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全国一盘棋，相互帮助，特别是沿
海地区要帮助西部地区，发达地区要帮助欠
发达地区，都要找准角色。”对口支援是党中
央着眼西藏、青海工作大局作出的战略决
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谋划和推进
对口支援工作，开创了工作新局面。2022年
盛夏时节，青藏高原迎来新一批特殊的建设
者——第十批援藏和第五批援青干部人才。

三载寒来暑往，来自全国不同地区、行
业的援藏援青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带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
深情厚谊，扎根世界屋脊、建功雪域高原，同
当地各族干部群众一道团结奋斗，以实际行
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着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携手共同发展的壮丽篇章。

用心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

青海西宁，巍峨的元朔山下，果洛西宁
民族中学的红墙映衬着高原湛蓝的天空。

2022年 7月，来自上海的七位教育工作
者跨越山海奔赴这里，以教育援青为纽带，
在雪域高原播撒希望的种子。三年来，他们
不仅为学校带来 71.43%的本科上线率，更构
建起涵盖教学改革、师资培养、文化传承的
立体化支援体系。

“上海援青教师以不低于 1∶3的比例与
本地教师建立结对关系，受援地每年选派有
发展潜力的校级领导及学科骨干赴沪进行岗
位实践与研修，系统提升管理能力、专业素养
和教学水平。”上海市第五批援青人才、果洛
西宁民族中学校长常途说，外地教师“走进
来”，青海教师“走出去”，传统的教育支援升
级为东西部教育协同发展的双向赋能。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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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5 月 21 日，青藏高原平均海拔最
高的地级市西藏那曲迎来医疗事业的新突
破——那曲市人民医院获授“国家胸痛中心
（基层版）”认证。急性胸痛患者的救治时间
压缩至 30 分钟内，一条“家门口的生命通
道”就此打通。

这背后，是辽宁省医疗援藏团队推动的
“大那曲胸痛中心网络”建设。针对高原地广
人稀、基层医疗资源薄弱的现状，援藏专家创
新性提出“1+9+N”模式：以那曲市人民医院
为核心，带动 9家区县医院建立胸痛救治单
元，并辐射全市乡镇卫生院，实现基层首诊、
远程预警、分级转运、中心救治闭环体系。

“就像在藏北草原上撒下一张‘心电监
测网’，让每一例胸痛患者都能在诊疗中被
精准识别、科学处置。”辽宁省医疗人才“组
团式”援藏工作队队长、那曲市人民医院院
长贾祝强说。

唐古拉山脉另一侧，同样是医疗领域，
新的重大进展也正在青海发生。2025 年 4
月，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通过三级
综合医院验收，青藏高原自此实现地市级三
级医院全覆盖。

医院里，9台山东捐赠的血透机昼夜不
息运转，有效解决了透析患者治疗远、难、贵
的问题；鲁青眼科成为青甘交界地区的“光

明灯塔”，吸引着周边患者慕名而来……曾
经饱受白内障治疗、尿毒症透析不便等问题
困扰的患者，如今可以在家门口获得高效实
惠的治疗。

“我们的使命不仅是竖起三级医院的牌
子，更要在雪域高原上建起守护各族群众生
命健康的医疗高地。”山东省医疗人才“组团
式”援青工作队队长、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
院长李洪光说。

近年来，在多方支援力量持续赋能之
下，青藏高原医疗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先
进诊疗设备一应俱全，为精准治疗提供了有
力支撑；“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培养模
式，带动本土医疗人才持续提升技术水平；
医院管理模式持续优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
大突破……西藏、青海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与进步，促进了各民族同胞健康福祉的共
享。

三年来，援藏援青工作始终以增进民生
福祉为重，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答卷——
在西藏，80%以上援藏资金向基层民生倾
斜，累计实施 1400余个民生项目，构建起覆
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立
体支援网络；在青海，20家州县受援医院累
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1300余项，成功救治急
危重症患者 18.27 万人次；高等院校实现跨
越式发展，中小学校园焕发现代化新颜，一
支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快速成长……实实
在在的惠民举措，让各族群众从心底里感恩
总书记、感恩党中央。

心手相牵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
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进一步
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
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进入夏季，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
昂拉乡德吉村，黄河水澄澈如碧，白墙彩檐
的藏式民宿错落有致地铺展在山水之间。

