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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韩 飏

“得了包虫病就是得了‘虫癌’，太可怕

了”“我以后再也不吃生肉、喝生水了”⋯⋯

7 月 9 日下午，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道扎

福利学校体育馆内开展了一堂特殊的公益

课，学生是该校 300 余名孤儿，老师是城里

来的 6 个平均年龄仅 18 岁的志愿者。

“这次小手拉小手的活动形式是偶然，

也是日后的必然。”作为这堂公益课的“幕

后导演”，“同心·共铸中国心”青海果洛行

公益活动总策划曹维介绍说，高原地区教

育资源、卫生条件等相对匮乏，如果能够建

立起城市与高原孩子小手拉小手的长期协

作关系，未来，孩子可以拉起大手，成为家

长的“指南针”。

果洛道扎福利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土灯尼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学校里

有超过 10%的学生父母因包虫病去世，“孩

子们的健康教育任重而道远”。他盼望着，

能有更多的外援力量，为孩子们撑起一片

健康的蓝天。

“董爷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月 8 日，得知自己的恩人董爷爷再次

来到果洛州进行公益手术，道扎福利学校

的学生旦正措在草原采了一大把野花，早

早地等在手术室外。

当做完 14 台手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从手术室走

出来，旦正措赶紧上前，与董爷爷拥抱。

2017 年 ，旦 正 措 被 确 诊 为 肝 包 虫 晚

期：囊性包虫病Ⅰ型，生长活跃度最高的一

种，已经侵犯了门静脉、胆管等器官，核心瘤

体又位于肝门的要害处。“她当时是当地最严

重的病例之一。”土灯尼玛回忆说，在辗转果

洛州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后，旦正措均未

迎来好消息，“情绪一度十分低迷”。

肝包虫病又称棘球蚴病，是青藏高原

地区较常见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致使当

地部分农牧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旦

正措的母亲就是因肝包虫病去世。

当年 7 月，董家鸿抵达果洛州指导包

虫病防治工作。在了解旦正措的病情后，他

决定为旦正措做手术，清除“虫癌”。

旦正措是孤儿，谁来为她签手术知情同

意书？土灯尼玛联系到她的舅舅、舅妈，但受

传统观念影响，他们不愿意让旦正措接受手

术，也不相信她能活下来。在反复沟通劝导

下，舅舅、舅妈才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这场手术犹如将一棵根系发达的“大

树”连根拔起，需要彻底清除病灶。在长达

7 个多小时的手术中，董家鸿精准地切除

了旦正措体内直径近 9 厘米的瘤体，这在

医疗条件受限的青海基层，实属不易。

如今 4 年过去了，旦正措至今没有任

何复发的迹象，性格也变得乐观活泼。那次

手术后，旦正措也成为董家鸿的牵挂，每次

出差经过果洛，他都会特地绕到福利学校

去看她，还委托别人送去慰问金。

“董院士为我们搭建了与包虫病决战

的桥梁。”土灯尼玛说，2017 年之前，他们

几乎对包虫病一无所知，从没想过这样的

病可以治愈。

从 2016 年开始，董家鸿开始带领北京

清华长庚医院医疗团队与青海大学、青海

大学附属医院等单位对口合作，深入玉树

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等高海拔包虫病感染重灾区进

行医疗帮扶和健康宣教，希望可以帮助更

多孩子认识包虫病，远离包虫病。

“感谢董爷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今

我也是包虫病知识达人了。”旦正措说。

“如果我早知道这些知识，
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了”

“ 大 家 知 道 肝 脏 在 身 体 的 哪 个 部 位

吗？”“肝脏的功能是什么呢？”⋯⋯7 月 9 日

的公益课堂上，300 余名孩子争先抢答，引

得现场笑声不断。

给孩子上课的 6 名小老师都来自“同

心·共铸中国心”青海果洛行成长营公益项

目，均是志愿者子女，平均年龄 18 岁。

接到讲课的任务后，14 岁的成长营队

长朱健铭便带领小队员分组备战，恶补包

虫病知识，制作 PPT。为了方便福利学校的

同学们理解，他们还把 PPT 上的内容全部

附上藏文。

活动现场，23 岁的成长营小老师谭舒

倩震惊了，孩子们日常使用的公共卫生间

连最基本的水龙头、冲水设施都没有。面对

孩子们渴望的眼神，谭舒倩告诉他们，“包

虫病完全可防可治”，关键是要从观念上正

确认识它，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谭舒倩发现，福利学校的同学们对包

虫 病 这 类 传 染 病 的 认 知 大 多 只 停 留 在 知

道，而对该病的预防和传染途径一无所知。

“这里的卫生环境和健康教育远比想象中

薄弱。”

