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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课开到村民家

“组团式”帮扶

填补技术空白

“ 丁 零 零 ——”急 促 的 电 话 铃

声响起，西藏班戈县人民医院接到

电话，一名藏族村民突发急症。

闻讯，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

院援藏医疗队队长金峰，立即叫上

自己帮带的两名当地医生驱车赶

到村庄。金峰一边对村民进行简

单的应急处理，一边安排送医，还

向帮带医生手把手现场传授急救

技能，在村民家中上了一堂生动的

急救课。

平均海拔超过 4700 米的班戈

县地处藏北高原，县人民医院仅设

有 6 个临床科室和 3 个医技科室。

第 900 医院对口帮扶该县医院后，

专门遴选当地急需的消化内科、普

通外科、口腔科等相关科室专家骨

干组成援藏医疗队，跨越 4000 余公

里，开展为期半年的“组团式”医疗

帮扶。

“‘组团式’帮扶的优势在于集

中 力 量 ，打 造 学 科 建 设 的‘ 快 车

道’。”金峰介绍，经过实地调研，医

疗队与班戈县人民医院共同筹建消

化内镜中心和口腔疾病诊疗中心，

将其打造成班戈县及周边县域的区

域医疗中心。

“以 前 医 疗 援 藏 比 较 分 散 ，在

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难以形

成合力。”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表 示 ，“ 组 团 式 ”援

藏 通 过 周 期 性 的 不 间 断 援 助 ，保

证 人 才 培 养 和 学 科 建 设 接 续 发

展 ，提 高 了 当 地 医 疗 队 伍 素 质 和

科研能力。

“组 团 式 ”帮 扶 是 军 队 对 口 帮

扶地方医院的创新之举和重要方

式。军队医院向县医院派驻由管

理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等多名医务

人员组成的团队，进行每批不少于

6 个月时间的驻点帮扶。除开展日

常诊疗服务外，援藏医疗队还带来

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填补了当地

医疗领域的许多空白。

从高原手术台到春晚舞台，解

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原肝胆

外科二中心移植外科副主任朱震

宇 的 故 事 家 喻 户 晓 。 完 成 海 拔

3800 米以上高原首例包虫病根治

性手术、首创整体剥除技术、开展

包 虫 病 诊 疗 技 术 培 训 …… 这 些 成

果的背后，是“组团式”帮扶模式的

日渐成熟完善。

2020 年夏天，朱震宇第 16 次踏

上前往青藏高原的路。这次他有

一 项 更 重 要 任 务—— 给 丁 青 县 带

去 一 支 医 疗 教 学 团 队 。 内 科 、外

科、超声、影像、护理……9 名来自

不同科室的医护人员组成的教学

团 队 在 丁 青 县 人 民 医 院 驻 点 3 个

月，手把手为当地医生传授经验技

术。“过去我们做手术没有超声刀、

电刀、血管线，这些都是援藏团队

陆续带来的。”县医院外科主任四

郎巴宗切身感受到这几年医院的

变化，“他们带给我们最先进的外

科 思 维 ，防 治 和 手 术 水 平 大 大 提

高，现在大部分患者都可以在我们

医院接受治疗。”

国际先进医疗技术走
上阿里高原

足不出县享受

优质医疗

“ 别 急 ，别 急 ，慢 慢 说 ……”在

江 苏 省 无 锡 市 ，联 勤 保 障 部 队 第

904 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余峰等

多名专家，正在与千里之外的西藏

米林县人民医院院长旺堆通过远

程视频系统，为 66 岁的患者卓嘎开

展会诊。

由于卓嘎病情特殊，县医院医

生一时束手无策。他们想到了曾

在这里驻点帮扶的援藏军医。

“手术范围大，难度不小”“可

先 保 守 治 疗 一 段 时 间 ，待 身 体 恢

复恢复再手术”……远程会诊中，

专家们从各自专业角度对患者病

情 进 行 详 细 分 析 ，讨 论 制 订 出 一

套科学合理的个性化诊治方案。

如 今 ，在 西 藏 ，像 卓 嘎 这 样 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家诊疗的患

者越来越多。

“远程医疗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 看‘ 专 家 号 ’，享 受 到 大 医 院 专