达巴，在全村第一个开办民宿吃上“旅
游饭”。几年前，通过易地搬迁，这个世代生
活在昂拉乡海拔 3000多米山地的藏族家庭，

搬入了德吉村安置点。在华能集团对口支
援之下，针对搬迁群众量身定制的文旅产业
培训，让这个藏族汉子成为了“藏式民宿主
理人”。

“现在，全家经营民宿和餐饮，加上屋顶
光伏发电的收入，年收入稳定在 9 万元左
右。”望着院里新栽的格桑花，达巴感慨道，

“过去靠天吃饭，现在靠双手致富！”
“我们运用好生态资源禀赋，持续深化

‘清洁能源+生态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模
式，让更多群众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产业发
展的主力军，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的目标。”华能集团援青干部，尖扎县委副
书记、副县长蔺通说。

从领取补贴到主动创业，从传统劳作到
现代经营，从个体发展到带动乡邻……援藏
援青干部人才“带着干”，受援地区干部群众

“自己闯”，双向奔赴之间，雪域高原高质量
发展内生动力更足了。

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极其特殊。如何
激活资源禀赋潜能，实现从传统农牧业到现
代产业的转型？援藏援青干部人才积极探
索，培育特色新兴产业，架起东西部协作跨
越式发展的桥梁。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龙羊
峡水库，直径逾百米的环形养殖网箱星罗棋
布，高寒环境中生长的冷水三文鱼在这里茁
壮成长。通过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小组团”
援青项目的支持，当地突破苗种繁育、市场
推广等瓶颈，实现三文鱼国产化养殖。如
今，龙羊峡三文鱼在国内市场份额超三分之
一，出口货值占全国同类产品 98%，成为“高
原造”走向国际的标杆。

与此同时，一批“小而精”的援青项目在
高原落地生根：上海团队开发特色旅游产
品，打造黄河女儿湾等特色景区，全力提升
更多“品质化”旅游体验；科技部援青干部攻
克寒地小龙虾越冬难题，打造出高原地区的

“龙虾经济”；北京市援青力量推动玉树牦牛
产业标准化，带动牧民户均增收万元……这
些“小组团”项目以科技为纽带，将高原资源
禀赋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让发展成果惠及

更多群众。
同样在西藏，三年来，第十批援藏干部

人才围绕高原特色农牧、清洁能源、绿色工
业等西藏九大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落实援藏
资金 166.54亿元，实施项目 2900多个。

2024 年 8 月 1 日，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
口货物查验场正式封关启用。这场“通关改
革”正在推动青藏高原从内陆开放“末梢”向
联通南亚的开放“枢纽”转变。

集装箱货物在市区完成查验后，在日喀
则聂拉木县樟木口岸只需更换车头即可直
通尼泊尔等南亚国家。这一创新举措使货
物通关时间压缩 60%，显著提升了跨境物流
效率。数据显示，封关运行至今已实现报关
单 60 票，货重 1015 吨。2024 年陆地港进出
口额达 36.07亿元，同比增长 41.84%，充分彰
显了开放平台对区域经济的强劲拉动作用。

陆地港深度整合海关、边检、商务等多
部门职能，打破传统监管壁垒，构建“一次申
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全域通行机制。
通过搭建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全链条
信息互联互通，彻底改变过去各部门“信息
孤岛”式的分散作业模式。上海市第十批援
藏干部人才联络组组长，日喀则市委副书
记、常务副市长彭一浩说：“这种通关改革不
仅优化了营商环境，更通过开放通道建设，
激活了西藏面向南亚的贸易潜力，真正实现
了以开放促发展、以联通促共赢。”

三年来，援藏援青干部人才深化“授人
以渔”的支援理念，持续推动从“输血”到“造
血”的转变，通过强化科技赋能、激发内生动
力、扩大对外开放，一批“家门口”的富民项
目、特色产业拔节生长，一条可持续的高质
量发展路径清晰可见。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024年1月7日，北京国家大剧院穹顶之
下，流淌着雪域江河的壮美音符。从青海果
洛草原走出的民族乐队与上海音乐学院援青
教师汤声声同台演绎“守护三江源”大型生态
情景音画《从黄河到长江》民族音乐会。

援青期间，汤声声带领当地群众，将果
洛本土的 6种非遗乐器与西洋乐器、高科技
舞美等跨界融合，创新制作出广受当地孩子
欢迎的音乐思政课。2023年起，小分队跋涉
海拔 4900米雪山天险，足迹遍及果洛全域六
县，32场音乐思政课让党的好政策以更加鲜
活、贴近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群众的淳朴让我印象深刻，演出结束
时也久久不愿离开。当他们眼含热泪鞠躬
致谢时，我真正理解了文化认同的力量。”回
忆起巡演场景，汤声声动容地说。

对口支援西藏青海，不仅为当地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力，更奏响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乐
章。

