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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一辆“青G”车牌的货车从徐淮高速梁
集出口，缓缓驶出。货车司机扎西江才，一脸疲惫。三
天前，他和同伴载着牦牛肉、咖啡、奶茶、冬虫夏草等货
物，从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出发。一路风尘仆仆，行驶
近3000多公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江苏省徐州市
睢宁县。

青海运来一车车青海运来一车车““稀罕物稀罕物””

扎西江才运送到睢宁的货物，是睢宁县与治多县
展开又一次消费帮扶行动的结果。通过这次行动，睢
宁县在治多县采购消费帮扶资金共计74.53万元。

睢宁县总工会工作人员杨建秋向记者出示了一本
明细账，上面记录了各类帮扶产品：雪山咖啡、牦牛肉、
藏羊肉、蕨麻、冬虫夏草、珠姆寿酒……

“全都是稀罕货，平时想买都买不到。”杨建秋说。
今年3月，睢宁县总工会、经发局收到江苏省总工

会发来的通知，要求加强2024年度东西部协作治多消
费帮扶工作。

“玉树牦牛肉，名气大得很。要是能买到当地真正
的草膘牦牛肉，那对睢宁消费者而言，口福不浅呢。”睢
宁人高先生说。和他一样对此充满期待的，还有很多
人。

治多县生态畜牧业合作联社秘书永吉向杨建秋详
细介绍了他们的特色农产品。除了玉树牦牛肉，还有
阿米雪雪山咖啡，被称作野生“玉树人参果”的蕨麻等。

不出一个月，采购治多县消费帮扶产品计划表制
定完成，睢宁共29家政企单位积极报名帮扶，共采购
18种治多县农特产品，采购金额共计74.53万元。

一辆辆货车一辆辆货车““满载而归满载而归””

当扎西江才运送的货物抵达睢宁的第二天，杨建
秋和同事一大早就来到冷库配货，并通知各单位前来
采购治多县的帮扶物资。

不出所料，这批高原农特产品受到睢宁人的热忱欢
迎。其中，仅牛排的“抢购”量便达到了1500多公斤。

货物分完后，扎西江才收到消息，让他将货车开往
睢宁县邱集镇，装一车大米回去。

据悉，这是中共睢宁县委常委曹昌魁的提议。此
前，他是治多县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因睢宁与治多两
县开展东西部协作交流调研，曹昌魁被派到睢宁挂职。

对于治多县的情况，曹昌魁很是了解：“治多县受
到高海拔、气候条件等因素制约，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
易，本地也不产大米，需要从外部市场购买。”恰好，睢
宁盛产优质稻米，“回去顺带捎上一车，不仅能节约运
输成本，还能让咱高原的牧民吃上来自睢宁的香米
饭！”

这显然是一种互补并互利的做法。睢宁慧众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准备这份“回单”。他们拿出了十足
的诚意，挑选了知名品牌“仝海香米”“仝海大米”等品
种，并以大幅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折算。

5.3吨大米备货完毕后，仝海米业公司负责人邱冬
梅与扎西江才热情攀谈了一番。

“睢宁地理标志性的大米也能在3000公里外的青
海省治多县，打出名声。”邱冬梅作出这样的判断，两地
的消费帮扶行动，同样也给睢宁带来了机遇。

（通讯员 玉树宣） 诊疗、授课、科研指导……医院里，他
们是倾囊相授的老师；义诊、筛查、免费手
术……医院外，他们是守护光明的医者。
他们带着援青的使命而来，为解除痛苦带
来光明的医生，也是躬耕杏林传道授业的

“先生”，他们在江源大地用爱诠释着援青
的崇高精神和丰富内涵……他们就是北
京市第五批第二期组团式医疗援青干部，
北京同仁医院援青医生徐军、北京友谊医
院援青医生颜繁诚。

