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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天津援藏干部通过
“师带徒”、专家入藏、线上教学、定向委培等多种形
式，培训党政干部、基层党务工作者，以及各领域专
业人才，培养致富带头人，为受援地留下一支“带不
走”的本地人才队伍。

激活力、聚合力，多年来，天津市组织开展乡村
振兴、外事外交、基础教育、农业技术、心理健康等专
项培训，促成天津体育学院与昌都市教育局签署合
作协议，选派体育专业教师赴昌都开展高原体育专
项研究，选拔昌都体育人才赴津培养锻炼，拓展双向
学研合作空间。根据昌都实际需求，在落实好59个
专业技术援藏岗位中期轮换工作的基础上，天津市
按照“昌都所需、天津所能”的原则，协调思政教育、
高原体育、心理健康等学科专业教师和心理医生实
施中短期柔性援藏，支持昌都新录用干部赴津跟岗
学习工作，开创智力支援新局面。

天津第十批援藏工作队领队，昌都市委副书记、
常务副市长张建华表示：“这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接
力赛，从政策、资金支持到人才、技术跟进，天津援藏
干部一茬接着一茬、一代接着一代干，天津援藏工作
实现由单一‘输血’向多位‘造血’、由单向支援向双向
合作的转变。”如今，天津援藏工作队共有包括职教团
队在内的援藏组团9个，涵盖教育、医疗、农业、旅游等
多个领域，助推昌都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健康医

疗、农产品销售、高原生物保种育种、产业园区
打造等方面取得质的飞跃。

30年来，一个个带有天津元素
的好项目落地昌都，一份份浓浓
的情谊接续传递。张建华认为，
近年来，昌都在经济社会等各
项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
津昌两地人民心手相牵、团结
奋斗、共同创造的结果。
“援藏工作的重点、重心、

根本目标任务是什么？我们始
终在思考，根本目标就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天津援藏工作
队一如既往地和昌都各族群众，共同建设美

丽幸福的西藏。”张建华坦言，眼下，他们聚焦昌都在
清洁能源、绿色矿业和文化旅游方面的优势资源，介
绍天津国有企业以资金、技术入股的形式参与资源
开发，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突出教育优先，
挖掘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潜在促进作用；此外“花钱必

问效，无效必问责”，强化教育培训、
挂职锻炼、轮岗交流等智力援
藏项目的绩效管理力度。

通讯员 刘坡 朱莹

跨山越海奋楫雪域 民族团结同心筑梦
倾情谱写三十载援藏 篇章

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是天津对口支援西藏昌都30周年。30年来，天津始终把援藏工作作为政治之责、分内之事，从政治、战略和全局

高度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当地所需，竭尽天津所能，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对口支援新格局。

巍峨珠峰，壮丽澜沧江，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天津援藏干部奋斗的身影，也见证了天津对口援藏结出的累累硕果。30年来，天津累计投入30多亿元，实施1000余个援建项

目，精心打造了“精准订制式”就业援藏、“互联网＋智慧医疗”、“百行百业交流行”等特色品牌；10批、1000余名援藏干部，投身雪域高原，与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以经济援

藏增强发展动能、以民生援藏增强情感认同、以文化援藏增强民族团结、以智力援藏增强人才支撑，筑牢昌都群众美好生活的根基，用汗水和智慧谱写“津彩”援藏篇章。

在丁青县广袤的土地上，天津援藏干部以精准施
策、因地制宜的发展理念，将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成一
个集果蔬种植、花卉培育、技术培训于一体的综合平
台，集成政策、集合要素、集中服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
作用，让百姓不仅拎稳“菜篮子”，还要鼓足“钱袋子”。

走进丁青县农业产业园，一排排温室大棚整齐划
一，里面种植的已不再是传统的青稞，而是色彩缤纷
的花卉、鲜嫩可口的果蔬。在这里，西红柿、黄瓜、圣
女果等蔬果竞相生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丁青县农业产业园占地53.75亩，拥有13个现代
化二代温室大棚，是昌都唯一能四季生产果蔬的农业
基地，一些品种更是获得了有机蔬菜的认证。今年以
来，大棚内所种植的黄瓜、西红柿亩产量高达2.5万斤
以上，辣椒亩产量也超过1.5万斤。

天津援藏队深知，发展产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造
福当地群众。对此，他们探索出“政府提供孵化平台+
援藏先进发展理念+党支部引领”的发展模式，当地农
牧民群众可获得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年终分红和村
集体收入等多种收入来源。截至目前，园区已帮助10
户脱贫群众实现就业，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同时通
过土地流转的方式，53户群众每年获得土地租金8万
余元，年底合作社分红6万余元。

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天津援藏队的
协调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来昌都考察的企业达
40多家（次），招商引资到位资金为13.21亿元；
同时加大对“蓝天圣洁”品牌的宣传和推广力
度，使蓝天圣洁公司成功入围自治区部队副食品
供应商，累计供应猪肉580余吨，创收1550万元；
优选昌都特色农副产品上架“武清味道”等电商平
台，做大做强天津泰达航母昌都农特产品销售店，
借助线上线下双重渠道，带动农牧民增收；此外促
成昌都市属国有企业与天津泰达股份等援藏省（市）属