“掌心对掌心；手心压手背；十指交叉

摩 ；手 握 关 节 搓 ⋯⋯”学 习 完 包 虫 病 常 识

后，朱健铭一行人开始带同学们学习七步

洗手法，并为他们送上了热乎乎的果洛汤、

同心皂和包虫病科普手册。

活动结束后，果洛道扎福利学校 13 岁

的卓玛（化名）偷偷地拉住了记者的衣襟问

道：“如果我早些知道关于包虫病的知识，

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了？”

2017 年 ，卓 玛 的 母 亲 因 包 虫 病 去 世 ，

年仅 9 岁的她成了孤儿。可卓玛并不知道

什么是包虫病，她只知道，“爸爸妈妈是得

了一种奇怪的病离开的”。2018 年，在当地

的推荐下，卓玛来到果洛道扎福利学校读

书，成为土灯尼玛的“女儿”。

土灯尼玛介绍，自 2017 年起，学校每

周都会开展一次健康教育课，每学期也会

进行 2-3 次的全身体检。在本次“同心·共

铸中国心”青海果洛行公益活动中，果洛道

扎福利学校仅存的两名包虫病患儿，已全

部手术成功。

“很幸运在果洛州福利学校感受了一

把小老师初体验，每一张可爱的小脸都挂

着两朵高原红，每一个小朋友都清澈得像

天使一样。回馈是一件多么多么幸福的事

情！”7 月 9 日晚，谭舒倩在微信朋友圈动情

地写道。

如 何 补 齐 高 原 地 区 青 少
年健康教育短板

“高原地区常见病慢性病防治的重点

是关注当地群众生活方式产生的疾病及影

响因素。”北京社区健康促进会会长吴永浩

常年关注高原地区青少年健康情况，在他看

来，受地域影响，高原的孩子获得健康科普

知识渠道窄、资源少，健康素养水平低，这些

都成为健康教育工作的薄弱点和短板。

“高原地区青少年健康教育面临的普

遍 问 题 说 到 底 就 是 内 容 、渠 道 和 人 的 问

题。”曹维认为，福利学校的孩子接受能力

和接受方法与城市孩子不同，所以在内容

选择上需差异化处理，要为孩子们专门选

择符合他们特点的内容进行编制、传授。在

渠道方面，除了学校常规教育外，尽可能借

助公益的力量去表达，形成事件效应、节日

效应，让孩子在特殊的氛围下有所学习、有

所收获。

吴永浩建议，在生活中，孩子们应注意

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避免吃生冷未加

工的牛羊肉、高盐食物，同时避免长期居住

在潮湿环境。

此外，高原地区长期缺氧，易发心脑

血管和消化系统疾病，要

避 免 过 量 剧 烈 活 动 和 受

凉。“只有加强居民自身

健康素养，才能提高高原

地区健康生活水平。”吴

永浩说。

高原地区青少年健康教育短板尚待补齐

如何为高原孩子撑起一片健康的蓝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悠扬的音乐响起，来自新疆和田的

维 吾 尔 族 姑 娘 其 曼 古 力 就 像 变 了 一 个

人。“在我的家乡，我们好像天生就会跳

舞。”看着同学们吃惊的目光，其曼古力

耐心讲解着每一段舞蹈的动作要领。

其曼古力是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视光专业的大一学生。远赴千里求学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曼古力路上就

花了近两天时间。此前，她从未离开过新

疆，一度心里“打鼓”：“我能融入那边的

生活吗？”

很快，其曼古力的顾虑就打消了。还

没开学，辅导员邵雪姣就给其曼古力打

来电话。“来到学校，我们就是一家人！”

经了解，邵雪姣得知其曼古力来自

单亲家庭，家中还有两个妹妹。远赴江苏

求学，无疑加重了她的家庭负担。

邵雪姣立即将相关情况向学校作了

反映，学校核实情况后，第一时间为其

曼 古 力 办 理 了 助 学 金 与 路 费 补 贴 ， 为

其 免 除 后 顾 之 忧 。 到 校 后 ， 其 曼 古 力

的 学 习 情 况 成 了 邵 雪 姣 关 心 的 问 题 。

由 于 地 区 教 育 水 平 的 差 异 以 及 适 应 能

力 等 因 素 ， 其 曼 古 力 的 多 门 功 课 都亮

起了“红灯”。

每周，邵雪姣都会找其曼古力聊天，

询问并帮助她解决近期学习和生活中出

现 的 问 题 。交 谈 中 ，其 曼 古 力 告 诉 邵 雪

姣，她一直希望用知识帮助家乡的乡亲。

“我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配镜、验光师。”

