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岭南和高原的双向奔赴

2015 年，曾诚作为援青博士团成员，来
到青海省妇幼保健院挂职副院长，开启了为
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之旅。一年期满后，他并
未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利用自己的节假日时
间，义务坐诊、带教、手术，十年间，他数十次
踏上青海这片土地，为这里的医疗事业贡献
自己的力量。

“我会给自己设定每年去青海的次数，至
少两三次，最多的一年去了四次。”曾诚坦言
道，“其实我很惭愧，这次清明假期是今年第
一次来青海，预计三周后再来。”他刚离开青
海，便已开始筹划下一次的行程。

从南到北，从平原到高原，地域的差异并
未成为他前行的羁绊。“青海地广人稀，医疗
资源分布不均，了解到许多患者在辗转求医
的过程中耽误了病情，这让我深感痛心。”曾
诚说。在援青的第一年，他深入八个市州，行
程逾九千公里，开展基层义诊和授课活动。

“行程遥远、海拔高，去一次不容易，所以每次
安排得都很紧凑。我不只看妇科，全科都看，
还穿插着讲座和授课。”

一条条洁白的哈达、一面面鲜红的锦旗，
见证了他的付出与奉献。曾诚感慨地说：“我
能感受到他们的淳朴和善良。虽然有些患者
和我语言不通，但他们会紧紧握住我的手，一
直说着‘谢谢医生’，青海人民的感谢是发自
内心的。有时候看到患者家属面对着医院的
墙壁祈福，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虔诚和期
待，这种触动让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
值得的。”

在曾诚看来，每一次的青海之行都是一
次心灵的洗礼。10年的时间，他见证了无数
患者从病痛中走出，重拾生活的信心。有人
带着不孕的困扰找到他，经过治疗多年后带
着孩子来看他；有人在手术台上经历生死考
验后重获健康；还有癌症患者在他的精心治
疗下，多年后仍坚强地活着。这些，都是曾诚
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他职业成就
感的源泉。

“援青十年，有人说是坚守。但对我来
说，是我离不开青海。”曾诚深情地说，“一
方面是离不开患者的信任，我的微信里就
有两个青海的患者群，我每天都会收到他
们的咨询，他们的信任是我们做医生的最
大动力。另外，我也离不开同事的关爱和
关心。每次到青海他们都带我品尝青海的
美食、带我去‘浪’了很多次山。在青海，我
收获了很多友谊和关爱。我愿意为青海贡
献力量，因为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
乡。”

援青十年，见证高原医学进步

“援边是我20年来的心愿。”曾诚回忆起
自己报名援青的那一刻，“当时，我刚从手术
室出来，下一台手术又紧接着开始，我急匆匆
地填好了报名表。”终于，踏上了这片既向往
又陌生的土地，心中满是激动，但也夹杂着一
丝不安——能否真正为这片土地带来帮助，
作出贡献？

医疗设施不足、医疗基础薄弱、人才队
伍欠缺……这些问题在十年前的青海省妇
幼保健院尤为突出，虽然是个专科三甲医

院，但实际规模仍然偏小。当曾诚通过院长
了解到一年的妇科手术只有个位数时，他具
象化地感受到了当地医疗条件的严峻，也更
加坚定了帮助当地医疗人员提升能力的决
心。

出诊、手术、带教、讲座……曾诚的身影
忙碌于医院的各个角落。一年的时间里，他
临床带教诊治门诊病人5000余人次，手术示
范带教三级、四级疑难手术126台，开展新技
术7项。在他和妇科同事共同努力下，青海
省妇幼保健院妇科手术量、妇科年门诊量实
现明显提升。

“我们医院的中医发展，也得益于曾
诚。”青海省妇幼保健院院长赵成茂感慨地
说道。曾诚初到青海时，医院里还没有中医
科，也没有中药房，患者们只能到马路对面
的中药批发市场去自行购药。作为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岭南罗氏妇科流派”的第四代
传承人，曾诚主动牵头，成功建成了中药房，
并协助成立中医妇科、中医儿科、中医妇保
科等科室。他还结合自己的丰富临床经验，
针对青海高原地区干旱、寒冷、缺氧的独特
气候特点，精心制定了40多个临床协定方，
并在全院范围内进行推广，极大地提升了医
院的中医诊疗水平。

