目330个，惠及民生、医疗、
教育、产业各领域，用实干与奉献在藏东大
地书写了动人的“渝昌故事”。

工作队始终把改善民生福祉放在首位。
三年来，累计实施民生项目178个，投入资
金4.36亿元，倾力解决昌都人民急难愁盼。

在类乌齐县桑多镇扎西贡村，投入
1741万元铺设的生命管网，将净水送入村
民家中，彻底终结了村民冬季用水难和“如
厕难”的历史；“12349”社会救助热线24小
时守护；30户福利院孩子与援藏队员“大手
牵小手”结对认亲；近400名西藏籍高校毕
业生在重庆优质岗位开启人生新篇章。

医疗援藏成果丰硕，重庆医疗专家带
领本地团队，创造了87项藏东首例、34项
西藏自治区首例的高难度手术纪录，从冠
脉双支架植入到新生儿支气管镜治疗，不
断填补技术空白。渝昌两地实现国内首个
跨省医检数据共享，远程会诊突破7万例
次，让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千山万水。

“改变藏区面貌，根本靠教育！”工作队
深谙此理，引入重庆优质教育资源，新增学
位、提供代培学位、举办西藏中职班，促成
21所渝昌学校结为“姊妹校”。60余名重
庆名师名校长赴昌送教，400名昌都骨干教
师赴渝“充电”。

产业是发展的引擎，工作队累计协调
到位援藏资金（含物资）6.2亿元，实施项目
330个。招商引资成效显著，构建“1+1+
3+N”格局，促成57家企业落地，到位资金
37.41亿元，中国大唐、中车等清洁能源巨
头项目落户昌都新区。

三年来，工作队始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贯穿工作。组织“雪域雄鹰”研学，
136名昌都青少年赴渝感受发展脉动；实施

“鸿鹄计划”激励昌都师生。成功承办昌都
市第九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巴渝文化与
康巴文化激情碰撞，民族歌剧双向互演，“渝
芒走亲”等活动让4500余名农牧民和学子
走出雪山看世界。工作队也荣获西藏自治
区及昌都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重庆第十批援藏工作画上句号，第十
一批援藏工作队即将开启新的征程。站在
新征程起点，重庆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决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继续深化全方
位协作，以改善民生为基本、以推动发展为
要务、以增进团结为灵魂，与昌都人民一
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绚丽绽放，
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重庆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圆满完成任务

三年投入援藏资金6.2亿元实施项目330个

山城大爱越千里，民族“三交”润高原

三年来，工作队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渝昌两地各民族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交往交流交融，让渝昌两地各
族干部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工作队先后获西藏自治区

“城市民族工作服务管理优秀集体”、昌都市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殊荣。

2023年6月，察雅县政协委员、宗教界代
表赴重庆交流考察，实地参观考察了重庆市永
川区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民族团结
等领域的相关情况。察雅县拉穷日追寺的僧
人森曲感慨地说：“永川的城市建设非常现代
化，值得我们学习，我相信在大家的无私援助
下，昌都的未来也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2024年7月，40名昌都中小学生飞越千
里，参加“雪域雄鹰·昌都市中学生赴重庆研学

‘三交’”活动。他们驻足红岩魂陈列馆感悟历
史，在两江中学共绘《渝昌千里江山图》，在长
安汽车车间见证“智造”，到深空探测中心仰望
星辰，孩子们纷纷感慨重庆发展很快、城市很
漂亮。“雪域雄鹰”是工作队重点打造的援藏品
牌，三年来，上千名师生通过该计划先后赴渝
研学，在促进渝昌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中
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5年4月12日，重庆铜梁龙足球俱乐
部体育场人声鼎沸，激情四溢。当一群身着民
族服饰、活泼可爱的昌都球童出现在赛场时，
全场掌声雷动，这是工作队“渝昌一家亲·绿茵
追梦行”活动场景。来自昌都的学生代表、第
二儿童福利院的小朋友跨越千山万水和重庆
铜梁龙足球俱乐部开启了一场暖心交往交流，
搭建了渝昌体育和文化互动交流平台。

三年来，这种形式多样、重在情感交流的
“三交”活动频繁开展，为深化“藏汉一家亲，渝
昌手足情”理念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生援藏，纾困解难见真情

工作队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援
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力用情解决
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昌都各族群众更有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3年8月，工作队举办了“才下高原·就
在重庆”在渝就业人员家属探亲活动，部分西
藏昌都籍在渝就业高校毕业生家属来到重庆，
亲身体验孩子们在重庆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感
受重庆对口援藏工作成效，在渝藏两地引发热
烈反响。

2024年5月，在贵阳市举办的第二届全国
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上，17岁的西藏昌都少