在北京与拉萨之间，50余所学校的 3000
余对学生结成“学伴”，建立起跨越地域的长
期友谊；2024 年 4 月，西藏首次组织以“00
后”为主体的 145 名昌都市新录（聘）干部，
前往对口援藏省市天津、福建、重庆进行跟
岗学习，为未来发展积蓄力量；2024年 7月，
林芝市中小学 295名师生分组分批前往广东
开展“石榴籽一家亲”青少年手拉手研学实
践活动，与当地同龄人分享生活点滴，增进

了解与认同……
交往交流交融的暖流，在广阔领域里奔

涌，血脉相连的情谊，也时刻闪耀。
2024 年 4 月，上海市虹口区鲁迅公园

旁的彩虹献血屋，迎来了两位特殊的献血
者——青海省玛沁县人民医院的智华尖措
与达日县人民医院的那保。

作为青海省首批医疗“双向组团”人才
培养项目成员，这两位来自高原的藏族医
生，选择在黄浦江畔卷起衣袖，用热血传递
雪域高原的温情。

“沪青两地血脉相通，作为医务人员更
应践行这份情谊。”智华尖措目光坚定，“上
海长期以来对果洛医疗事业的支持让我们
深受感动，参与无偿献血，是我们对第二故
乡最直接的回报方式。”

三年来，广大援藏援青干部人才作出了
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真正体现了缺
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
高的精神品质。

徐红芬是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副校长，
援青任青海省海南州高级中学校长。2014
年，她就曾前往新疆尼勒克县武进高级中学
支教，2022年她与同为教师的丈夫郝干伟再
度启程，踏上了三年援青征程。

积极推行学校改革，带领本地教师开展
课题研究、设立“茉莉花开”助学金……这对
援青伉俪舍“小家”为“大家”，克服高寒缺氧
等各种困难，书写教育事业的“大爱”。

他们曾给远在江苏常州的女儿写下一
封家书：“丫头，为了西部地区孩子们的明
天，我们的小家暂时不能团圆不算什么。”

“亲爱的爸爸妈妈，虽然我们相隔千里，
但我知道，在遥远的青藏高原之上，你们用
大爱育人，照亮了孩子们的未来，也让我更
加明白责任与担当的意义。”女儿在回信中
写道。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
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三年来，承担对
口支援任务的有关省市、中央和国家机关部
委及人民团体、中央企业和广大援藏援青干
部人才，为推动西藏、青海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舍弃
常人所拥有的、放弃常人所享受的，扎根雪
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对于广大党员、干
部在雪域高原的奉献牺牲，习近平总书记充
分肯定。

无惧风霜雨雪，矢志艰苦奋斗，永葆奉
献本色，广大援藏援青干部人才一茬接着一
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以实际行动传递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

新华社记者 熊丰 魏冠宇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共绘雪域高原同心圆
——第十批援藏和第五批援青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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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俊遗失河海大学就业协议书一
份（甲乙联），声明作废。

邢俊遗失河海大学就业推荐表一
份，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穿越历史的尘烟，有一种记忆
永不磨灭。

88年前的今天——1937年 7月
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炮轰卢沟桥畔
的宛平城。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儿
女气壮山河地抗击，拉开全民族抗
战的伟大序幕。

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坐
标，激荡着国人的心。今年是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80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
88周年。

宛平城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庄严矗立。7日上午，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 88周年仪式暨《为了
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
幕式在这里举行。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珍爱和
平 开创未来”——纪念馆正门两侧
16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既是展览主
题，更是血火淬炼出的历史回响与
深刻启示。

9时，仪式开始。激昂的《义勇
军进行曲》在纪念馆前的广场上奏
响，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中华儿
女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

“现场齐声高唱国歌的声音铿
锵有力，让我非常振奋。作为新时
代的少先队员，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知识、长本领，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
基因，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让胸前
的红领巾永远飘扬。”仪式现场，初
中学生张钰贺心情激动。

向抗战英烈默哀、敬献鲜花……
随着仪式的进行，人们走进纪念馆

序厅，将花束摆放在象征中华民族
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
前，深深鞠躬致敬中华民族威武不
屈的脊梁。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纪念，就是
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了和平而牺牲的
前辈先驱，唤起人民对历史的铭记、
对和平的坚守。让任何否认侵略事
实、歪曲历史的言行在阳光下无处
躲藏，让持久和平的信念深入人
心。”开国少将王耀南之子王太和深
有感触地说。

大厅顶部的星光屏里，一片群
星闪耀——对于这一全新设计，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
介绍：“群星象征着抗战时的四万万
同胞；星星向中心移动汇聚，象征着
人民群众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万众一心、共同抗战。”