挂职结束后，他依旧心系青海。积极推
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青海省妇
幼保健院建立了医疗技术帮扶关系，促进两
地间访问交流。牵线联系国家级中医流派岭
南罗氏妇科，挂牌成立岭南罗氏妇科流派传

承工作室青海工作站。
10年的时间，青海省妇幼保健院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床位从几十张增加到如今
的300多张，手术量每年都能达到近千台，门
诊病人总量和住院人次更是呈几何倍数增
长。如今的医院，已经覆盖妇科、妇保、儿科、
儿保、新生儿 ICU 和产科等多个科室，成为
了一个专科链丰富的三甲医院。

2018 年、2022 年，曾诚分别成为青海省
高端创新人才柔性引进领军人才、青海省昆
仑英才计划杰出人才。“青海给了我很大的发
挥空间，所有人都如此信任我们，给予我们认
可和支持，那我更要践行‘守护青海这片广袤
土地上民众健康’的承诺。”曾诚笑着说，“我
与青海，其实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深情厚
谊。”

以医带教，让先进技术在高原扎根

线上线下号源秒空、诊室外的廊道上坐
满患者……这样的景象在每一次曾诚来青海
坐诊时都会上演。“我每天最多能看60个病
人，还要加上四五台手术。”望着诊室门口焦
急等待的患者，他不禁深思，如何才能让先进
的医疗技术在这里扎根。“即使我离开了青
海，我也希望我的同事们能够继续运用我留
下的技术和方法，继续为青海的患者服务。
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发挥长效机
制，关键在于组建一支留在青海的高素质人
才队伍。”曾诚说。

为此，曾诚创立了“1+1+4”人才培养模

式，即培养1名高级职称人员专攻妇科手术，
1名高级职称人员专注疑难病的中医或中西
医结合诊疗，4名年轻医生管病床的同时，轮
流到专家门诊跟诊学习妇科疾病的诊疗思路
和规范。

作为医生，曾诚同时也是一位老师。十
年来，除了讲座，病房、诊室、手术室……都是
他传授知识的课堂。他将制作的讲课课件慷
慨赠予医院，将宝贵的临床经验整理成模板，
供医护人员学习；他精心制作了200多个手
术视频，供医护人员深入钻研。他还多次邀
请广东的专家赴青海开展讲座，并先后安排
了127名医护人员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进行轮训学习。

“我从一个对基础操作都感到忐忑不安
的新手，成长为了如今能独当一面的医生。
曾诚博士功不可没！”提及跟随曾博士学习的
十年历程，青海妇幼保健院医生梁未雯感慨
万千，“这十年间，曾博士倾囊相授，从细微的
缝合手法到宏观的诊疗思维，无不耐心细致
地指导。在他的课堂上，我总能接触到最新
的医疗技术，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在妇科疾病
诊疗方面的先进理念。”梁未雯的成长历程，
正是众多在曾诚指导下结出累累硕果的医者
的一个缩影。

曾诚的教学不仅限于医疗技术，还包
括沟通技巧。“我们要用患者听得懂的话来
解释病情。尤其是女性患者，心思细密，更
要多点耐心。”他常常强调，要将人文关怀
贯穿于每一位患者的诊治过程中。“他很细
致，语气很好”。这是患者们对曾诚的一致
评价。

为了进一步推动青海省妇幼保健院学科
体系建设和人才梯队建设，曾诚成立了青海
省妇幼保健院“曾诚人才培养基金”，并四处
积极募集社会友好人士捐赠。截至目前，曾
诚累计向基金无偿捐赠和募集注资190余万
元，受益专业技术人员138人次，表彰科研、
新技术、新项目50项。

谈及未来，曾诚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医疗
人才的培养和科研创新。“我们可以让青海的
年轻医生参与课题，将他们的临床收获以科
研的形式展示出来，帮助他们提高科研能力
和创新能力。”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提
升医生的诊疗水平，还能在医学教科研方面
作出贡献。

“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更棒的身体，持续
援青，守护青海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民众。”这
是2023年曾诚在“曾诚人才培养基金”捐赠
签约仪式上所言。十年里，他用实际行动践
行承诺，将自己的心血与汗水无私地洒在了
这片高原之上……

（记者 措毛 摄影报道）

“雨露计划”是为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符合条件的
农村脱贫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新成
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一项政策补助。
为进一步提升政策知晓率，西宁市农业农村
局工作人员对“雨露计划”的主要内容进行
了解读。

“雨露计划”助学补助对象和补助条件
是什么?

