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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县人民医院大院停着一辆特殊的大巴，上去一看，
如一个小型诊室。X光机、彩超、检验、心电图设备一应俱全。
这辆车是宁波援藏干部用智慧和心血“发明”的，承载了全县
农牧民参与全民健康体检的希望。

藏民以前并没有体检的习惯。据宁波援藏干部、比如县
卫健委主任兼人民医院医疗集团院长刘琳调查，三年前，比
如县全县农牧民体检率只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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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说家里牛羊离不
开人，我们就送医下乡。”

从设计构造到联系厂家，查百度，找专家，为了破解连厂
家都犯难的自带发电机问题，几位干部还把求助电话打到了

国外。2018年3月，雪山脚下，由宁波江北区政府拨款73万
元捐赠、宇通客车公司打造的农牧民健康体检车像春的使者
整装待发。一年多来，这辆全西藏独一无二的健康体检车成
为高原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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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万人建立健康档案。

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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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部的心血和智慧为比如打磨了一套精密周详的医
改方案。从医疗场所的基建到人才引进策略，从研究政策
的落地到运转体系的建立，医改的“比如模式”多次登上
《西藏日报》，得到自治区齐扎拉主席的点赞，号召在全自
治区推广。

西藏那曲市比如县，位于藏北腹地。自1994年中央确定“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援藏工作方针以来，宁
波与比如，两个相距三千公里的城市，结下了跨越山海的情意。

2016年7月，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宁波第八批4位援藏干部、1位人才怀着使命，扎根雪域高原，
聚焦精准扶贫。

而在第八批援藏工作接近收官之际，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全媒体报道小组上月深入比如采访，走近援藏
干部和比如干部群众，聆听发生在雪域高原的动人扶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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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具厂，实现村民家门口全就业
比如镇孟庆村，51户335位村民，长期仰赖每年一个半月的

虫草季过活，收入来源单一。这些年，村支书贡曲加想了不少办
法，兴办糌粑加工厂、服装销售厂，因为缺乏特色，都没有成功。

初到西藏，盛悠曾询问农科院专家，比如县适合做些什
么？藏北地势高、空气薄，土壤贫瘠，种棵树都难，养鸡、养猪
也难成气候。哪怕是高原特产藏香猪，到这儿也缺饲料，养
饲成本太高，没有竞争力。

2016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盛悠见到比如人赴拉萨
选购家具，一套家具算上运费要一万多元。比如正在大搞建
设，家具需求少不了。多方打听之下，盛悠得知孟庆村有两
个会手艺的村民，心里一喜，“星星之火有了”。

家具厂碰上贡曲加，像是“对的事碰上对的人”。孟庆村
村口有个废弃幼儿园，顺理成章改成了工厂，造厂房成本省

了；驻村工作队队长次旦知道这事，说有个朋友认识新疆杨
木的供应商，材料来源有了；厂里还花重金从日喀则请来了
两位经验丰富的木匠。

拨付152万元投产的孟庆村木堆姿松家具厂项目，在
援藏资金里不算多，却获得了很好的效益。两年来，家具厂
完成订单400多万元，累计全村分红超50万元。第一次以
一个工厂的形式直接实现了全村劳力在家门口的全就业，
其中7户贫困户47人当月脱贫。

这家木材厂，使整个孟庆村“活”了起来。该工厂也是比
如县由援藏投资、藏民主持的第一家藏式家具厂，填补了藏
北相关领域的空白。所生产的家具，为广大群众和政府采购
降低了约三分之一购置成本，多次受到西藏自治区、那曲市
扶贫检查组的表扬。

“示范井”，改变祖祖辈辈用水难
比如县良曲乡刚下过一场雪。3月24日上午，帕拉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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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
的人需要往一公里外的地方凿冰取水，有了这口不冻井，周
边100多个商户和40户藏民家的用水方便多了。

由第八批浙江援藏干部援建的“示范井”共有15口，散
布在比如的三个乡镇。比如县位于怒江上游，然而“守着怒
江没水喝”是当地的真实写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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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很多农牧民群众和部分乡镇人口
集中区至今未解决“用水”难题。

想改变局面，唯有把井打深。以前一二十米而止，现在
就打到五十米甚至一百米。盛悠咨询技术人员，想了一套适

用高原的方法。先用水泥把水管包起来，确保其不会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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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井，没人管也不行。
盛悠创造性地从浙江“河长制”那里借鉴来了“井长制”，为
按新方法打造的15口井都找到了专人管理，名为“示范井”。

良曲乡查库勒村的“示范井”工程最难。为了离村庄近，
硬是打在了海拔5000米的斜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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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了村里祖祖辈辈吃水难的问题。”

相似的，宁波援藏干部、比如县教体局副局长杨周宏在
走访各所学校时也发现了校园用水的艰难，为比如5所学
校打了7口爱心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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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体检车与医改的“比如模式”

经历了 1000 多个援藏
的日日夜夜，临近告别之
际，浙江省第八批援藏副指
挥长、那曲市副市长、比如
县委常务副书记盛悠仍旧
不敢懈怠。

3 年前，位于藏北腹地
的比如县还是一个刚开始
建设的小城，手机信号时断
时续；整个县的医疗环境落
后，一场阑尾炎，要开十多
个小时的车到拉萨才能确
诊……

这 3 年，比如县经历了
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盛
悠和4位援藏同事组成的宁
波第八批援藏工作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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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比如
县成为西藏自治区首批 25
个脱贫攻坚摘帽县之一，这
其中也倾注了来自东海之
滨的宁波力量和宁波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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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援藏路，悠悠援藏情。产业扶贫、民生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扎根世界屋脊的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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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高的村打出了水
井，为最险的寺庙送去了电和光明。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他们用实际行动为脱贫攻坚写下注脚，为精准扶贫做出生动回
答，为高原留下了一批带不走的人才队伍，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比如县比如镇孟庆村木堆姿松家具厂比如县比如镇孟庆村木堆姿松家具厂，，工人在忙着加工家具工人在忙着加工家具。。

比如县良曲乡吉前村书记兼比如县良曲乡吉前村书记兼
示范井井长扎西塔杰示范井井长扎西塔杰（（图左图左））打开打开
水井水井，，给村民供水给村民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