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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振兴贡献“天津心”“泰达力”

如何把昌都优质的农副产品形成品牌，更好地卖
出去，是天津援藏干部王松一直以来为之奔波的事。
他作为天津泰达控股所属企业泰达航母总经理助理，
去年主动请缨援藏昌都，利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助力昌
都推进消费帮扶。

王松依托援藏资源，聚焦企业实际，培育农产品销
售渠道、建立供应链保供网，积极打造高原深加工农特
产品，打造“小而精”的特色产业，2022年农特产品销
售额达1500余万元，切实带动昌都当地人均收入增
长。他还根据市场需求与供应企业深度沟通，提升产
品质量，打造品牌化运营模式，并促成天津食品集团商
贸公司、泰达航母与昌都深度合作，彰显昌都消费帮扶
的“天津力量”。王松不断创新思维模式、构建科学合
理的集团产业布局，为昌都国有企业改革、昌都消费帮
扶助力乡村振兴贡献了“天津心”“泰达力”。

下图 王松向客商介绍昌都地区的特色农副产品。

情牵昌都
—记七位天津援藏人

一切为了昌都的孩子

见到吕鹏时，他正带领着天津援藏老
师们在假期的校园里一起练习昌都特有的
弦子舞。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大学附属小学
的吕鹏，去年7月6日来到西藏昌都，任昌
都市实验小学校长，用他的管理和教学经
验，为昌都的孩子们送去更加美好的明
天。“要说我这一年里最大的收获，就是收
获了一支团结协作、彼此包容、能吃苦肯付
出、大局意识强的援藏教师团队”。

就是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的吕校长，今
年4月23日被诊断出甲状腺恶性肿瘤，不
得不暂别讲台并于5月6日返津进行手术
治疗。术后一个月，惦念着昌都孩子们的
吕鹏毅然返回昌都，在援藏工作岗位继续
履行职责。

倾心倾力提升当地医疗水平

医疗水平与当地百姓的福祉息息相关。作为天津
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员，来自天津肿瘤医院的郑向前
于去年7月6日抵达昌都，任职昌都市藏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自援藏以来，他深入临床科室调研，积极投
入医院各项管理工作，并带领来自天津的医疗专家们
一起，在做好日常救助的同时，组织开展西藏高发病
“大骨节”救治工作；开展“师带徒”援藏教学模式；牵头
组建藏医院医学实训中心并加强医护基本技能培训；
近日还组织藏医院联合天津市红十字会、天津医科大
学眼科医院共同承办2023年“博爱健康光明行”活动，
共为219名患者实施了白内障复明手术。

一年的时间里，昌都医疗水平不断提升，郑向前也
因此获得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和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颁发的第四届“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只为援藏项目落地生根

来自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任
鹏，担负着大大小小数十个援藏项目的工
作。来到昌都后，任鹏任昌都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天津市对口
支援西藏前方指挥部项目资金组组长。他
积极推进“十四五”规划内五方面71个项
目的工作开展，累计审核拨付援藏项目资
金1.55亿元人民币。

在记者的眼里，任鹏特别忙碌，不是在
项目的施工现场，就是忙着做各种规划和
对接。在天津援藏项目昌都市藏医院创
“三甲”提质改造项目现场，任鹏专注地查
看手术室、ICU、产房等区域的改造情况。
8月15日即将竣工验收的手术室和产房无
菌程度更高，再加上从无到有的ICU，将为
昌都及其周边的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
卫生服务。

四年扎根高原倾情奉献

在记者采访7天仍被严重高原反应困扰的
昌都，有一位天津援藏干部一干就是四年多。
来自天津市静海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王宝
军，2019年7月16日到达昌都卡若区农业农村
局任副局长。他不单负责卡若区内的农业事
宜，还积极跟进区内的援藏项目，经常往工地
跑，“一定要把乡村振兴工作做得扎扎实实”。

王宝军坦言，刚到昌都的时候因为高原反
应真的一天也不想多留，后来克服了高反才真
正融入当地百姓大家庭。“第九批援藏干部工作
结束时，卡若区农业农村局领导专门跟我谈了
一下，希望我能留下。没多想，我就答应了。当
时家里也支持，说真的，我特别感谢家里人的理
解与支持！特别是我媳妇，一个人又上班又带
孩子不容易啊。”一句“对家人和孩子亏欠得太
多了”，道出了所有援藏干部的心声。

留下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天津津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援藏干
部杨志勇，现为天津市第十批援藏工作队队员，自2018年来到昌都，已在这
片雪域高原上为兢兢业业奉献了6年。他在昌都实施阿旺绵羊胚胎移植保
种基地项目，建成了西藏自治区唯一一个集多种生物技术的西藏优质家畜
种质资源保护胚胎工程技术中心。他积极克服高原缺氧，心无旁骛地落实
援藏任务，为西藏种质资源保护、乡村振兴事业作出了贡献。

杨志勇告诉记者：“如今在这儿的都是昌都大学生，即使有一天我离开
昌都，技术也会留在他们自己手里，为昌都乃至西藏的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杨志勇的默默奉献，为昌都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人才技术队伍，为天津援藏
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援藏就要做实事造福一方

在西藏昌都，丁青县是海拔最高的地区，基本都在3900米以上，一些村
落甚至达到海拔4800多米。来自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的吴家海，去年7月
来到这片氧气稀薄的高原，作为天津市第十批援藏干部，任丁青县县委常
委、副县长，为当地百姓的大事小情忙个不停。

想了解丁青，吴家海一定会带大家去看看天津援建的丁青园区规划中
心。“想给县里百姓做实事，不能今天这、明天那，一定要做好规划，为丁青发
展做好引领。”吴家海认为，把县里以后的发展路子摸清，为发展方向做好规
划，才能更好地发展，并针对性地吸引投资。用他的话说，“援藏工作既要立
足长远，又要脚踏实地。援藏关键是要造福一方，不求干惊天动地的大事，
只求脚踏实地为当地做几件实事。”

在仿佛伸手便可触及云端的雪域高原，
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只
为了让当地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记者日前跟随“团结村里看振兴”天津
媒体昌都采访团，看到了在天津援藏人的助
力下，昌都乡村振兴的硕果以及山村翻天覆
地的变化，也因此走进了援藏干部的生活，
感受到他们一心为西藏建设无私奉献的情
怀和倾情倾力造福百姓的吃苦精神。

图为天津媒体昌都采访团在山腰上远

眺改造一新的昌都卡若区日通乡布妥村。

本报记者 郑妍文 王津摄

吕鹏带领着天津援藏老师们在校园里练习昌都特有的弦子舞。

郑向前早上查房时向医生和护士讲解患者病情。

任鹏与工程人员对昌都市藏医院创“三甲”提质改造项目的手术室和

产房设备进行查看。 王宝军来到布妥村，听村民讲述村庄改造后的新生活。

上图 杨志勇正在指导当地的大学生进行生物技术相关实验。

右图 吴家海在天津援建的丁青园区规划中心向大家介绍项目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