听着其曼古力的梦想，邵雪姣心里十

分感动。她也时常以此来激励其曼古力。

让邵雪姣欣慰的是，开朗的其曼古

力很快就与全班 同 学 打 成 一 片 。 其 曼

古 力 还 在 微 信 朋 友 圈 晒 出 同 学 们 送 给

她的牛奶和酸奶，并配文：“我的同学

最爱我！”

一个学期后，其曼古力的成绩逐渐

实现“弯道超车”。其中，专业课成绩达到

90 分。

当学期临近尾声时，其曼古力决定

为同学们表演一段新疆舞蹈。这是其曼

古力第一次上台表演，此前她只过节时

在家里跳过。

从配乐、服装，到编舞⋯⋯其曼古力

精心准备。每周 4 天、每次 4 个小时的排

练非常辛苦，但这让她感觉很快乐：“这

里就是我的家，我想在这里跳舞。”

在学校活动上，其曼古力优美的舞

姿、浓郁的新疆风情深深吸引着台下的

每一位同学。会后，不少学生都主动添加

了其曼古力的微信。如今，其曼古力的校

园生活更加充实了，在这里，她也找到了

人生方向。

相比起外向开朗的其曼古力，布依

族女孩邓洁则显得内向羞涩。贵州姑娘

邓洁是该校 2019 级室内艺术设计专业

的学生。刚入校时，邓洁十分沉默。聊天

时，她的声音也总是低低的。

俞静芝是邓洁的辅导员，她十分关

注这个沉默内向的女孩。俞静芝了解到，

邓洁家中还有一个弟弟，生活条件艰苦。

她立即为邓洁申请了学费全免的优惠政

策与 4000 多元助学金。

在俞静芝的鼓励下，邓洁还重拾了

跳舞的爱好。

学 校 环 境 优 美 ，校 内 遍 布 着 竹 林 。

“这个环境让我很熟悉，很像我的家乡。”

