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语花”项目实施
以来，已经累计为3万余
名来华西医院就诊的藏
族患者提供了帮助。随
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这个给大家带来温暖与
希望的项目，也正在筹备
恢复服务运行。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这一朵朵
“解语花”，将重新开放在
医院里，让我们看到当下
的年轻人，给时代和社会
带来的改变。

绽放在医院里的“解语花”，是朵什么花？

培育好家风 廉洁润心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红）3月16日，成都

高新区西园街道天全社区开展“好风传家”系列
宣讲活动，活动邀请辖区企业员工共计50余人
参加。此次活动主要通过讲述经典廉洁故事，分
享身边廉洁见闻，将廉洁点滴润进心田，传至家
中。在这一件件看似平淡的小事中，将勤廉家风
传扬开来，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廉政小课堂 常敲“廉”警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红）3月15日，成都高

新区西园街道尚雅社区“一周一课”廉政小课堂在
二楼会议室开讲。小课堂主要针对2020年1月以
来，中纪委通报曝光的违规发放津补贴福利的典
型案例，以及梳理出的违规发放津补贴六种特殊
行为的认定与追责，社区通过“一周一课”常态化
教育学习，持续为党员干部敲响廉洁警钟。

解
解决少数民族患者就医难题

“挂号、就诊、入院，他们
需要什么我们就帮什么”

“是需要租轮椅吗？我们来
帮你吧。”3月15日，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门诊大楼前，普布卓嘎和索
朗卓玛熟练地操作手机，扫码、验
证、取轮椅，不一会儿就把一个共
享轮椅推到了患者家属面前……

来自西藏拉萨的普布卓嘎和
索朗卓玛是四川大学大二的学
生，从2019年下半学期起，她们自
愿加入“解语花”队伍，周末或平
时下课后，她们就会来到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为从四川、西藏、青
海等地前来就医的藏族患者服
务。

据了解，因为语言不通，部分
藏族患者常常在就医过程中“碰
壁”：不知道如何挂号就诊，甚至
无法准确描述病情，再加上现在
许多医院都推行线上挂号、线上
缴费等电子化就医平台，在便捷
的同时也给部分患者就医造成了
一些困扰。

在帮助患者家属租借到共享
轮椅后，在交谈中普布卓嘎和索
朗卓玛得知，患者一家来自青海
玉树，已辗转了多家医院。随后，
普布卓嘎和索朗卓玛陪着患者看
病、办理入院手续……几趟跑下
来，两人已满头大汗。

就诊结束后，普布卓嘎和索
朗卓玛将患者送回了暂住地，反
复向家属介绍就医后续流程，教
他们使用“解语花”线上预约平
台，并留下了联系方式。分别时，
患者及家属双手合十，向这两位
花朵一样的姑娘连连点头，表达
感谢之情。

语
始于语言沟通的志愿服务

“从一人到800余人，从
一家医院扩展到多家医院”

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从
挂号就医，到入院出院，华西医
院的每栋楼、每条路，已深深地
刻在了普布卓嘎和索朗卓玛的
脑海里。

除了了解和熟悉医院外，获
取患者及家属的信任同样很重
要。“为了表达感谢，有些患者还
给我们塞钱。此时我们就要耐心
解释，我们是志愿者，如果收钱就
违背做志愿服务的初衷了。”普布
卓嘎和索朗卓玛说，一些患者在
回到家乡后，还会通过微信和她
们保持联络，跟她们聊聊近况。

普布卓嘎和索朗卓玛的志愿
服务也一直延伸到了患者的日常
生活中。“他们回到家后，如果买
药时遇到语言方面的困难，我们
就在微信上给他们翻译、解释。”

这只是普布卓嘎和索朗卓玛
志愿服务工作的一个片段，在她
们的背后，还有一支800余人的

“解语花”志愿服务队伍。
2016年，同是川大学子的益

西卓玛在一次就医过程中，亲眼
目睹了一位藏族患者因为语言不
通憋红脸的模样。“他一直反复来
回走，四处张望，就是不知道该往
哪里去。”这样的场景让益西卓玛
很心疼。随后，她和几名川大学
子一起调研，并最终成立了“解语
花”志愿服务队伍。“每年约有240
万藏族同胞外出就医，成都和华
西医院，是他们最为集中的目的
地。”她说。

如今，“解语花”志愿服务队
伍已扩展到了800余人，成员除
了川大在校藏族大学生外，还招

募了西南民族大学、西南交大、电
子科大、成都体育学院、成都信息
工程大学等高校的藏族学生，集
合了蓉城几乎所有高校的力量。
这帮年轻人服务的医院，也从最
初的华西医院，扩展到成都多家
医院。