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抗日战
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
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这一星光屏的策展巧思就是生动写
照。

八个部分、1.22 万平方米的展
览面积、1525张照片、3237件文物，
全面回顾抗战烽火、峥嵘岁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最早发布的《对日战争宣言》，赵
一曼烈士从被捕到英勇就义的详细
档案等，不少珍贵文物文献在此展
陈；

多种手段情景还原东北抗联艰
苦斗争、台儿庄战役、地道战、百团
大战等场景，让人们身临其境；

浮雕《一二九运动》、雕塑《我要
去延安》等颇具观赏价值的艺术雕
刻，进一步强化主题叙述理念，提升
展览艺术氛围；

定向音箱点播收听抗战歌曲、
抗战家书视听空间、由 5000多张抗
战老照片组成的照片矩阵等，展览
利用技术手段增强交互性，丰富情
感体验；

…………
贯穿历史与现实，丰富详实的

展陈、艰苦卓绝的抗战场景，给观众
深深的震撼。

“照片定格历史、文物承载记
忆，它们让我们更加深刻体悟到伟
大抗战精神的磅礴力量和穿越时空
的时代价值。”参观展览后，青年干
部孙大鹏体会很深。

展览精心设计的光影效果，持
续赋能主题表达，丰富意蕴内涵。

在“罄竹难书 日本侵略者的法
西斯暴行”部分，灯光和背景骤然变
昏暗，将参观者拉入那段沉痛的历
史；当进入“伟大胜利 中华民族走向
复兴的历史转折点”部分时，温暖渐
亮的灯光色彩象征抗战奔向光明。

“从悲怆走向胜利的情感氛围
营造增强了展览的感染力，更容易
激发观众的共情共鸣，让我们真切
体会到抗战胜利成果来之不易、和
平之可贵。”观展过程中，教师车姗
颖对此印象深刻。

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
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全体中华
儿女前赴后继、勠力同心，用生命与

热血谱写全民族抗战的壮丽史诗。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

展览特别设置“弘扬伟大抗战
精神 深切缅怀抗战英烈”专区，通
过铭刻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等方式，用最深沉的敬意缅怀先
烈。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每
一位英烈都是一座丰碑，他们的爱
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都是
激励我们今天勇毅前行的不竭精神
动力。”青年干部曲斌说。

鉴往事，知来者。
步入“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携

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部分，墙面
上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和独立自由勋
章映入眼帘，熠熠生辉。该部分展
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
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同
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
未来。

新征程上，伟大抗战精神激励
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民族复兴的嘱托刻进我的心
田，先辈的精神化作我前行的力
量。面向未来，我们这代青少年将
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不负
使命担当，绽放出属于我们的时代
光芒。”初中学生朱疆谕坚定地说。

新华社记者 范思翔 齐琪 罗鑫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以伟大抗战精神赓续和平正义薪火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

平》主题展览开幕式速写

7月7日，运城舰起锚离开昂船洲军营码头。
7 月 7 日上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圆满结束为期 5 天的访问，驶离

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欢送仪式。
新华社发（贾晓鹏 摄）

在西藏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娘蒲乡中心小学，孩子们把自己做好的手抄报展示给岭南师
范学院支教队队员胡正培（2024年9月3日摄）。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 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记
者 谢希瑶）记者 7 日从商务部获
悉，近日，商务部等 9 部门联合印
发《2025 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
案》，从四方面提出 14 项工作任
务，深入实施家政兴农行动，推动
扩大家政服务供给，促进家政服
务消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工作方案提出，支持农村劳动
力在家政领域就业，开展生活服务
招聘季活动，指导各地工会开展“工
会帮就业行动”，推动家政进社区，
持续开展家政劳务对接行动；提升
农村劳动力在家政领域就业能力，
推进家政服务员技能升级，加快家
政职业教育发展，深化家政服务业
产教融合，完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工作方案还提出，完善农村劳
动力在家政领域就业保障，加强住
房保障，为进城家政服务员平等享
有基本公共服务、尽快融入当地社
会创造有利条件，强化社会保障；
做好农村劳动力在家政领域创业
就业服务，支持家政等专业高校毕
业生、进城家政服务员及妇女等群
体就业创业，增强家政从业人员职
业荣誉感、归属感，加强税费政策
宣传培训，促进家政服务企业享受
政策红利。

据了解，下一步，商务部将会
同各有关部门落实好家政兴农相
关政策措施，进一步发挥家政服务
业惠民生、稳就业、促消费的重要
作用，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9部门发文深入实施
2025年家政兴农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