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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拉”是西藏同胞
对医生的尊称。来自重医
的医生，正是雪域高原老百
姓交口称赞的重庆“安吉
拉”。在组团式医疗援藏
中，重庆不仅派来了专业医
生，还派来了管理人员，共
同提升藏区医院诊疗水平
和管理水平。

2017 年，重医附二院
神经外科马颖副教授跟随
重庆市第三批组团式援藏
队员们一起登上雪域高
原。与队友们不同的是，当
时他已56岁。作为昌都市
人民医院外二科主任，他在
规范医疗质量、手术管理、
培养人才队伍等方面狠下
功夫，与昌都签订“师带徒”
人才帮扶协议，培训出医务
人员1000余名，同时全力
推动昌都市人民医院创“三
甲”。2018年6月，昌都市
人民医院创建藏东唯一一
所“三甲”医院成功。

2018年，重医附一院、重医附属儿童医
院随重庆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渝藏情
深·心眼相连”公益项目，为昌都“一区三县”
先心病患儿及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手术。

2019年至2021年，附属儿童医院胸
心外科吴春教授与心脏彩超专家等先后8
次赴昌都筛查先心病患儿，救治先心病患
儿上百名，陆续从昌都市芒康县、察雅县
和类乌齐县等地转运31名先心病患儿到
渝救治，减免医疗费用逾100万元。

重医附一院眼科副主任胡柯3年5次
进藏开展青少年和老年人近视及常见眼
病筛查，筛查逾2000人次，团队还免费为
孩子们配眼镜，开展复明白内障手术，广
受藏区群众好评。

2017年，重医附一院与昌都市人民医
院签订医联体合作协议，并授予“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昌都医院”牌匾，全
面联通昌都医院管理、医疗、人才、技术、
科教等各个领域，全面精准帮扶。2021
年，重医附一院作为组团式援藏牵头医院
组织各包科医院，为昌都市人民医院量身
定做了“十四五”发展战略“981”援助规
划，助推医院持续发展。

2017年，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与昌都市
人民医院正式签订《“以院包科”工作协
议》，作出承诺：力争在藏东地区，将昌都
市人民医院儿科打造成为“大病不出藏”
兜底医院的重点学科。通过多维度精准
帮扶，全方位助力医院发展，2021年 11
月，昌都市人民医院儿科成功获批西藏自
治区唯一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

回首援藏的上千个日夜，重医人战严
寒、抗缺氧，挽救了无数个鲜活的生命；他
们视昌都为故乡，视藏族同胞为亲人，与
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是老西藏
精神和“两路”精神的躬行者与传承者。
传承西迁精神，践行社会责任，重医专家
们在传道授业、治病救人、结对认亲中，播
撒下民族团结的种子，是各族人民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谱写出
民族团结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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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重庆医科大学传承西迁精神，助力民族地区教育医疗事业发展

时光的刻度上，总
有一些特别耀眼的时刻，
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熠
熠生辉的印记。

1955年初，中央作出上海
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分迁重庆创建重庆医学院
（现重庆医科大学）的决定。

以钱惪、左景鉴、石美森等
为代表的400余名上海第一医
院专家教授在党的指挥下，闻令
而动、溯江而上，扎根山城重庆，
开启建设重医、服务西部的伟大
事业，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西
迁壮歌。

2021年恰逢重庆医科大学
建校65周年。从历史深处中走
来，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豪迈征
程，也是一段赓续初心使命的生
动实践。重庆医科大学将党史
学习教育与校史精神的传承弘
扬深度融合，坚定“听党话、跟党
走”的理想信念，竭尽所能助力
四川大凉山、西藏昌都等民族地
区教育与医学发展，谱写了一首
民族大团结之歌。

“重医将继续发扬西迁精
神，用担当和责任，为践行乡村
振兴和健康中国战略展现重医
力量。”重庆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刘宴兵表示。