花
悄然开放5年的“解语花”

网友点赞“这就是年轻
人改变社会的瞬间”

哪一刻，你发现年轻人正在
悄悄改变社会？

在这样一个网络热议话题
下，获得点赞和转发最高的，正是

“解语花——藏族病患专属翻译
就医陪同服务”项目。而在此之
前，这个团队的成员就以自己的
方式，让“解语之花”在华西医院
里悄然绽放了5年有余。

5年时间，“解语花”已发展成
兼具线上健康平台和线下就医陪
同两大板块于一体的志愿服务项
目。其中，线上健康平台有志愿
者团队专门建立的微信公众号
和微信群，提供包括各医院挂号
信息查询、就医流程展示、健康
卫生科普等医疗相关信息。这

些信息都被志愿者们细心翻译
成了藏汉双语，方便藏族患者理
解。还在线上提供陪同就医的
预约服务，考虑到藏语中也存在
地方口音，志愿者队伍还根据区
域分成了不同小组，有针对性地
提供服务。

在线下就医陪同服务中，志
愿者会陪同患者和家属一起就
诊，从入院挂号开始，协助办理
就医过程中遇见的问题。在患
者与医生沟通过程中，志愿者又
变身翻译，帮助患者准确表达病
情，将医生的诊断和建议传达给
患者。

这一项目实施以来，已经累
计为3万余名到华西医院就诊的
藏族患者提供了帮助。2020年，
受到疫情影响，这一项目暂时停
止了服务，一些志愿者就通过线
上平台与患者联系，尽可能地为
他们提供帮助。随着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这个给大家带来温
暖与希望的项目，也正在筹备恢
复服务运行。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这一朵朵“解语花”，将重新
开放在医院里，让我们看到当下
的年轻人，给时代和社会带来的
改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于婷何方迪

“根据省内目前疫
情防控整体工作进展
和 医 院 的 实 际 情 况 ，
在符合各大高校学生
疫情防控管理工作要
求 的 前 提 下 ，我 们 准
备恢复‘解语花’的服
务。”阔别了一年多的

“ 解 语 花 ”，将 重 新 盛
放蓉城。

“解语花”意为“破
解 语 言 障 碍 的 花
儿 ”。“ 我 们 的 项 目 简
单来说就是少数民族
语 言 翻 译 助 医 活 动 。
目前我们主要招募成
都高校的藏族学生作
为 志 愿 者 ，开 展 藏 语
陪 同 就 诊 服 务 ，为 到
医院就诊的不懂汉语
或不懂自助化服务系
统的藏族患者提供就
诊全程陪同服务。接
下来我们还准备进一
步 招 募 彝 族 、维 吾 尔
族 在 校 大 学 生 志 愿
者 ，拓 展 少 数 民 族 语
言服务。”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团委书记廖浩
君说。

服 务 不 止 在 医
院。据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团委透露，为了配
合做好医疗服务工作，
后 期 还 将 邀 请“ 解 语
花”志愿者参与华西医
院开展的民族地区医
疗健康帮扶活动，和华
西医生一同深入民族
地区开展医疗公益服
务。“去年因为疫情原
因 ，该 项 目 不 得 已 暂
停，随着疫情防控进入
常态化，我们准备继续
招募民族语言志愿者，
恢复‘解语花’项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何方迪 于婷

新闻多一点

“解语花”
悄然盛放5年

未来还将招募
彝语等志愿者

每天清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都是
人头攒动。作为西部疑难危急重症诊疗的
国家级中心，这里是全川乃至整个西部地
区很多患者解除病痛、恢复健康的希望之
地。然而，部分少数民族患者与医护人员
的距离，却常常被语言交流不畅拉远。该

在哪里挂号，去哪里就诊，见到医生该如何
表达清楚病情，成了不少少数民族患者面
临的难题。

5年前，一群藏族大学生组成的“解语
花”志愿服务队伍出现在医院里，义务为藏
族患者提供就医翻译。2018年，“解语花”

项目不仅荣获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四川赛金奖，更获得了第四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赛银奖。

这朵如骄阳般灿烂的“花”儿，为什么
会在医院里盛开？又是什么力量让它持续
绽放？让我们深入这支队伍，寻找答案。

解 语 花
意为破解语言障碍的花儿，简单来

说就是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助医活动，目
前主要招募成都高校的藏族学生作为志
愿者，开展藏语陪同就诊服务。

志
愿
者
的
服
务
获
得
藏
族
患
者
认
同
。

志愿者帮助患者租借共享轮椅。为患者提供就医语言翻译。

为
患
者
进
行
导
医
翻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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