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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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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我还是一名在外
打拼的‘杭漂’，随着电商快速
发展，如今在家乡成为一名‘新
农人’，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杨兴武说。

35岁的杨兴武来自广西
北流市，大学毕业后曾在浙江
杭州从事电商工作，积累了长
三角“包邮区”电商经验和运营
理念。2014年，他带着部分团
队成员返乡创办公司，为多个
电商平台和企业供应百香果。

“百香果是我们家乡的传
统产业，此前缺乏销售渠道，好
产品卖不了好价格。那时农村
电商刚起步，我觉得农业有广
阔市场，想通过多年来的电商
经验帮大家销货。”杨兴武说，
百香果自身的保质期长、运输
要求并不高，非常适合电商销
售。

返乡后的杨兴武除改良种
植技术外，还不断利用网络平
台开拓销路。在他和团队的努
力下，2014年公司销售订单金
额达500万元。2016年，公司
入驻某电商平台开店，其中仅
一个百香果单品便卖出累计
150万公斤。凭借成熟的供应
链布局，几乎实现了100%的
果品利用率。

杨兴武说，公司最高峰一
天曾接6万多单，平均一单6

斤左右。随着产业不断发展，
公司员工也从刚开始成立时的
4人发展到目前的100多人，
运输车辆从1辆面包车逐步变
成当前的10辆大型货车。

“百香果产业如同一个大
金矿。当初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没想到现在已经形成产业
链。”杨兴武说，当前公司除了
电商销售鲜果外，还加工制作
果浆，供各类品牌的奶茶店。

当前虽是本地百香果淡
季，但杨兴武公司的业务已走
出广西。他们的主力生产和营
销队伍现在正在云南，接收通
过云南口岸进口的越南、老挝
等地的百香果，直接从当地仓
库通过电商渠道发往全国。

随着农户直达消费者的路
径日渐通达，北流涌现出一批

农民夫妻村里开网店、青年大
军返乡从事电商工作的创业浪
潮。

人兴则乡村兴，人旺则乡
村旺。北流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傅兵说，有情怀、懂技术、有能
力的新农人回归乡土，正助推
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

如今北流被誉为“中国百
香果之乡”，也是全国大型的百
香果集散中心之一。北流市统
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北流百香
果种植面积7.32万亩，年产值
4.31亿元。北流已建成百香果
深加工企业6家，年生产果汁、
饮料等产品3万多吨，年产值
超11亿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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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兴武所在的公司，工人们正在挑选百香果。新华社发

4个多月前那场生命抢救
战惊心动魄的情景，让王寿懿
至今难忘。

今年初，西藏山南市妇幼
保健院接诊孕期仅29周的临
产孕妇曲珍。经过初步检查，
发现她是胎盘早剥，情况十分
危急。

在湖北援藏妇产科专家和
当地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曲珍最终成功诞下一名男婴。
但婴儿体重仅有1.2公斤，出
生时无哭声、无呼吸、心跳微
弱，生命体征极不稳定。

“情况紧急，在告知并取得
家属同意后，我们立即将新生
儿送入重症监护室，给予心肺
复苏、呼吸机辅助通气、肺表面
活性物质应用等紧急救治。”湖
北援藏医生、山南市妇幼保健
院儿科主任王寿懿回忆。

经过47个日夜的专业诊
疗和精心护理，新生儿逐渐度
过危险期，各项指标逐步恢复
正常，体重增至2.2公斤。

如今，孩子各项检查指标
复查均已达标，曲珍悬着的心
总算放下了。“多亏援藏医生，
现在宝宝体质好多了，感谢他
们给了我一次当妈妈的机会。”
曲珍眼里噙着泪说道。

这个早产儿的救治案例，

刷新了山南市妇幼保健院低体
重儿成功救治的纪录，这样的
纪录在雪域高原被不断刷新
……

西藏和平解放70多年来，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出台特殊

政策，支持发展西藏卫生健康
事业，西藏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得到有效保障。

2015年，党中央启动实施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改变
了过去医疗援藏短期分散的格

局。7个对口援藏省市65家
医院及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医
院选派上千名骨干医生，帮扶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等8家医
院全部创成“三级医院”，实现
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7年来，来自祖国各地的7
批次、1300余名“组团式”援藏
医疗人才接续奔赴西藏，用仁
心仁术在雪域高原书写了一个
个救死扶伤的感人故事。