“传承西迁精神，跨越高峰
更向前。多年来重医帮扶四川
省凉山卫生学校、支援西藏昌都
医疗建设，为西部教育和医疗作
出贡献，正是学校传承西迁精
神、回报社会的根源所在。”重庆
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表示。

这是一条倾情付出的帮扶之路。
1996年，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四川省委

省政府的安排部署，重庆医科大学与四川省
凉山卫生学校正式建立对口帮扶关系。

25年间，重庆医科大学先后派出178名专
家实地“传、帮、带”，“输血”与“造血”并举，激发
大凉山地区医学教育体系内生动力，使凉山卫
生学校一跃成为当地医学人才的摇篮。

凉山卫生学校建于1959年，是国家级重点
中等职业学校和四川省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
也是凉山州唯一的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基地。

此前，学校没有培养高等医学人才的资
质和师资。1995年，时任重庆医科大学校长

周雅德到访凉山。在祖国最大的彝族聚居
区，医疗卫生人才缺乏的现象令人震惊——
数个村镇竟然没有一个医生。

目睹当地的具体困境后，重庆医科大学决
定伸出援助之手，支援凉山卫生学校开办大专
班，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医学高等教育。

1996年，周雅德与时任凉山州州长张作
哈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书。学校专门派遣高
级职称的师资赴凉山实地授课，并全方位支
持当地办学。

学校每学期派到凉山教学和办讲座的
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都有10多名，第一批派
去的教授、博士导师有高根五、顾美礼、陈秉

礼、刘长安、娄世锋、殷跃辉、骆文龙、杨致
邦、孙善全等。在重庆往西昌的航班未开通
之前，到西昌需要坐40个小时的火车，老师
们常常连夜乘绿皮火车前往，经过漫长的车
马劳顿，凌晨到达后立即赶到学校授课。当
年很多教师是早晨8点下火车，10点就登上
了课堂；课程一完，为了第二天能按时回渝
到岗，又马不停蹄地搭上列车，多年如此往
复。

凉山卫生学校的老师们感动地说：“重
医老师们为凉山倾情付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让我们终身受益。没有他们，就没有学校今
天的成绩。“

“要让重庆医科大学的牌子在凉山人民
心中牢牢树起来！”周雅德说的这句话奠定
了重医对凉山卫生人才培养的基调。

软硬件齐发力，从设备设施、技术帮带、
人才培育等方面把脉会诊，重医帮助凉山卫
生学校按下高速发展的“快进键”。

根据卫校实际情况，重医数次无偿赠送
大量教学和实验设施，提供教学标本、切片等
和投影仪、显微镜等教学设施。重医教务处
每年检查卫校学生3次实习情况，考核基本材
料，进行严格的科室抽查，为学生的临床分析
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

为提升联办大专班专业实践基地的教
学水平，经过重庆医科大学与凉山州政府协
调，于2009年将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挂牌
为重医的非直管附属医院，由重医第二临床
学院开展教学指导。学院接到任务后，每年
安排专家教授及教管人员到凉山开展教学
指导工作，邀请州一院教管人员及师资到学

校交流学习，极大提升医院的教学管理能力
和带教水平。

首届1996级大专班毕业生冯菁在凉山
卫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亲眼见证了25年来重
医老师们对大专班的付出。她深有感触地
回忆：“重医的老师治学严懂、上课认真，既
给学生讲透基本理论，又介绍最新医学进
展，让学生既打好’地基’又有前沿眼光。”

重医每年还会将自己的招生名额划拨
给卫校使用，将临床医学和护理专业专科学
生安排于凉山联合办学班就读。

联办大专班1996年首届招生仅限于凉
山，招收临床专业学生40人，如今招生范围
已扩大到四川全省，专业包括临床、护理，录
取名额180名。数据显示25年来联办大专
班为社会培养毕业生2024名，其中170多名
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240多名学生获得重
庆市优秀大学毕业生、重庆医科大学三好学
生、优秀学生干部等称号。