在幽静的竹林里，邓洁跳起了久违的舞

蹈，每天早晨练舞也成了她的生活习惯。

每逢传统佳节，该校总会组织教师

陪 伴 不 能 返 乡 的 少 数 民 族 学 生 一 起 过

节。他们手拉着手，唱着歌、跳着舞。

每 当 这 时 ， 邓 洁 就 成 为 大 伙 儿 眼 中 的

“小明星”。

很快，这个能歌善舞的女孩得到越

来越多同学的关注，邓洁也变得越来越

自信。在今年的党史学习教育中，她参加

了“百人绘·颂百年”庆祝建党 100 周年

活动。暑假期间，邓洁还将担任学校的资

助形象大使，回到家乡宣传国家资助政

策，帮助更多家庭困难的学生实现求学

梦想。

该校党委书记梁惠娥表示，学校精

准服务好每位少数民族学生，安排辅导

员近距离“贴身式”帮扶，尽可能解决孩

子们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学习中出现的

问题，让他们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坚定他

们前进的信心和成才的志向。

口述：东北大学支教学生 裴攀科
整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晨

我叫裴攀科，是东北大学第二十二届

研究生支教团新疆队的一名支教老师，这

是我与我的哈萨克族学生的故事。

我是一个成长于甘肃艰苦地区的孩

子，多年的求学之路让我深知西部农村

教育的艰辛。

从上大学开始，我每个寒暑假都参

加全国志愿服务金奖项目——东北大学

“雨露计划”支教行动，给山区的孩子们

带去知识的雨露，为孩子们描述我所见

过的精彩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我曾见过孩子们因

缺少煤炭教室无法生火，冻得手上长出冻

疮；也曾为留守儿童因家离得太远只能坐

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啃干馍馍而流泪；更忘

不了为孩子们讲述外面精彩世界时，他们

那种渴望的眼神。

于是我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我要反

哺西部家乡。2019 年我成功入选东北大学

第二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从东北到边陲

小镇，长途跋涉几千公里，来到新疆布尔津

县高级中学支教。

在童话边城布尔津生活及支教的这段

时间，我收获颇丰。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比往年来得

要晚一些，刚被分配到支教学校时就要给

孩子们上课了。我所在的高中物理老师紧

缺，于是我要教 4 个班的物理。

通 过 教 学 ，我 摸 清 了 4 个 班 学 生 的 基

本情况。大多数学生的理科基础不牢固，很

多物理知识及公式难以理解，我便改变教

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

有了更多参与感与归属感。

针对基础较差的同学，我成立班级帮

扶小组，主动关心他们的学习情况，耐心

讲解；对于学习能力强的同学，采用多题

型、多难点的教学方法，每周挑两个晚自

习给他们“加餐”，讲解部分难题。

我还多次向学生讲述梦想的力量，鼓

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潜移默

化地影响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

的学习兴趣。

逐渐地，我成为学生们信任的大哥哥。

这是一群可爱的哈萨克族娃娃，他们

骑着马儿，弹着心爱的冬不拉，心中装着

整片蓝天。学校里的所有区域都是他们自

己轮流值班清扫的，整个校园被他们收拾

得干净整洁。

布尔津的冬天很冷，气温有时能到零

下 30 摄氏度，我在这里见到了平生未见的

超级大雪，孩子们顶着寒风把校园里的积

雪做成美丽的雪雕，我不由得为他们点赞。

一次，可爱的小女孩古丽在课后跑过

来跟我说：“说实话，以前对物理不太感兴

趣，但您来了以后，我便对物理慢慢有了兴

趣。”她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考上东北

大学，和我做校友。

我把东北大学的明信片送给了她，她

很喜欢这份礼物，那一刻，我在她湿润的眼

睛中看到了奋斗的意义。

在我教的班级中，有很多单亲以及生

活条件困难的孩子。有个很瘦小的孩子叫

斯特，我刚上课就注意到他了，他眼神总是

很慌张，坐立不安，我本想等过两天教研会

结束后找这个孩子好好谈一谈，结果发现

他请假一周。

他 回 来 后 ，我 把 他 叫 到 办 公 室 谈

心，得知他的父亲去世了，当时我内心

一惊，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这个孩子，我

对他说：“生活总是需要我们努力走下

去，即使荆棘丛生，也要奋力奔跑。”

我 所 教 的 4 个 班 中 有 很 多 哈 萨 克

族孩子，有的学生普通话说得不是很流

利。为了慢慢锻炼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

力，我加大了与孩子们的课堂互动。

每节课下课前我会布置两道题，让

两名同学利用课余时间认真准备，并在

第二天上课前用普通话讲给大家听。

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刚开始一上

台就紧张到磕磕巴巴的学生已经可以

落落大方地在同学们面前用普通话讲

题了。

我与孩子们的故事还在继续，我深

爱着这些哈萨克族娃娃们。人生之路很

长，我希望我们都能做最好的自己。

我们在这里“青听”民族教育一线
的 声 音 ，投 稿 邮 箱 ：zqbmzjy@163.
com

阳光在手心传递 爱留在布尔津

□ 韦仕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晚上 9 点，宋亚雄终于结束一天忙碌

的工作。

从工作的地方回到住处还要走 1 个小

时。对宋亚雄来说，7 月是措勤县一年中天

气最宜人的时候，就像“家乡的春天”。事实

上，对这个 90 后小伙子来说，海拔 4700 米

的措勤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宋亚雄是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生态环

境局措勤县分局的一名援藏工作者。2017
年 8 月，从武汉工商学院毕业后，这个湖北

男孩来到了雪域高原，一待就是 4 年多。

大四时，扑面而来的招聘信息让人眼

花缭乱，宋亚雄一度陷入迷茫。这时，辅导

员管俊打来电话：“小宋，想不想去援藏？”

在管俊眼里，宋亚雄是一个在学习上

刻苦、在生活中热心肠的人。

大学 4 年，宋亚雄一直是班长，处处为

同学着想。班级申请贫困生助学金的名额

有限，很多同学家庭条件不好，他自愿放弃

了名额，每个寒暑假通过兼职打工赚取学

杂费；小组作业，宋亚雄主动找成绩靠后的

同学组队，带他们一同完成任务。

得知湖北省有援藏工作遴选时，管俊

第一时间就想到宋亚雄。话音未落，宋亚雄

就激动地说“想”，管俊知道，这事成了。

听说宋亚雄主动报名去援藏，同班的王

晗既震惊又佩服。在同学们眼中，学习成绩

优秀、专业知识扎实的宋亚雄“随随便便都

能找个好工作”，而援藏，听起来就很辛苦。

回忆起大学生活，王晗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 2016 年武汉的那场大洪水，女生宿舍