支援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北
京朝阳医院医生王伟，带领团
队成功切除9岁小女孩阿吉的
腹膜后巨大肿瘤，让这个来自
藏北牧区贫困户家庭免去了转
院区外救治的高额费用，实现
了“大病救治不出藏”。

中石油援藏医疗队医生霍
志平，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
那曲市双湖县，为生命垂危的
曲德实施剖宫产手术，术后母
子平安，曲德夫妇满怀感激，动
人故事在藏北高原广为流传。

截至2021年底，西藏已实
现400多种“大病”不出自治区、
2400多种“中病”不出地市、常
见病易发病不出县区就能治疗，
全区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
68.2岁提高至72.19岁。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
工作为西藏各族群众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实惠。援藏专家带来
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不仅

填补了西藏当地医疗领域的许
多空白，更为当地留下了一批

‘带不走、留得住’的医疗人
才。”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任格桑玉珍说。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
作还采取“团队带团队、专家带
骨干、师傅带徒弟”的模式，通
过集中派遣专业技术人才进藏
开展全方位帮扶，培养本地人
才，不断补齐西藏医疗短板，让
高原群众享受更优质的医疗资
源。

“跟着北京援藏医生能学
到很多东西，我的第一任师父
龚晓峰教会我进行骨科微创手
术，在临床上很实用。”拉萨市
人民医院骨科大夫落松群培
说，如今，他已能熟练运用微创
技术。

“90后”援藏医生樊伟，是
西安市红会医院的创伤骨科主
治医师。进藏近一年时间，他
先后带着徒弟做了200余台各
类手术，也把自己掌握的医学
治疗技术和理念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了本地医生。

“目前，在援藏力量的帮助
下，西藏已精准培养不同层次
医疗骨干2400余名，使一大批
本地医生加快成长，成为各医
院的中坚力量。‘组团式’医疗
援藏开创了高原医疗新局面。”
格桑玉珍说。 据新华社

“组团式”医疗援藏：开创高原医疗新局面

湖北援藏妇产科专家和山南市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正在救
治婴儿。 新华社发

从“打工人”到“新农人”
——这些青年人这样干

又到了川西高原五彩斑
斓的季节，四川甘孜藏族自
治州巴塘县开始进入气候最
宜人时段。

80多年前，红军曾在巴
塘县境内翻过海拔4903米
的雪山垭口——藏巴拉雪山
垭口，这也是红军长征中走
过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垭口。

“那座雪山连鸟都飞不
过去，红军翻过去了。”在巴
塘县南戈村驻村第一书记阿
昂家，阿昂一边给记者倒上
热腾腾的酥油茶，一边讲述
从父辈那里听到的红军英雄
事迹。宽敞明亮、装潢精美
的客厅颇具藏式风情，茶几
上摆满糖果、糕点、牛肉干等
零食。

行走在南戈水电移民新
村，一幢幢温馨别致的藏式
小屋在湛蓝天空下形成一道
美丽的风景。黄色院墙、绛
红装饰，浓郁的民族风情引
来不少游客拿出手机拍照。
村里在搞“庭院经济”，游客
住进民宿，可以自己摘菜、做
饭、打包买走。

5年前，南戈村还是一个
距离县城70多公里、隐于大
山之间的小村。受制于山高
路远，过去的南戈村基础设
施建设十分滞后，孩子们到
了要上中学的年龄，只能赶
车走土路去县城上学；也没

有什么产业，村民只能靠天
吃饭或去很远的地方打工。

作为我国最大水电基地
金沙江上游水电大县巴塘县
的一部分，南戈村于2015年
被纳入水电移民项目。2021
年4月，全村整体搬入县城边
新的南戈村。“我们平时就能
在县城看病、上学和就业
了。”阿昂说。

为让村民们“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和南戈村实际，巴塘
县为南戈村量身打造了旅游
民宿发展方案并进行全方位
扶持；为方便村民就近在县
城务工，还开展多轮技能培
训，包括餐饮服务、民宿管理
等门类。

阿昂告诉记者，到9月初
巴塘秋收完成之际，当地将
举行“央勒节”，村民们要赶
在这之前完善旅游硬件设
施，为即将到来的游客做好
准备。

2020年 2月，被誉为甘
孜州“高原江南”的巴塘县退
出贫困县序列，全县61个贫
困村全部脱贫。如今的巴塘
正加速推进全域旅游。

“‘南戈’在藏语里意为
鱼头，随着水库的建设，如今
鱼已入水，相信未来我们的
生活也会如鱼得水。”阿昂
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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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塘县“鱼头村”的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