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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红霞 王玉莹

5 月 16 日上午 11 点，尽管早晨已

经查过房，但卫邵钧还是不放心昨晚

刚入院、被诊断为心功能不全的高龄

病人，临下班前又过来看一眼。

“ 消 肿 不 要 着 急 ，因 为 拖 得 太 久

了，咱们慢慢来。”

卫邵钧说一句汉语，旁边的年轻

人再用藏语翻译给病床上的老人。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人民医院

6楼的内科病房内，卫邵钧随机找到病房

内的一位年轻人，充当他的临时翻译。

“刚来的时候还都是叫护士，现在

看周围有能帮忙翻译的年轻人就抓过

来，不管认不认识。”卫邵钧笑着说。

2023 年 8 月份，北京市密云区医

院第五批第二期北京援青医疗队 6 人

来到玉树市人民医院，开始为期一年

的支援任务。同批到来的卫邵钧因此

而多了一个身份——玉树市人民医院

内科主任。

对玉树一无所知的他，刚来没几天

首先感受到的是当地农牧民的朴实。

“这里的人把医生称作曼巴，每次

给他们看完病都会得到很真诚的感

谢。所以我就和同事说，我们一定要对

患者多一些耐心，尤其碰到年纪较大

的、不识字的，更应该多叮嘱一下，药该

怎么吃、回家后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作为“组团式”帮扶的医疗队，他

们的任务不仅是要给当地群众带来先

进的诊疗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当

地医生，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团队。

在一楼眼科门诊内，主治医师王

鹏正盯着徒弟巴久为病人进行检查，

“她现在可以的。”王鹏悄声说。

跟着王鹏学习近一年，巴久说她

目前对于眼表疾病的确诊、检查和治疗

都能拿得下来。“以前我们医院没有眼

科，王老师来之后开通了眼科门诊，我

就跟着他一点点地学习。现在，医院的

眼科建立起来了，还能开展一些二级手

术。”据王鹏粗略统计，自去年8月份眼

科门诊开设以来，接诊了700多人次。

“这个季节很多人去挖虫草，角膜

异物、感染等问题比较多。此外，在对

青少年进行视力筛查的时候，发现孩子

们的近视率较高，而且年纪偏小。医院

成立眼科，对于眼部基础疾病的诊治和

青少年近视的预防、治疗，都能更及时、更

方便。”王鹏说，虽然支援时间短，但看着

医院眼科从无到有，看着带的徒弟已能

够独自处理一些简单问题，觉得很欣慰。

援青队员中，敖日格勒作为队长，

这已经是他在玉树的第三个年头了。

2022 年 7 月，敖日格勒担任密云区

第五批援青医疗队队长，带领医疗队以

“组团式”医疗帮扶形式到玉树市人民

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任医院院长。

院长一职，起初也让敖日格勒倍感

压力。“作为院长，不仅要抓业务，更要

抓管理。管理就是管人，得罪人的事情

没少干。”但为了医院的发展，敖日格勒

还是在管理上下了狠心。

“对管理团队进行了大换血，将院委

会内不干事儿的、干不了事儿，我们基本

上全退了，纳入了以 80 后为主、有责任

心的、积极性高的一批人，明确了各个副

院长的职责，将一些业务骨干放到科主

任的位置。”以前粗犷型的管理模式在敖

日格勒的带领下渐渐有了新变化。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班

子从过去‘这不是我的事情、这个事情有

难度’转变为‘这个事情我来办、这个事情

我来安排’。领导做事有了章法，有了积

极性，下面的人自然而然也提起了积极

性。”说到这里，敖日格勒满脸欣慰。

在玉树市人民医院，支援团队还有

青海本地的“青南支医”，大家合作无间，

共同为医院的发展贡献力量。“我们和来

自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团队拧成

一股绳，新建了包括眼科、公共卫生科、

健康管理科等在内的 7个科室，去年开

展的新技术和项目就达到 67项。从临

床到医技，从诊断到治疗，以‘师带徒’的

形式开展实践教学，不仅把病人留在当

地，也把先进的技术、理念留在了当地。”

敖日格勒说，通过医疗帮扶，可以

很好地将帮扶团队背后的资源利用起

来。目前，玉树市人民医院对接北京市

密云区医院和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开通

了远程会诊业务体系，“远程医疗协作”

与“学科联盟建设”取得同步发展。同

时，还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和密云区医

院通过腾讯会议开展培训、教学查房10
余次。“虽然一批批的支援队伍来了又

走，但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完善

和提升，我们可以借助科技手段，让支

援力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玉树。”