答：我省正常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家庭（含监
测对象）中接受国内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
育的在校生，且在教育部学籍管理系统或人
社部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中注册正
式学籍的。户口已迁至学校所在地的在校
生，同样享受扶持政策。处于岗位实习（离
校实习）阶段和休学、服兵役后返校继续学
习的，可以继续进行补助申报（休学、服兵役
期间不予补助）。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
学校包括全日制的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
业高中、技工学校、高职院校、技师学院、普
通大专、普通本科，不含自考本科、成人函
授、网络教育和研究生（及以上）阶段。以上
学校类型包括公办和民办。
“雨露计划”助学补助标准是如何设定的？

答：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本科
生、高职（大专、技师）生，每生每学期 5000
元；中职（技工）生、预科生，每生每学期2500
元；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本科生每

生每学期3000元；高职（大专、技师）生每生
每学期 2500 元；中职（技工）生每生每学期
1500 元；预科生每生每学期 2000 元。学生
补助金额以当前学期所处学历阶段为补助
标准。享受雨露计划助学补助政策的同时，
不影响叠加享受国家教育资助政策。

“雨露计划”助学补助如何申报？需要
提供哪些资料？流程有哪些？

答：申报方式：一是学生通过“雨露信
易通”微信小程序进行申报。二是没有条件
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申报或申报系统关闭
等特殊情况的，学生可通过提交纸质件的方
式向其生源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进行线下
申报。申报资料：一是学生本人身份证正反
面彩色照片或彩色扫描件。二是学信网下
载的学生本人当学期学籍验证报告。新入
学或中职（技工、中专）等在学信网中无法查
询到学籍信息的，提供经学校学籍管理部门
填写并盖章的“青海省申报雨露计划助学补
助学生学籍证明”。审核流程：学生提交申
请→村级上报→乡级初审→县级审核→村
级公示→乡级公示→县级公示→进入资金
划拨流程。公示监督：各级公示不少于7日

（可同步公示），确定补助名单。公示内容包
括户主姓名、学生姓名、家庭住址、学校名
称、学历、入学时间、年级、补助金额、监督电
话。公示照片一律上传至“雨露信易通”信
息系统留存。对群众举报的不符合补助条
件的，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查实核准后取消
补助资格。对符合补助条件但未在防返贫
系统中标注学籍及其他符合补助条件因各
种原因错过申请时间的，经村“两委”干部、
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联合核实后，按上
述程序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进行人工校正，
落实补助政策，确保应补尽补，并在防返贫
系统及时标注学籍。

“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报及补助发放
是什么时候？

答：申报时间：春季学期，于 3 月 10 日
至5月10日期间组织申报，6月10日前完成
审核。秋季学期，于9月10日至11月10日
期间组织申报，12月10日前完成审核。补
助发放：每学期发放一次助学补助。春季补
助、秋季补助分别在每年6月25日前、12月
25日前发放到位。（未完待续）

（记者 李静 整理）

十年援青，医者仁心在高原盛放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解读

春耕春耕 进行时进行时·· 政策暖风政策暖风进乡村进乡村

“手术顺利，成功完成，出血量少，
确认为良性。”在青海省妇幼保健院手
术室门口，听到大夫的这句话，患者家
属难掩激动之情，立刻给亲人打去了
报平安电话。而主刀医生已经马不停
蹄赶往诊室，那里还有数十名患者在
焦急等待。这名步履匆匆的医生，便
是曾诚。这个清明假期，是他第20次
踏上青海这片土地，作为一名只在周
末和节假日出现的“特殊”医生，他在
假期期间共完成了 40 多名患者的专
家门诊和3台手术。

广州至青海，相距两千多公里。
从平原到高原，每一次抵达对曾诚而
言都是一次身心的挑战。10 年援青
路，时间见证了曾诚的坚守与奉献。
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他跨越千山万
水，频繁奔赴这片遥远的土地？又是
什么让他心中始终挂念着这片土地，
难以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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