年四郎次仁崭露头角，在美发项目中以
53.3887分获得优胜奖，创下西藏选手参加该
赛事的最好成绩，这是工作队就业援藏取得突
出成效的缩影。三年来，工作队深入实施“才
下高原·就在重庆”援藏帮扶，协调提供公职岗
位400个，招聘近400名西藏籍高校毕业生赴
渝就业；线上发布民企岗位近万个，带动3000
余名西藏户籍人员在渝就业参保；组织订单培
训、马兰花创业培训、求职实训等20余场，助
力1000多名农牧民稳定就业。

工作队持续开展“渝昌民心汇”救助行动，
精准救助救治困难群众近7000人；引导重庆
1.8 万家社会组织支援西藏昌都，支援资金
2600万元承办昌都第九届茶马文化艺术节
（芒康会场）；引入重庆社会组织成立昌都首家
社会服务机构；创新构建“四助一代一疗养”服
务体系，建成“12349”社会救助热线；工作队与
昌都市第二儿童福利院30户家庭220名孩子
结对认亲，在持续改善民生中凝聚人心。

三年来，工作队累计实施民生项目178
个，投入资金4.36亿元，集中用于农牧区安全
饮水、人居环境改善、美丽乡村建设等领域，创
建4个旅游主导型乡村振兴示范点；完成察雅
县浪拉山观景平台、阿孜乡洒冽营地改造；投
资250万元建成“1+3”创业孵化基地，建成类
乌齐县扎西贡村等一批和美乡村示范点、芒
康县如美镇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察雅县农村
人畜分离项目，以务实举措让昌都各族群众
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
更有保障。

产业援藏，为高原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工作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
挥人才、技术、品牌等优势，助推昌都清洁能源
特色农牧产业、文旅产业和商贸物流提档升
级，取得了显著成效。

“看，这就是东方风电的高原风电项目，仅

仅两个月就建成了标准化厂房，是昌都新区第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制造业工厂。”昌都
新区援藏干部余川说。三年来，工作队抢抓昌
都新区发展转型、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和清洁
能源大开发机遇，以资源引产业，以市场聚产
业，大力招引装备制造项目。2023年7月以
来，先后引入中国中车、特变电工、水电四局、
东方电气等头部企业，总投资近10亿元建设
发电输变电设备设施生产制造项目，预计初期
年产值超30亿元，满产后年产值将达到50亿
元以上。随着水风光发电继续补链延链，未来
三年，昌都新区能实现工业年产值超150亿
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昌都工业。

类乌齐牦牛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三年来，工作队持续助推类乌齐牦牛产业发
展，精准引入一家深耕牦牛育肥十余年的企业
落户类乌齐县央宗村。2023年，在崭新的标
准化牛舍里，数百头牦牛悠闲咀嚼着科学配比
的饲草。企业不仅为村集体带来了稳定的场
地租金，更让107户牧民第一次尝到了“家门
口就业”的甜头。牧民扎西算了一笔账：“以前
卖活牛，一头最多赚五千元；现在把牛交给基
地育肥，每头能多赚两千元。”

同时，工作队还借用数字重庆建设的先进
理念，投入资金建成了牦牛大数据中心，中心
电子大屏实时跳动着全县育肥基地的存栏量、
出栏周期等关键数据。每头佩戴智能耳标的
牦牛，从草场到餐桌的旅程都被精准记录。

芒康县曲孜卡乡拉久西村有发展蜜蜂养
殖和蜂蜜加工的传统，工作队协调当地农牧民
到重庆石柱、彭水、南川等区县养蜂场观摩学
习，积极引进重庆市蜂蜜加工龙头企业入驻，
已投资250万元，积极探索“公司+村集体+基
地+农户”的中蜂养殖运营新模式，推动蜂蜜产
业链延伸，升级后的蜂蜜产品已经整装下线，
走向市场。

2023年8月，在工作队的全力协调下，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赴
芒康县指导千年古盐田申遗工作。在此基础

上，2024年9月，芒康盐井景区以“雪域盐都、
茶马村落”为主题，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5A级景区创建名录。此外，工作队还积极
实施类乌齐县康巴花都景区提档升级工程，助
力康巴花都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重
庆万人游昌都”活动先后有1399个团队4.8万
人游昌都。

为深化渝藏经贸联系，工作队市场供应供
销小组团创新策划西藏昌都—重庆“两地双向
仓”项目，将销往内地的西藏商品通过渝藏干
线物流，提前储存在重庆前置仓，出藏物流在
重庆前置仓集散后衔接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
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依托重庆“内陆开放综合
枢纽”优势，助力高原优品“通江达海”，使电商
订单运抵内地的时间、成本大幅降低。以昌都
松茸为例，传统西藏发货至全国需10—12天，
物流成本约20元/单；通过“两地仓”预冷处理、
整车运输及重庆前置仓分拨，时效压缩至3天，
单件物流成本降至3.5元。同时，也有力推动

