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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援青，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下，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和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

东6个援青省市的援青干部人才跨越山河，扎根高原、奉献青海，为青海留下了真金白银的支持、交往交流交融的情

谊、改革发展的经验理念和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让青海各族群众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

的温暖——

近观

“有些土地走进去，就长在了心里。”
第五批援青干部即将离开青海时说的这
句话，浓缩和交织着万千滋味。

采访中，他们总会花很长时间讲述在
青海的耕耘。然而临到尾声，无不感慨：
比起自己留给青海的，反而是这片土地留
给他们的烙印，此生难以磨灭。言及此处，
他们湿了眼眶。

这烙印，是生理极限与繁重负荷锻造
的意志韧性，但也许不止于此，唯有亲历援
青者方能懂得，与青海的相遇，在身体留下
痕迹，于意志得到磨砺，而最难忘的，是心
灵的彼此照亮。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生命垂危的牧民
将全部信任托付给“曼巴”，用最本真的方
式表达感激。这份沉甸甸的信任，让医者
感到无比被需要，职业信仰愈发纯粹。这
种彼此照亮，是医术挽救生命，是患者赤诚
的感激点燃仁心之灯。

果洛藏族自治州草原上，麻切仁措激
动开启上海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追溯

“破茧时刻”，汤声声与援青伙伴倾注心血，
为女孩一家托起梦想。这份彼此照亮，让
少女不敢奢望的音乐梦点燃汤声声的教育
心火，也是援青干部汤声声的无私投入，播
撒下希望的火种，点亮更多牧区孩子的心
光。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援青农牧专家周
磊的足迹深印四县百余村社。他进到牛
圈倾听，指尖沾泥，笔记满载，只为破解

“靠天吃饭”的困局。这种彼此照亮，在牧
民心底燃起希望，也实现了援青人心中的
抱负。

援青，不是单向的给予。对于援青干
部，匮乏的环境却让心灵丰盈——那是人
际间本真的温度，是跳动不息的初心，是参
与历史进程激荡的报国志。这团由高原淬

炼的心火，足以煨暖余生征途。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青海时曾深刻指

出：“包括教育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
援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
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盼和党中
央的深切关怀，2022年7月，第五批援青干
部跨越山河，虽力如涓滴，但他们的青春已
融入青海。

“那一刻我感觉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宝贵的人生价值”“不
是我改变了高原，是高原重塑了我”“我离
开了，但‘阿尼玛卿’组合会一直留在果
洛”……

对于援青干部来说，这原本陌生却用

脚步丈量过的每一寸土地，与心灵的肌肉
长在了一起，最终沉淀为一句：“此心安处
是吾乡。”

在这片苍茫而纯净的土地上，拓宽
的是心灵的疆域，收获的是心灵的净
土。当问援青动力何在？是晋升的跳
板？是履历的增色？何梅芳在援青感悟
中写道：“援青是一种使命、一种担当、一
种奉献，也是一次难得的心灵旅程和人
生历练……是一件备受肯定和充满幸福
的事情。”来援青，的确不同于在内地的常
规工作，而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更远超
普通的工作经历。

天地有大爱，接过援青的“接力棒”，新
的感动，将在这土地上续写。

从浦江之畔、渤海之滨到江河源头，一
个个具体的故事，无声诠释着何为“江河同
脉，山海情深”。在能长进心里的土地上，
心灵的对话、情感的共振、发展的进步，拼
缀出中华民族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璀璨星
河。

本报讯（特约记者 郑思哲）夏日的金银
滩草原绿草如茵，白云萦绕雪山，宛如一条
玉带，轻束在少女腰间。其青翠的“裙摆”
之上，牛羊如缀饰流转其间。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湟水源白藏羊
繁育基地内，负责人东知布一边记录数据，
一边调整饲料配比，忙得脚不沾地。看着
一只只毛色光亮、体格健壮的藏羊，东知布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你的羊怎么样了？”此时，一个淳厚的
声音从门口传来。

“呦，这不是周主任嘛，上周羔羊腹泻，
要不是您及时指导用药，损失就大了！”东
知布一看来人是周磊，马上双手前伸，快步
迎了上去。

二人双手相握的那一刻，一个眼中写
满了感激与敬佩，一个眼中充满了鼓励与
欣慰。

这场景，描绘了山东援青干部、海北州
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管委会副主任
周磊与东知布之间的深厚情谊，也正是对
口援青以来，无数像周磊这样的援青干部
与当地干部群众携手并进、共同奋斗的真
实写照。

三次延长援青期限、六年坚守奉献，周
磊将先进的农牧技术带到这片雪域高原，
用执着的追求铺就了一条知识与汗水交织
的援青之路。

这条路，是跨越山海的奉献之路，是播
撒希望的耕耘之路，更是携手共赢的同心
之路。

在这条路上，援青干部带着满腔的热
忱与坚定的信念，让更多特色优势产业从
无到有、由散而聚，因“寒”而立、凭“高”而
起。

“pH 值 5.82、溶氧量 12 毫克/升、水温
6.1℃，符合标准！”这些数据，已经牢牢印刻
在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冷水鱼繁殖和育
苗基地厂长刘立治的脑海中。每日8时，刘
立治都会来到基地养殖车间，走到鱼池旁，
仔细记录下数据，再开始喂鱼、清理鱼池等
工作。“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对口援青的帮
扶，来自祁连山间的冰雪、山泉冷水如何能

