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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日县岭格社区易地搬迁项目

———写在上海对口援青十年之际

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上
海对口支援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这是中央交给上海的政治任务
和光荣使命。十年过去了，这份“考卷”上海答得如何？

今年 6月，国内首次由人工栽培、在海拔 3000 米以上高原成功
生长的羊肚菌在果洛班玛县的大棚里顺利出菇。 班玛县最低海拔超
过 3500米， 如果按当地传统种植青稞或普通蔬菜， 每亩年产值仅
1000元左右，但现在，一个约半亩的大棚，产值能达到 4?元。这个项
目从去年 10月才正式启动，取得如此大的进展让负责培育羊肚菌的
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兴奋不已。但细数之下，项目
能顺利推进却要从十年前开始说起， 因为试种羊肚菌的蔬菜大棚正
是十年前上海第一批援青干部在这里定下的项目， 此后各批援青干
部持续推进。在羊肚菌安家落户之前，这里栽种的是被当地老乡亲切
称为“上海青”的绿叶菜。从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吃菜问题，到助力当
地老百姓脱贫致富， 这些蔬菜大棚见证了上海的援青团队在果洛实
打实的十年奋斗。记者在果洛采访中，时常能听到类似蔬菜大棚这样
的十年变化史。

十年，是可以被量化的数字。十年来，上海市先后派出四批 78名
援青干部人才，累计落实对口支援项目 709个；援建项目资金 80%向
基层、向民生倾斜。十年间，在优先发展教育方面，累计实施项目 93

个，为果洛州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提升医疗卫
生水平方面，累计实施项目 82个，医疗基础设施、卫生信息化、业务
交流、医务人员培训等取得明显成效；在产业扶贫方面，上海聚焦果
洛特色优势产业，实施生态畜牧业、资产收益、扶贫产业园区等项目
159个，带动贫困户 9798户 33280人，79家合作社实现牧业增产；十
年来，沪果两地市州、区县两级党政代表团每年全面实现互访，累计
召开联席会议 126余次，互访交流 688批（次）7211人（次），上海有关
街道（镇）、企事业单位与果洛 16个乡（镇）、28个贫困村签订结对帮
扶协议书……

十年，不单单只是数字，这里没有“撒豆成兵”的奇幻故事，而是

一批批上海援青人实心实意的十年付出。

来自玛多的 13岁初中生德谢措感受到这份付出。去年，德谢措
以全果洛州第 12名的成绩考入西宁果洛中学。西宁果洛中学是一所
上海援建的全日制寄宿制完全中学，不但硬件设施一流，而且加盟
了上海大同教育集团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和德谢措一样来自农牧民
家的孩子约占学校学生总数的 60%。 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为德谢措
打开了一扇窗。在学校里，她第一次见到了纳米黑板和电钢琴音乐
室，从听不懂汉语到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成了学校的“小小讲
解员”。

19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旦增达杰感受到了这份付出。 旦增达杰
和父亲在由上海援青资金资助修建的扶贫产业园里开了一间超市。

去年以来，超市每个月营业额已达到了 2?元，成为他们家一份稳定
的收入来源。不仅如此，这个产业园的租金收益还将按照利益联结机
制由牧委会合作社分配。这样的扶贫产业园已经在玛沁、甘德、达日
等县落地开花。上海援建资金为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提供入股资金，收
益分配明晰到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以草场租赁、投工投劳等形式，参
与到生产经营的各环节，领取工资、参与分红。

一个罕见的早产儿宝宝一家也感受到了这份付出。2019年 10月
9日， 一名孕 32周、 出生时体重仅 1280克的极低出生体重儿顺利出
院。将这位宝宝重新带回人间的，是上海援青干部孙金峤，他既是果洛
州卫健委副主任、果洛州医院院长，还是一名高超医术的医生。此前，

限于医疗技术、气候高寒缺氧等限制，在果洛州当地，体重低于 1900

克的早产儿尚没有救治成功的先例。孩子的家长没有信心。孙金峤反
复做他们的心理工作，并联系慈善企业，给予患儿 2?元资助。除了孙
金峤这样的援青医生在果洛坐诊，还有上海市九院、胸科医院、儿童医
院等医生在果洛开展特色义诊，目前义诊人数已达 1.7?人次，实施手
术 396例，开展的“青翼慈善光明行”和“久治光明行”等专项巡回医疗
项目，有效减少了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社会反响强烈。

这种付出并非是单方面的。今年 60岁的嘉定教师赵兴洲爱好音

乐，在久治县的民族寄宿制中学担任音乐支教老师，负责给 8年级的 9个班
级教音乐课。此前，久治民中已有多年没有专职音乐教师了。赵兴洲在这里
一边教学，一边圆了自己的音乐教学梦，创作了以雪山、草地、湖泊为灵感的
歌曲 7首。当此前从未接触过乐谱的学生能弹奏出音乐，并立志长大要当民
族歌手时，赵兴洲觉得一切都值了。

这种付出还有出人意料的连锁反应。2018年 10月，桑毛措作为当地人
社局工作人员送 6名就业人员到上海企业就业， 在此过程中萌发了留在上
海发展的想法。之后，她通过上海果洛州的劳务协作项目来沪，现在她已经
在上海稳定就业快 2年，不仅如此，在她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果洛青年走
出大山。数据显示，过去两年有 70多名果洛青年在上海就业。一开始，上海
援青干部向这些果洛青年提供了就业岗位信息和转岗帮助， 帮助他们尽快
适应上海的工作和生活。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果洛青年在工作一段时间后，

具备了自主就业的能力，即使遇到困难也没有“等靠要”，而是通过自己打拼
获得了工作的新技能。

今年 8月 28日至 29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
提到，要在巩固脱贫成果方面下更大功夫、想更多办法、给予更多后续帮扶
支持。十年来，一批批援青干部用他们的真诚、实干和无私为果洛各族群众
谋得了实惠， 不仅让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 还影响到了他们的思想和观
念。上海的援青团队带走的是与果洛人民的鱼水之情，留下的是一支支带不
走的队伍。他们的故事连起来，就是雪域高原上一曲曲动人乐章。

援青工作就像一座桥梁，把上海与果洛紧密联系在一起，让两地情谊日
益深厚，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了加强专门保障增设的上海市政府
驻西宁办事处，紧贴一线服务保障援青工作，参与对口支援重点工作推进，

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开展产业扶贫、社会帮扶，为服务和支持援青工作做出
积极的贡献。

“上海的援青干部人才虽然来自全国最发达地区，但他们用朴实、踏实
的工作作风，与高原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果洛州委书记武玉嶂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他们能吃肉，能吃糌粑，有的还把微信名改为‘扎西’，他们
是我们的好兄弟，我看他们根本就是果洛人！是一家人！”

■本报记者 陈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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