家的优质医疗服务。”在全军卫生

系 统 对 口 帮 扶 西 藏 医 疗 建 设 中 ，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要求

各 级 帮 扶 医 院 发 挥“ 互 联 网 +”和

远程医疗的积极作用。在对口帮

扶 县 远 程 医 疗 全 覆 盖 的 基 础 上 ，

他 们 进 一 步 丰 富 服 务 内 容 ，通 过

远 程 诊 断 、远 程 会 诊 、远 程 查 房 、

远程监护、远程教学等多种形式，

推 动 医 疗 服 务 与 教 育 培 训 相 结

合 ，充 分 发 挥 远 程 医 疗 服 务 推 动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便民惠民的

作用。

去年 11 月，第四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5G 远程超声机器人放

置在展台入口处最显眼的位置，吸

引大批参观群众驻足。工作人员在

患者的患处涂上耦合剂，远端的医

生拿起超声探头进行操作，患者端

的机器人能精准重复医生手法，超

声影像也实时呈现在医生面前的屏

幕上。

如今，这项国际先进的远程超

声 诊 疗 技 术 已 经 走 上 阿 里 高 原 。

2021 年 12 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

学中心超声诊断科运用 5G 远程超

声技术为当地女性开展首次乳腺

癌和宫颈癌筛查。“患者端有两个

机器臂安装在移动车上，移动车走

到哪儿，5G 远程超声检查就跟到哪

儿。”超声诊断科主任吕发勤介绍，

目前他们已经实现 5G 远程超声诊

断常态化，能够 24 小时为西藏那曲

市的军民进行远程超声检查。

藏族医生结对北京“师傅”

带教帮扶提升
“造血”能力

“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师

傅带徒弟”，专业技术人才集中进

藏开展全方位帮扶，助力补齐当地

医疗短板。

在空军特色医学中心援藏医疗

队的帮扶下，昌都市左贡县人民医院

告别了曾经长期没有急诊科的历

史。建立急诊科时，藏族医生旦真公

布第一个报名，医疗队队员、急诊科

医生刘磊成为旦真公布的“师傅”。

“师带徒”是医疗队带教当地医

护人才的新方法，双方通过双向互

选签约，共同制订带教与学习目标。

“老师手把手带教我们专业操

作，督促我们学习专业知识。有老

师指导，我觉得自己进步特别大。”

旦真公布高兴地说。建科仅半年，

该县医院急诊科已抢救上百名患

者的生命，成功率达 100%。

通过一对一的“师带徒”、远程

网络带教和外派进修，空军特色医

学中心为当地医院培养出 40 多名

医护骨干，帮建起眼科、皮肤科、儿

科等急需专科 10 个，开展新型诊疗

技术 50 余项。

“健康帮扶要‘输血’，更要‘造

血 ’。 医 疗 卫 生 事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关键还是激发内生动力。”在医

疗援藏中，医疗队将医疗帮扶作为

系统工程、长期工程，统筹推进建

科室和育人才工作。

“感 谢 人 民 军 医 ，感 谢 所 有 医

生！”伴随着新生儿一声清亮的啼

哭 ，产 妇 激 动 地 说 。 等 候 在 门 外

的 家 属 也 激 动 万 分 ，拉 着 联 勤 保

障 部 队 第 988 医 院 妇 产 科 主 任 冯

惠 芳 的 手 连 声 道 谢 ，并 献 上 洁 白

的哈达。

这 是 山 南 市 错 那 县 人 民 医 院

在第 988 医院帮扶下，开展的第一

台剖宫产手术。对口支援西藏 20

余年间，医疗队队员们创下一个个

“第一”，为当地留下一支支“带不

走、留得住”的医疗队。

“迷彩绿”情系“高原红”
—全军卫生系统对口帮扶西藏成果综述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通讯员 吴 丹

2020年 8月，习主席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央支
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
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各有关方面坚决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前所未有，援藏
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有力促进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涉藏州县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日前召开的第三次对口支援西藏工作
会议，对做好新时代新阶段援藏工作提出新要求。