够养育虹鳟鱼鱼苗，通过‘陆海接力’构想，
连接黄海之滨，搭建起一条育苗到养殖的
冷水鱼产业链条！”

从八百里瀚海到三江源头，从青海湖
畔到河湟谷地，援青干部用担当与奉献，在
广袤的青海大地上书写着兴产富民的壮美
诗篇。他们用跨越山海的智慧，如春风化
雨般，悄然润泽着民生的土壤；如灯塔般，
照亮了青海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
憬。

如今已就读于青海民族大学思想政
治专业的索南吉的脚上，仍旧会穿着江苏
援青干部、海南藏族自治州高级中学校长
徐红芬赠予她的那双运动鞋。这双鞋，是
她心中最宝贵的物品，承载着一段跨越千
里的深情厚谊。“穿上这双鞋，去追逐你
的梦想吧！”徐红芬的话语温暖而有力，
至今仍鼓舞着索南吉不断向前。每当穿
上这双鞋，索南吉仿佛能感受到徐红芬那
份沉甸甸的爱与期望——在海南州高级
中学时，徐红芬给予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与教导，不仅在学业上耐心答疑解惑，更
在精神上给予了她巨大的鼓励和支持。

“正是因为有徐老师，我才能走出大山，
追逐梦想、学习本领，将来回去建设家
乡。”

习近平总书记 2024 年 6 月考察青海
时强调，包括教育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
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温暖。

这温暖点亮了巴塘草原发展的希望之
光。

回溯往昔，玉树地区电力基础设施的
薄弱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
善。为了改变这一困境，国家电网公司积
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全力推进玉树二回
330 千伏线路工程。今年，这条全长 516.8
千米的电力“天路”，将承载着特殊的使
命与意义，成为玉树地区发展的新动力
源。

这温暖深刻改变着青藏高原地区人民
群众的生命质量和精神面貌。

“自从玉树州人民医院建成血液净化
中心，我在家门口就能做透析，不仅没有
来回奔波的疲惫，女儿也能安心照顾好自
己的小家。”60 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
市居民卓玛如今的身体状况相较半年前
要好了很多。回想在西宁治疗的那几年，
对于卓玛一家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在
西宁得租房住，身边也离不开人，女儿一

直照顾我，顾不上自己的小家，那个时候
想放弃治疗了。”在北京援青干部的倾力
帮扶下，玉树州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于
去年 9 月正式成立，不仅为周边群众免去
了长途跋涉赴外就医的困扰，也极大地提
高了当地医疗服务水平，改善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

这温暖如同和煦的阳光，在援青干部
传帮带的细微之处绽放光芒。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院
长办公室内，一面特殊的锦旗记录着一个
历史性的时刻：2024年3月，澳门籍游客林
女士在青海旅游期间突发意识不清 1 小
时，被紧急送往海西州人民医院，经诊断
为急性脑梗死，需立即实施取栓手术。“虽
然有浙江援青专家团队的远程指导，但毕
竟动手实施手术的是我们，其实还是挺紧
张的。”负责当时手术的海西州人民医院
急诊科主治医师马天祥回忆起当天和急
诊科副主任医师巴特尔共同主刀的情景，
心中百感交集。二人独立完成高难度取
栓手术的经历，真实反映了对口援青带来
的深远影响——“得益于浙江援青医疗团
队设立的工作室，我们才得以系统开展颅
内动脉取栓、动脉瘤等复杂手术。”马天祥
说。

从“援青技术”到“青海能力”，青海特
色农牧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等产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民
生领域得到显著改善；专业技术人才不断
涌现，自主“造血”能力持续增强，江源大
地发生了脱胎换骨、气象一新的惊人之
变。

这变化，让曾经简陋的诊疗室变身现
代化手术间，牧民群众感叹“以前要去西宁
做的手术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做”；

这变化，让藏族学生麻切仁措成为首
位上海音乐学院果洛籍学子，从青藏高原
走入音乐殿堂，牧区学子考上心仪大学、奔
赴梦想；

这变化，使20家州县受援受扶医院转
诊率下降至7.49%，实现“小病不出县、中病
不出州”。

坚持受援地所需、支援地所能，援青力
量始终与青海发展同频共振。新征程上，
援青的薪火依然炽热。当新一批援青干部
背起行囊，接过“接力棒”，怀揣着对高原人
民的真挚情感，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
上，汇聚成滋润高原的甘霖，书写对口援青
新的篇章。

对口援青：江源大地绽放蝶变新颜

一次援青，彼此照亮
本报特约记者 秦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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