源源不断的支援力量源源不断的支援力量

本报成都讯（记者 杨红霞） 5 月

21 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生态旅

游和有机农畜产品成都推介会在四川

省成都市举行。

通透嘹亮的高原藏歌、热情洋溢的

热巴舞蹈、旖旎独特的民族服饰、琳琅

满目的农畜产品……玉树带着山宗水

源的多彩厚重，带着江源儿女的热情奔

放，来到天府之国、幸福成都，以路为

媒，通过“川青藏中线”联动，共谋区域

高质量协作发展，推介展示更加开放、

更具活力的新玉树。

此次推介会，来自玉树本土的 35家

企业携100多种农畜产品进行展销，现场

还集中展示了玉树野生动物摄影作品、通

天河流域古岩画历史展，让成都市民既饱

口福也饱眼福。期间，还将在成都市罗马

假日广场、锅庄俱乐部、宽窄巷子等地进

行锅庄联谊、藏族服饰展示等活动，多角

度全方位展示玉树山水人文魅力。

现场，玉树州人民政府和四川广播

电视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玉树州

文体旅游广电局、四川生态旅游协会、

四川省营地与自驾游协会、那曲市文化

和旅游局、甘孜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玉树、成都

两地文旅和农牧相关企业签署了产业

发展合作协议。

玉 树

成功举办生态旅游和
有机农畜产品成都推介会

本报海东讯 （记者 陈俊 牛玉
娇） 为推进供销系统与家政深度融

合，创新打造家政劳务品牌服务“三

农”的鲜明特色，5 月 21 日，青海省供

销联社与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家政

集团携手，以“供销助力 家政兴农”为

主题的消费帮扶绿色有机农产品服务

网点在西宁万达广场揭牌。

互助县作为全省家政行业发展起

步较早的地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就已经有群众在西宁等地从事家政服

务，经过多年发展、积累和沉淀，越来

越多互助群众通过家政服务实现了自

我价值，“勤劳、朴实、善良”已成为互

助家政人的标签和名片，“互助家政”