了重庆工业品和民生物资高效进藏，丰富了昌
都乃至西藏生鲜水果、进口冻品、火锅食材等
供应，助推昌都市民生物资加权综合一级批发
价降低5%左右。重庆火锅店次日达的昌都牦
牛毛肚、昌都超市货架上的江津富硒米——两
地仓让“同饮一江水”化为“共享一桌饭”。

“组团式”援藏，提升医疗教育
整体水平

工作队坚持把抓好“组团式”援藏作为援
藏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以院包科”“以省包
校”“师带徒”等模式，发挥援藏团队集合效应，
增强工作合力，进一步提升了昌都医疗教育整
体水平。

三年来，医疗援藏组团稳步推进医疗援藏
“981”工程（“九大专科医疗中心”“八大专项医
疗技术”“一个临床技术培训中心”），先后建成
国家级胸痛中心，自治区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
生儿救治中心、自治区药理学重点实验室，昌
都临床技术培训中心、120指挥中心；推动渝昌
两地实现国内首个跨省医检数据共享，开展远
程会诊7万余例次。倾力助推昌都市获批西藏
首个“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与改革
示范项目”，医疗卫生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快
车道”；“渝藏情深·健康攻坚”义诊活动组织百
人专家团六入藏东，20余场次义诊惠及2.6万
人，免费开展髋膝关节置换等手术500余台，
为患者节约费用近2000万元。

“以前遇到危重患儿，我们常常束手无策，
转诊路途遥远且风险极高。”昌都市人民医院
卓玛护士长说。在重庆医疗援藏组团的帮扶
下，西藏昌都市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正
式建成启用，暖箱、呼吸机、监护仪……一批批
由重庆捐赠的先进设备陆续进驻。该中心
2016 年的门急诊人次从 8681 人次增长至
2024 年 12750 人次，年出院人次从 2016 年
1060人次增长至1756人次，整体医疗服务质
量显著提升。2023年，昌都市人民医院危重
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提档升级，成为西藏自
治区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昌都市人民
医院的白武将医生就是受益者之一。作为重
点培养的本地骨干，他在重庆导师“手把手”的
教带下，从观摩到主刀，迅速成长。“重庆专家
毫无保留，不仅教技术，更教我们临床思维和
应急处理。”白武将说。如今，像他这样能独当
一面的本地医生越来越多。

“改变藏区面貌，根本要靠教育。”2025年
7月，在昌都市第十批援藏干部表彰大会上，重
庆援藏教师何普惠在发言中深情回顾了在昌
都一高教书育人的点滴故事，由她牵头设立的

“女生解忧铺”信箱成为师生沟通交流的纽带，
在培养女学生的女性独立意识、树立职业目标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开展“青蓝结对”，提升整体师资水平。昌
都一高的重庆援藏教师雷洪兰与藏族教师普
布泽仁结为师徒，从共研教材到推敲论文，雷
老师倾囊相授，让这位教坛新秀快速蜕变为语
文教学骨干——2023年，普布泽仁被评为自
治区学科带头人。

工作队还推动重庆巴蜀中学、南开中学、
人民小学等重点学校的校长、特级教师、专家
学者组成“名师送教团”，深入昌都各类学校进
行“结对交流”，受益教师12000余人次，为昌
都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本地教师队伍。

三年来，工作队共投入教育援藏资金约
1.07亿元，实施了65个教育援藏项目：2022
年，投入百万元实施“净水工程”，让昌都一高
师生24小时喝上安全水；2023年，继续投入
1400余万元实施“温暖工程”，昌都一高教室
寝室温暖如春……

三年援藏路，一生西藏情。格桑花谢了又
开，澜沧江水壮阔浩荡，重庆第十批援藏工作
队依依作别三江大地，第十一批援藏工作队接
过新的接力棒，“渝昌情”又将续写新的篇章！

重庆昌都“两地仓”发车仪式。

打造重庆援藏工作标志性成果 助推昌都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三年工作综述

援
藏
教
师
与
本
地
教
师
﹃
青
蓝
结
对
﹄
仪
式
现
场
。

（
本
版
图
片
均
由
受
访
者
提
供
）

重庆援藏队员实施西藏自治区首例内镜
下经对侧纵裂-大脑镰-楔前叶三角区病变切
除术。

七月的昌都，格桑花迎风怒放，澜沧

江澎湃奔流。重庆援藏工作又迎来了新

一批的轮换交接。2022年7月，重庆市

第十批援藏工作队肩负重庆市委、市政府

希望重托，奔赴“藏东明珠”——昌都，三

年来，全体队员把智慧和汗水挥洒在广阔

的康巴雪域高原大地上，努力打造具有重

庆辨识度的援藏工作标志性成果，为助推

昌都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重庆

力量。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重庆援藏工作队借用数字重庆建设的理念，建成牦牛大数据中心。图为类乌齐县牦牛育肥中
心大数据显示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