70%的大专班毕业生在凉山州就业，缓
解了凉山州卫生人才“量少质弱”瓶颈问
题。凉山卫生学校培养的学生，已成为凉山
卫生系统尤其是基层、农村防病治病不可替
代的主力军。

同时，为加强对凉山卫生学校教师的
“传、帮、带”工作，重医无偿接收卫校教师和
实习医院医师来渝进修。25年来，凉山卫生
学校累计安排教师160余人次赴重医进修，
每年有20余名教师参加短期培训、观摩教
学、研讨教材和学术活动。

据凉山卫生学校校长吴同和介绍，在重
医的帮扶下，学校2名老师荣获“全国模范教
师”“四川省突出专家”称号，4名教师荣获省
级和州级优秀教师称号。近年来，学校教师
参加国、省、州级教学能力比赛，4人获国家
级一等奖，1人获国家级二等奖，40余人获得
省部级教育教学奖项……重医人的治学精
神和育人思想在巍巍大凉山中延续开来。

昌都是西藏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地
方，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与四川、青海、云
南交界，群山环抱，三江并流，藏语意为“大

河交汇处”。
1995年起，重庆对口支援昌都。2015

年，在党中央部署下，重庆市启动医疗人才
组团式援藏行动，重庆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
接到了对口援藏命令后，立即联合市内兄弟
医院，以“以院包科”模式帮扶昌都市人民医
院，把医者的仁心大爱镌刻在雪域高原。

援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什么？
“不仅‘输血’，更要‘造血’，努力打造一

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伍。”这是重医援藏
团队的一致见解。

围绕这一初心使命，援藏医疗队员们带
着责任、情感和追求全身心投入工作。队员
心里都装着一套名为“1234”的工作理念：

“‘4’就是要带4个徒弟；‘3’就是你离开的时
候要完成当地认可的3项新技术；‘2’就是要
把2个规范落实好：第一个是对疾病的诊疗
规范，第二个是确保疾病诊疗规范安全有效
应用的质量规范；‘1’是让其他当地医务人
员把这2个规范变成习惯，留下1支带不走
的队伍。”

昌都市人民医院院长蒋迎九是第九批
重庆援藏干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胸心外科副主任。他主动请缨，于2019

年开始为期3年的援藏工作，担任重庆市
援藏医疗队队长和昌都市人民医院院长职
务。两年来，蒋迎九充分利用医疗人才组
团式援藏的合力优势与良好机制，在昌都
市人民医院带领队员与员工完成DSA介
入、ICU 等 8 个公共诊疗平台建设，为胸
痛、卒中等“五大中心”建设打下了良好基
础；引领全院开展新技术279项，实现远程
心电、远程病理诊断、远程超声等检查与重
医各附属医院24小时无缝隙诊断与支持。

重庆医疗援藏专家发挥“传、帮、带”作
用，变“输血”为“造血”，为昌都市人民医院
培养留得住的人才，留下带不走的技术，让
重庆优势医疗资源的种子在昌都生根发芽。

近3年来，重医附一院、附二院、附属
儿童医院、附属口腔医院、附属永川医院、
附属大学城医院累计派驻长期援藏专家
24人，短期柔性援藏专家18人，专项援藏
专家136人……创下昌都乃至藏区的多项
新突破：开展藏区首例主动脉夹层覆膜支
架腔内隔绝术、门脉高压门腔静脉分流术，
首例急诊及平诊PCI术，首例永久性人工
心脏起搏器植入术等，开启昌都市微创介
入手术的新征程。

结缘凉山 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医学高等教育

技术帮带、设备设施、人才培育全方位发力
“让重医的牌子在凉山树起来”

“不仅‘输血’，更要‘造血’”
打造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雪
域
高
原
上
的
﹃
安
吉
拉
﹄

架
起
提
升
西
藏
医
疗
水
平
新
的
﹃
天
路
﹄

1

2

3

4

重医专家指导凉山卫生学校教学工作

重医附一院眼科在昌都开展工作

重医老师指导凉山卫生学校学生临床实践

重医附一院专家指导昌都地区卫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