2023年徐军和颜繁诚两位医生的到
来，为这片土地上的眼疾患者带来了新
的希望和曙光。他们成功开展了白内障
超声乳化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术、荧光素
眼底血管造影检查、视网膜激光光凝治
疗等，并系统开展了玉树州青光眼患者
的诊断和手术治疗，标志着玉树州白内
障、青光眼及眼底病患者无需再冒着错
过诊疗最佳时机的风险，长途跋涉前往
外地治疗，在本地就能接受到专业且有
效的治疗。这些眼科新技术的成功开展
不仅为患者带来了实质性的帮助，更为
玉树地区眼科医疗事业开启了新篇章。

徐军和颜繁诚的工作并不仅限于
此，他们不仅为患者带来了治疗的希望，
还助力玉树州人民医院眼科实现了全面
的提升，实现了管理制度完善升级、临床
工作强基固本、科研创新填补空白、骨干
人才联合培养、医疗扶贫人文关怀等跨
越式发展，为玉树州人民医院眼科的未
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援青工作不仅是要为当地
‘输血’，更要完成‘造血’，为当地培养一
批真正带不走的业务骨干，让玉树的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医疗
服务。”徐军说。

一年来，徐军和颜繁诚通过“师带
徒”带教机制、临床一线工作交流、集体
授课多管齐下，培育了浓厚的科室学习
氛围，同时，他们利用在线会议等数字化
手段，开通了京、玉两地线上定期会诊，
充分依托援派医院的专科优势，共享疾
病诊疗教学资源，并把白内障、青光眼、
眼底疾病等眼科领域的新技术、新理论

传授给玉树本地医生，真正惠及玉树百
姓。在他们的努力下，已有多名医生能
够独立开展眼科相关诊疗工作。

面对偏远地区患者就医难的问题，徐
军和颜繁诚除去工作日的坐诊治疗外，定
期奔赴偏远贫困牧区义诊，他们上山下
乡，对高原地区常见病高血压、青光眼、关
节病等疾病的诊疗进行科普宣教，并将海
拔4300米的玉树市隆宝镇代青村发展为
玉树州人民医院眼科首个长期义诊点。
颜繁诚在隆宝镇代青村义诊后，更是决定
尽己所能，为当地五保户进行了免费白内
障手术。 （特约记者 南加曲措）

本报讯（特约记者 南加曲措）5月25
日下午，备受瞩目的“大美青海·高原足
球”超级联赛（以下简称“青超联赛”）玉
树赛区首站赛在玉树市赛马场火热开
幕，百余种玉树特产亮相赛场，这不仅是
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足球盛宴，也是一场
玉树优质农产品的集中展示。

当天，玉树牦牛队、黄南热贡艺术队
两队球员驰骋在绿茵场上，你追我赶、争

相竞逐，全力以赴展开较量，现场观众欢
呼不断。

赛场外的农畜产品展销推介区人潮
涌动，烟火气十足，酸甜细腻的牦牛酸
奶、飘香甘醇的黑青稞啤酒、浓郁香醇的
牦牛奶咖啡……玉树特色农畜产品琳琅
满目，购买特色产品的群众络绎不绝，各
摊位前生意火爆。

为助力“青超联赛”讲好农牧品牌故

事，玉树充分利用赛场优势，搭建农畜产品
展销推介区，组织玉树州50余家农畜产品
生产企业合作社进行集中展销，带来了150
余种特色产品，通过设置特色产品展销区、
特色产品直播带货区、特色美食品鉴区三
个板块，让玉树市的牦牛酸奶、黑青稞饼
干，称多县的牦牛绒手工艺品，囊谦县的黑
青稞啤酒、藏红盐产品、芫根饮料，杂多县
的冬虫夏草，治多县的牦牛奶咖啡、牛羊绒
制品，曲麻莱县的牦牛肉制品、扎什加羊肉
制品等上百种优质农产品纷纷亮相赛场，
当天的销售额达10万余元。

“这次的‘青超联赛’给了我们一个
很好的平台，能够推介玉树的特色产品
和非遗文化，我感到非常开心，希望以后
这样的活动越办越好！”玉树州柏朗祥碧
传统藏香有限公司负责人南卡说。