重点国有企业成立“康援”公
司，通过参股形式参与
昌都“金上基地”70
万千瓦光伏项目
建设，邀请天津
文旅集团实地
商谈大规模“引
客入昌”和“藏
客赴津”事宜，
充分发挥受援地

资源优势和支援地
资金技术管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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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在昌都，不出远门看名医是当地人长久以来

的心愿，也是天津援藏干部关注的焦点。党的十
八大以来，天津秉承“真情援藏、精准援藏、科学援
藏”理念，实施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引进先进
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

近年来，天津投入援藏专项资金对昌都市藏
医院进行“三甲提质改造”项目，改造总面积达
2746.33平方米；并且实施“互联网+医疗健康”帮
扶项目，成功构建了以昌都市藏医院为中心，辐
射多个地区的智慧医疗服务网络，并与天津多家
三甲医院建立远程互联互通平台，将先进的诊疗
技术和公共卫生服务带到昌都。

在医疗专项救治方面，天津援藏医疗队开展
了一系列重点疾病救治项目，并取得显著成效。
比如天津医大眼科医院每年在昌都开展“眼科光
明行”活动，已累计给2500余人进行筛查，并为
713名患者实施了免费手术；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

病医院专家定期为昌都疑似先
心病患儿进行免费筛查和
救治，已累计筛查疑似
患儿2000余名，手
术救治 120 余名
确诊患者；特别
是“大骨节病”
专项救治开展
以来，通过送到
天津和在昌都本
地开展手术相结合

的方式，先后免费救治
150余名大骨节病患者。
此外，天津援藏队积极开

展津昌学校党建工作结对共建、津昌教师互助共
进等活动，提升昌都基础教育教学水平；新增2
个昌都代培班，吸纳60名昌都籍学生赴津学习；
实施职业教育三年帮扶工作计划，带领昌都市职
业技术学校供电、护理、汽修等专业教师和学生
获得自治区第一届技能大赛一等奖2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3项；协调后方精准提供优质企业岗
位2000余个、国企岗位10个、事业单位岗位32
个，职位供给数量、质量均大幅提升；持续拓展
“互联网+健康”模式，促成天
津市肿瘤医院与昌都市
藏医院实现远程医
疗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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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天津市高质量推进东西部协作和支援
合作2024年文化旅游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前不
久，在天津援藏队的积极协调下，天津市文化和
旅游局带队赴昌都开展“天津市文旅系统对口支
援昌都文化旅游交流”系列活动，组织天津市群
众艺术馆开展“春雨工程边疆行”系列文化交流，
天津美术馆开展书画创作、笔会交流、公益美术
课堂等“行走的美术馆”文化交流，天津图书馆就
天津图书馆分馆及数字图书馆情况进行调研，帮
助当地解决实际问题。

30年间，天津将对口支援昌都的工作系统
化，高标准开展支援、交流、合作，助推昌都文旅
事业屡上“新台阶”。天津援藏干部推动在昌都
建立天津图书馆分馆，购买添置数万册藏汉文图
书，建昌都数字分馆；在丁青县建立数字图书馆，
将天津图书馆的海量电子资源面向丁青县读者
完全开放；与昌都等图书馆共同举办“4·23世界
读书日”活动暨第七届“掌上诗词大会”系列活
动，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

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还在昌都开展“流
动的博物馆”、“行走的美术馆”文化交流帮扶活
动，从文物保护、非遗传承、笔会交流多个方面为
当地输出经验。有“请进来”，也有“走出去”。昌
都在津开展“津昌文化交流月”系列活动，举办
“雪域之光 西藏昌都百幅精品唐卡专题展”，以
及“卓卓康巴 传奇昌都”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文化旅游主题展。

此外，天津援藏队持续推进民族交流
文化互鉴，拓展“天津地铁宣传昌都
文化旅游”成效，策划“津昌情一家亲”
昌都优秀文艺节目天津巡演、“津昌
少年手牵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夏
令营、昌都中小学体育“苗圃计划”、
中藏医学术交流会等项目，“三交”
（交往、交流、交融）活动频次、广度和效
果进一步拓展；完善教
师、农牧民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
学习平台，
启动基层
农 牧 民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培训，提
高农牧民
的生产、就
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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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卡若区小学
学生体验VR课程。

2024年5月天津市“组团式”
援藏教师开展教育展示活动。

▲▲天津援建卡若区嘎玛乡藏艺
传承美丽乡村民宿项目。

▲▲2024“津昌情一家亲”昌都优秀文艺节目天津巡演。▲▲昌都藏医院新建投用的ICU重症监护病房。▲▲天津援藏队打造的“水电氧暖网”五位一体的太空舱住宿群。 ▲▲天津投资1.5亿元投入使用的昌都市第二职业学校。

▲▲昌都丁青县农业生态产业园内
哈密瓜成熟，农户采摘喜不胜收。

国道G317线旁的江达县夏荣村青稞梯田环绕，900米木栈道与群山相映，分外美丽。

天津援建乡村振兴项目丁青县仲柏村。 占地18000平方米总投资3100万元的澜沧江天津广场是昌都市第一个城市广场。

▲▲

在天津援藏队的指导

下，养殖基地推广“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运

营模式，带动群众参与，阿

旺绵羊漫步翠绿高原草场。

天津援建乡村振兴项目卡若区嘎玛乡理土村。

天津援建昌都市藏医院

互联网+健康医疗项目。

津藏两地一家亲 津昌人民心连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