楼前的水都漫到腰间，宋亚雄坚持蹚水给

班上的同学送了 3 天食物。

“虽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我得干

点有意义的事情。”通过层层选拔，宋亚雄

成为该年度湖北省援藏名单中的一员。

2017 年 夏 天 ，宋 亚 雄 从 湖 北 出 发 ，到

达西藏。从阿里坐上去往措勤县的面包车

后，大雪纷飞的天空、破旧的楼房、颠簸的

道路让他陷入巨大的心理落差。前来接他

们的司机告诉宋亚雄，阿里的条件已经算

是比较好的了，再往措勤县走，那里甚至还

没有通水通电。

尽管已经做足了吃苦的准备，猝不及

防的高原反应还是让宋亚雄整整难受了两

周，缺氧、头痛、呕 吐 ， 轮 番 上 阵 折 磨

着 他 。 但 因 为 高 反 失 眠 时 ， 看 到 窗 外 的

夜 色 ， 宋 亚 雄 的 内 心 不是退缩，而是着

急想要投入工作，“我来对了地方，这里

需要我”。

身体逐渐适应后，宋亚雄几乎将所有

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工作和学习上。由于

海拔高，措勤县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居

民又都以放牧为生，民生经济和生态环境

保护之间常常面临两难。除了参加单位组

织的各项培训，他还经常加班加点钻研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相关法律

法规，常常在办公室一待就到深夜。

措勤县下辖 21 个乡，冬春最寒冷的时

候，气温常常在-30℃以下，但宋亚雄仍然

定期进行巡查执法、监测环境质量。一次，

为了前往海拔 6000 余米的转场路执法，宋

亚雄和同事整整颠簸了 14 个小时，早上 9

点从办公室出发，忙到凌晨才回到家。由于

路途奔波，顾不上吃饭，宋亚雄还出现了

高原反应，但他仍然咬牙坚持了下来。

离措勤县最近的村庄有四五十公里，

来回至少五六个小时车程，为了让当地牧

民喝上安全的饮用水，宋亚雄陪技术人员

跑遍每一个村组、几百个饮用水井，在全

县 2.3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奔波，开展水

质监测取样工作，对水质不达标水井严格

管控。

在措勤，宋亚雄有另外一个名字——

扎西达瓦。这个名字是单位一个工龄 20 多

年的老同志给他取的。扎西在藏语中是吉

祥的意思，老同志告诉宋亚雄，在一批又一

批援藏工作者的努力下，措勤县通了电、自

来水，生活条件在不断变好，宋亚雄们为西

藏送来了“扎西”。

来到西藏后，宋亚雄专门在手机设置

一个计时器，计算自己多久没回过家。然而

真正到了放假过年的时候，他又把回家探

亲的机会让给了其他同事，自己留在工作

岗位上坚持。

“我已经 545 天没有回家，在父母面前

尽孝了。”来西藏 1 年多，宋亚雄才第一次

回到 4000 多公里外的家。

儿子去援藏，宋亚雄父母最初的反应

就是不赞同，“太远了”。他们请来了亲戚，

连宋亚雄远在义乌的哥哥都回到家劝说他

留下。但宋亚雄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说：“西

藏需要我这样的新鲜血液。”儿子的坚持最

终打动了父母。等到宋亚雄第一次回家，父

母差点认不出来他。高原强烈的紫外线让

他变得黑黝黝，手上都是风霜留下的痕迹，

连开口说话，都带着当地口音。

4 年 多 来 ，宋 亚 雄 的 脚 步 遍 布 措 勤 县

的每一寸土地。偶尔走到路上，还有藏民和

他远远挥手，唤他“宋扎西”。他自发资助了

一位叫达拉次仁的小学生，每次交流时，他

都勉励次仁要好好学习。工作偶有空闲，他

就去看望自己帮扶的尊珠老奶奶。

工作第一年，宋亚雄就荣获措勤县“优

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两次获评措勤县“优

秀公务员”，更是在 2020 年被国务院评为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表现突出个人”。

前不久，湖北省第七届“长江学子”大

学生就业创业人物评选活动结果出炉，宋

亚雄作为基层就业类代表入选。在给学校

的回信中，他写道：“西藏需要广大青年的

支援，而我愿意扎根在这里，我永远是藏民

朋友们的宋扎西。”

宋亚雄：我永远是藏民朋友的“宋扎西”

精准服务

﹃
贴身

﹄
帮扶

让少数

民
族学生

在温暖中找到人生方向
暖 事

董家鸿（左二）走出手术室，等候多时的旦正措（左一）赶紧上前，与董爷爷拥抱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活动现场，福利学校的孩子们将亲手制作的石头画送给成长营的小老师们。

受访者供图

谭舒倩（中）正在与福利学校的孩子们进行互动问答。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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