此次超级联赛是青海首次提出“涉
农”参赛资格，首次实现“农体文旅商”深
度融合办赛。通过“品牌足球赛事+特色
农畜产品展销+特色文旅产品展示+特
色文艺节目展演+线上线下宣传推广”的
方式，讲好“净土青海·高原臻品”故事，
打响农牧产品品牌，带动旅游、促进消费
释放新动能。

本报讯（特约记者 才仁琼措）5月25日，由玉树州
委宣传部、州农牧和科技局、州科协共同举办的玉树州
2024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成果展示活动在玉树州
赛马场举行。

据悉，科技活动周是一年一度面向社会公众的全
国性、群众性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是弘扬科学精神、宣
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展示科技魅力、倡导创新
创业的重要平台。此次活动以“弘扬科学家精神 激发
全社会创新活力”为主题。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通过观看科技服务成效的微
视频、观摩展板，了解了科技特派团、科技特派员工作
站服务基层情况以及取得的科研成果。科技特派团部
分专家在现场以解答的形式对玉树黄蘑菇干制技术及
营养价值、芫根高效种植技术开发、玉树牦牛繁育、饲
草料加工调制、牦牛健康养殖等进行科普宣传。州农
牧和科技局与玉树农商银行签订合作协议。

据了解，下一步州农牧和科技局将持续深入开展
好科技服务和科普宣传工作，做到科技助推产业振兴，
科技为产业赋能，推动玉树州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芳菲五月，天蓝水清。在非遗传统书
法传承点的课堂上，索南文江正用心地通
过小黑板向学生们传授藏族传统书法的
精髓。他的课堂，总是吸引着众多对传统
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慕名前来。

索南文江，1984年出生于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果青村，7岁时，跟随父
亲学习藏文书法，他是家族第四代传承
人。索南文江感慨道：“父亲的书法造诣虽
不算高，但他对书法的热爱深深感染了
我。他不仅是我学习书法的启蒙老师，更
是引领我走进传统艺术殿堂的一把钥匙。”

随着时间的推移，索南文江对书法
的热爱愈发浓烈。1997年，他踏上了漫
长的求学之路，在昌都和热贡等地拜访
了多位名师，不仅深入学习了藏文语法、

诗歌、修辞学等藏文化知识，还系统掌握
了多种藏文传统书法的书写技巧。多年
的学习与实践，使他在书法领域逐渐崭
露头角，他的作品在省级、州级、县级书
画展览和分享会上，得到了藏族书法界
老师和专家的认可。

2019 年，索南文江被正式评为玉树
市第三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项目藏族传统书法代表性传承人、玉树
市书法协会主席。

索南文江深知，作为一名书法传承人，
肩负着将这一宝贵文化遗产传承给后人的
重任。因此，他始终将传承和发扬藏文书
法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我一辈子就做
好了这一件事，要是藏文传统书法传不下
去不就白写了？”望着工作室旁的学校里嬉

戏的学生，他说：“我的梦想就是让藏文传
统书法在玉树的中小学中得到普及。”

为了实现自己藏文传统书法进课堂
的梦想，索南文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自2014年起，他同时担任了玉树市巴塘
乡小学、玉树州职业技术学校、玉树州利
民职业技术学校等学校的藏文书法老
师。他不仅在课堂上传授书法技艺，还
利用周末时间免费为学生进行辅导。他
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赢得了学生和
家长们的广泛赞誉和尊敬。

如今，索南文江已经培养了3000多
名学生，其中有50多名学生正在从事藏
文书法相关行业。他们不仅传承了索南
文江的书法技艺，更传承了他对书法的
热爱和执着精神。（特约记者 索南拉藏）

青海运来一车车“稀罕物”
玉树特色农畜产品亮相“青超联赛”

2024年玉树州
科技活动周启动

笔尖上的非遗墨香正浓

只为玉树留下一支带不走的眼科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