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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体检车与医改的
“比如模式”C

比如县人民医院大院里停着一辆特殊的
大巴，车里犹如一个小型诊室，X光、彩超、检
验、心电图设备一应俱全，设计科学而精巧。
这辆全西藏独一无二的流动体检车，是宁波援
藏干部“发明”的，承载了全县农牧民参与全民
健康体检的希望。

据宁波援藏干部、比如县卫健委主任兼县
人民医院医疗集团院长刘琳调查，3年前，比如
县农牧民体检率只有4%，国家的体检补贴基
本“发”不下去；乡镇卫生院没有一台像样的设
备；病人不相信县里的医院，县外转诊率高达
90%。

地广人稀、资源分散、人才缺乏，面对一个
个棘手的问题，刘琳找到盛悠一起想对策，“乡
镇没有条件，我们就把医生和设备送下去。农
牧民说家里牛羊离不开人，我们就送医下乡。”

2018年3月，雪山脚下，由宁波市江北区
政府拨款73万元捐赠、宇通客车公司制造的农
牧民健康体检车出发了。这辆车，从设计构造
到联系厂家，从外形到内部配置，几位援藏干
部查百度、找专家，为了破解连厂家都犯难的
自带发电机问题，他们还把求助电话打到了国
外。

一年多来，这辆流动体检车成了高原上的
“网红车”，为2.7万比如人完成了体检。照估
算，不出三年，便可为全县所有7.6万人建立健
康档案。比如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洛桑
扎西笑得灿烂：“一位藏民每年的体检补贴是
100元，我们活用政策，三年检查一次，把每人
次的标准提高到300元。这样，体检项目更全，
大家也更方便。”

流动体检车只是刘琳在比如县发动的医
疗改革中的一个子项。这位后来被称为“网红
医生”的宁波援藏干部，1个多月跑遍了比如11
个乡镇卫生院，根据藏区特点，为比如打磨了
一套精密周详的医改方案。2017年8月组建
了比如县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去年，县人民医
院创建二级甲等医院通过初评。医改的“比如
模式”得到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点赞，有望
在全自治区推广。

产业扶贫、民生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
贫，扎根世界屋脊的3年里，宁波第八批援藏干
部用脚步丈量了比如县一万两千平方公里的
土地，为最远的教学点送去教学用具，为最高
的村打出水井，为最险的寺庙送去电和光明，
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做好援藏工作，需要真金白银，更需要真
抓实干、真情付出。2019年春，怒江的冰层比
往年都厚，人心却比任何时候都暖。因为他们
相信，宁波留下的财富，将永久性地给藏族同
胞带去春的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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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示范井”
破解“年年打井仍没水喝”的困扰

3月24日，比如县良曲乡刚下过一场雪，帕拉
村村支书加达熟练地打开集市边的“示范井”阀门，
一股清水涌了出来。良曲乡乡长周仁梅告诉记者，
往年的冬天，这里的人要去1公里外的地方凿冰取
水，有了这口不冻的“示范井”之后，周边100多个
商户和40户藏民用水方便多了。

由第八批浙江援藏干部援建的“示范井”共有
15口，散布在比如县的三个乡镇。比如县位于怒江
上游，却“守着怒江没水喝”。据援藏干部观察，各
乡镇之前打的水井多数存在地表污染、水质变化、
冬天结冰、后期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很多农牧民和
部分乡镇人口集中区没能解决用水难题。前几年
高原流行的包虫病，多是饮水不洁所致。

想改变局面，唯有把井打深。以前打到一二十
米，现在打到50米甚至100米。盛悠咨询了技术人
员，想出一套适用高原的方法：先用水泥把水管包
起来，确保其不会移位，再在地面上立一个储水罐，
水泵打上来的水都储存在里面，外部建一个水泥
房，把井口罩住。

良曲乡查库勒村的工程最难。为了离村庄近，
硬是在海拔5000米的斜坡上打了一口井。“村民
说，他们生活了一辈子，没喝过那么干净的水。”周
仁梅说，“这些井可以说是解决了村里祖祖辈辈吃
水难的问题。”

有了井，没人管也不行。盛悠创造性地借鉴了
浙江经验“河长制”，实行“井长制”，按新方法打造
的15口“示范井”都有专人管理。

71岁的扎西塔杰是比如镇吉前村村支书兼“示
范井”井长。他每天都会来井边好几次，开关阀门，
监测水质。为维持水温，扎西塔杰给储水罐裹了好
几层棉被，用麻绳捆住，确保在冬天零下二三十摄
氏度的气温下也能用上干净的井水。

15口“示范井”造价共250万元，盛悠觉得这笔
钱花得值。以往，高原上打一口井也要数万元，但
用不了多久就废了，来年还得打新的，算下来钱也
不少。而经过周密设计的“示范井”，具有长效性和
稳定性。

这两年，比如的教育环境大大改善。然而，宁
波援藏干部、比如县教体局副局长杨周宏在走访学
校时发现校园存在用水难题，于是为比如5所学校
打了 7口井，服务 8000余名师生，取名“思源水
井”。饮水思源，寄托了增进民族团结的拳拳之心。

第八批宁波驻那曲市比如县援
藏小组共有 5 位成员，其中干部 4
人、人才 1 人。3 年来，他们的足迹
遍布高原农牧区，创造了许多高原
扶贫的“第一”。

——三年来，完成浙江省“十三
五”援藏计划近30个，约3.13亿元的
总投资超过了宁波前七批援藏投资
总和，争取计划外资金3000万元；

——第一次在改革创新上积极
向县委县政府建言献策，大力推进
实施了县医疗体制机制变革，被西
藏自治区主席称为“比如模式”；

——第一次组织宁波两家民营
医疗机构参与“组团式”医疗援藏，
宁波爱尔眼科连续7个小时完成20
台手术，创下藏北历史纪录；

——第一次在比如探索开办了
家具厂、洗衣店、洗车场等三家企
业，就地解决所在村劳力全就业；

——第一次以流动平台方式
“送医下乡”，让比如人民足不出村
也能享受全民健康体检政策，为当
地农牧民人人建立一份健康档案。

他们还在比如县建立完善了三
个帮扶帮困基金，涉及教育事业、在
编干部职工重大疾病救助、县工会
会员等，在宁波慈善总会设立了比
如农产品销售助困基金。这些项目
和活动聚焦高原群众生活改善和理
念改变，不少已形成了品牌化，具有
典型示范作用，被西藏有关部门和
浙江第八批援藏指挥部列为典型经
验进行推广介绍。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宁波援
藏干部设身处地为藏区人民考虑的

“走心式”扶贫赢得了藏族同胞的尊
重。这些成效，也实实在在地为比
如县顺利成为西藏第一批、那曲市
第一个脱贫摘帽县做出了贡献。

这三年，比如县经历了历史上
发展最快的时期，宁波援藏干部所
贡献的宁波力量和宁波智慧，也在
比如脱贫攻坚和大发展中唱响了宁
波援藏的最强音。

宁波援藏:
三年的多个“第一”

相关视频见甬派、甬恋

“示范井”井长扎西塔杰（左）打开水井阀门，为
村民供水。

宁波援藏干部“发明”
的农牧民健康体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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