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日益提升，家

政业也成为了互助县的支柱产业之

一。当前，互助县深度把握打造全省

家政服务标准化试点示范县契机，组

建家政服务业协会，搭建资源共享平

台，先后揭牌成立了北京、无锡两个办

事处和海东运营服务中心，互助家政

行业已从“零星式”发展逐步走向“标

准化”轨道。今年互助县聚焦家政产

业提质扩容，探索拓展新模式新渠道

新市场，家政服务企业达 120 余家，直

间接从业人员达 1.6万人。

据悉，互助家政兴农服务网点在

省城的设立，在推动供销社贯彻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深度服务三农发展、为

大量家政服务人员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的同时，还将以网点为平台，发挥互助

农业大县和“菜篮子”优势，开辟家政

助力农产品进城新通道，拓宽群众多

元化增收新路径，让更多人品味到物

美价廉的海东特色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

目前，互助家政和供销系统合作，

在全省各地共打通家政兴农服务网点

51 个，新揭牌的西宁网点是体量最大

的一个。

互助家政服务
“三农”网点
在省城西宁揭牌

本报海东讯（记者 牛玉娇 谢
梦茹） 5 月 21 日，海东市首届民族传

统射箭精英赛在化隆回族自治县开

幕 ，来 自 全 市 6 个 区 县 的 58 支 代 表

队、600 多名运动员参赛，此次比赛将

于 5 月 22 日结束，经过角逐最终产生

优秀团体和“神箭手”。

当日，600 余名运动员身着民族

服饰和运动服，精神抖擞地亮相赛场，

站位、搭箭、推弓、撒放一气呵成、激烈

角逐，引得现场观众欢呼喝彩。此次

赛事的举办，是海东市加快健康海东

和高原体育强市建设，推动全民健身

事业蓬勃发展的有力举措，海东市各

县区将立足特色优势，走差异化发展

道路，积极打造全民参与的地域性品

牌赛事，构建“一城市多品牌，一县区

一特色”体育特色品牌赛事体系。

据悉，化隆县民族传统射箭历史

悠久、群众基础深厚、社会影响广泛，

随着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化隆射箭有

效融合了各地域传统、民间习俗和人

文文化，逐步形成了一种全民体育运

动品牌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化隆县

全县参与民族射箭的人员达 3.6 万余

人，规模不一的各类射箭队达 220 多

支，射箭协会等民间团体达 80 余个，

射箭弓种从原前单一的牛角弓发展

到现在的反曲弓、复合弓、民族传统

牛角弓、现代弓等，化隆县举办的民

族 传 统 射 箭 精 英 赛 ，连 续 两 年 荣 登

“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榜单。

海东首届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开赛

↑参赛选手正在激烈角逐。

本报黄南讯（记者 栾雨嘉） 黄南

藏族自治州 2024 年牦牛人工授精推广

工作已于5月全面启动。截至5月18日，

该州现有牦牛人工授精试点村和改良点

22 个，已有人工授精改良牦牛 1855 头，

年内将完成4000头改良目标。

黄南州把牦牛人工授精技术推广

工作作为推动全州种业振兴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助力青海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要内容。目前，黄

南州已初步建立较为完善的人工授精

技术推广网络，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推广

技术，初步实现牦牛同期发情、同期授

配、同期产犊，能有效改善牦牛品质退

化等问题，加快牦牛整体出栏、补栏，加

快牲畜周转。

为保证牦牛人工授精技术推广，黄

南州农牧局邀请青海省牦牛繁育推广

服务中心专家定期开展培训和技术指

导，坚持将牦牛人工授精推广和发展地

方雪多牦牛、泽库牦牛等品种相结合，

提升地方品种性能，不断加快牦牛良种

繁育步伐，为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的技术支撑。

黄 南

启动牦牛人工授精推广工作

本报海西讯（记者 李庆玲） 5月

21日上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西监

管分局组织辖内 5家银行机构赴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工业园开展金融

产品服务宣介活动，针对园区科创类小微

企业关心的贷款发放及优惠政策等，介绍

特色产品和做法，其中工商银行海西支行

“科创e贷”和中国银行海西支行“专精特

新贷”等产品引起园区企业代表的询问关

注，银行机构客户经理在活动结束后到企

业进行了贷款调查和产品营销。

海西州光伏、光热、风电等可再生能

源装机占比位居全省前列，区域内新能

源、盐湖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蓬

勃发展。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海西监管分局引导辖内银行机构立足功

能定位，面向科创企业不断丰富产品服

务，聚焦前沿领域强化资金供给，围绕龙

头项目不断推动成果转化，有力助推科

创类企业项目加快建设，为地区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金融保障。

海西州辖内银行机构结合科创类企

业特点强化产品创新，推出“科创 e 贷”

“专精特新贷”等对科创型企业贷款需求

适配性高的产品，积极推广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贷款。对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在

利率定价上探索“前低后高”“协商定价”

的远期共赢机制。截至目前，地区“科创

e 贷”等科技金融产品余额达到 1.55 亿

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余额 1.2 亿

元，利率低至3.85%。加大重点关注行业

贷款投放力度，利用政银税企多方信息

提升新能源、信息技术、新兴制造等领域

客户“首贷率”，科技型企业获贷率逐步

提高。截至目前，海西州光伏、风能发电

领域贷款余额达到 134.07 亿元，新能源

车整车制造领域贷款余额达到 2.8 亿

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贷款同比猛增

6.57亿元，余额达到6.68亿元。

此外，结合柴达木盆地特殊资源禀

赋，加大“锂”“镁”“盐”资源开发项目信

贷支持。截至目前，向“基于盐湖提锂

的预处理膜过程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示范项目”放贷 1.5亿元，向盐湖镁资源

高值化制备、低钠盐制备等示范项目放

贷超 3000 万元。同时，发放碳排放挂

钩贷款 1 亿元，支持青海盐湖元品化工

等企业加快节能降碳技术升级。

海 西

强化金融供给
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巴久（左）为患者检查，王鹏（右）在一旁观察。 本报记者 杨红霞 摄医院开展远程会诊。 玉树市人民医院供图

5月16日，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青海青晴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智
能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在检查首批生产出的电子耳标。

海南藏族自治州大力推进养殖业向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发展，鼓励支
持企业创新，给养殖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青海青晴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依托本地孵化基地建厂房、进设备、上技术，让数字赋能为现代畜牧业装上

“智慧大脑”，让牛羊可追踪、可溯源。在海南，“智慧牧场”“智能耳标”系统正
慢慢地走进越来越多的牧民家、企业和合作社，这也正是全省高质量打造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一个缩影。 本报记者 张地委 摄

海南:牛羊佩戴专属“身份证”

←激情洋溢的民族特色舞蹈。

本报记者 谢梦茹 牛玉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