目前，西藏已实现 400多种“大病”不出自治区、2400多种“常见病”
不出地市就能治疗，全区人均预期寿命从 2015年的 68.2岁提高至 72.19
岁。这些成绩得益于国家多部门、多省市持续对口帮扶西藏医疗事业建
设，也凝聚着全军卫生系统多年持续不断对西藏的无私支援。

去年 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军队有关单位印发“十四五”期间三
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明确军队医院对口帮扶 20所西藏
县级医院。一批批援藏医疗队官兵将继续“缺氧不缺精神”，用“迷彩
绿”情系“高原红”。

“ 缺 氧 不 能 缺 精 神 ！”今 年 3

月，踏上藏北高原的第一天，我和

援藏医疗队 4 名队友，对着冰雪覆

盖的念青唐古拉山脉，郑重地许下

承诺。

高 寒 缺 氧 、地 处 偏 远 、人 烟

稀 少 、看 病 困 难 …… 这 是 西 藏 班

戈 县 给 我 们 留 下 的 最 初 印 象 。

带着军医的使命感，我们在班戈

县人民医院“安营扎寨”，开启在

“世界屋脊”驻点帮扶的征程。

“一名村民突患急症，请求医

疗队专家上门急救！”一天深夜，我

突然接到医院的急诊电话。没有

片刻犹豫，我带着急救设备和药

箱，乘车赶赴距离县城 80 余公里

的布巴村。

来 到 村 民 扎 西 顿 珠 家 中 ，经

过仔细问诊，初步诊断为急性胃

肠炎。对症用药后，扎西顿珠的

病 情 渐 渐 好 转 。 离 开 他 家 的 时

候 ，夜 空 中 突 然 飘 起 大 片 雪 花 ，

寒风吹在身上让人瑟瑟发抖。越

是 天 气 寒 冷 ，越 激 发 了 我 的 斗

志：“正因为环境艰苦，这里才更

需要我们！”

两天后下乡巡诊时，我特意来

到扎西顿珠家，看到他的身体已经

恢复，成就感油然而生。不久后，

扎西顿珠到班戈县人民医院复查

时又特意找到我，说：“金珠玛米，

切让突吉切（解放军，感谢你们）！”

就 这 样 一 来 二 去 ，扎 西 顿 珠

成 了 我 在 西 藏 的 一 位“ 远 房 亲

戚 ”，他 也 成 为 援 藏 医 疗 队 的 驻

村联络员。村民们突发急症需要

上 门 治 疗 ，就 通 过 他 与 我 们 联

系。在扎西顿珠的热心联络下，

我们援藏医疗队和布巴村村民的

关系越来越紧密，村民们再也不

用 为 看 病 发 愁 。 他 们 常 说 ：“ 我

们 这 个 村 子 ，现 在 是‘ 军 民 共 建

村’啦！”

在开展日常医疗帮扶之余，我

还带领援藏医疗队队员专门制订

了一份面向当地老年人群体的巡

诊计划。在班戈县人民医院的支

持下，我们开启往返奔波的巡诊之

旅。2 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先后

深入班戈县新吉乡、马前乡、青龙

乡、德庆镇等乡镇的 20 余个村送

医巡诊。

巡 诊 路 途 遥 远 ，我 们 日 夜 兼

程，克服头晕、缺氧等身体不适，将

诊疗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统

计数据时才发现，我们已累计驱车

3000 余公里，走访农牧民 49 户，为

20 余名行动不便的藏族老人提供

上门诊疗。

又是一天深夜，凌晨 2 点半，

分 头 在 各 个 乡 镇 巡 诊 的 医 疗 队

队友终于回到宿营地。此时，室

外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但我

们的心却始终暖乎乎的：我们这

支“高原 120”为当地群众打通送

医巡诊的“最后一公里”，用我们

的点滴努力汇聚成一条条“健康

天路”。

（本报记者孙兴维、通讯员张

文明、严佳采访整理）

打造送医巡诊的“高原120”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援藏医疗队队长 金 峰

如同雪域高原上飞速奔驰的“复兴号”列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进一步加大对口支援西藏工作

力度，西藏迎来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最大、人民群众受益最多的时期。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金峰（左）指导班戈县人民医院医生开展消化内镜操作。 严 佳摄

亲历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