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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 宇

拍摄《疆湖儿女》纪录片、发

起“我为家乡新疆棉代言”公益

直播、为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新

疆籍贫困中学生捐资设立奖学

金⋯⋯留汉创业 10 年，90 后新

疆籍大学生张培文将一颗颗温

暖的种子播撒进人们的心田。

2010 年，张培文考入武汉

生物工程学院园林专业。大二

时 ，他 依 托 学 校 DV 视 频 剧 社

创业。后来，他创立了武汉微梦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入选“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创 业 10 年 ，张 培 文 说 ，各

级政府部门、母校及湖北的朋

友，给予他巨大扶持。他希望把

故乡“最美好的东西”分享给朋

友，“这是来自内心的感恩。”

湖北省是除了新疆以外，

全国常居新疆籍人口最多的省

份，目前有 3万多名新疆儿女在

湖北工作、求学和创业。在张培

文看来，平凡的新疆人身上发生

的真实且打动人心的故事，能够

给人带来向上向善的力量，“也

最能展现真实的新疆。”

从 2018 年 开 始 ，他 的“ 微

梦”团队将镜头对准一个个在

湖北生活的普通新疆人，他们

中有大学生、创业者、基层公务

员。团队用视频记录这群天山

下的年轻人，不远万里在异乡

扎根的真实故事。

首期 10 集纪录片中，有哈

萨克族姑娘昆德斯·波拉提汗，

从中南民族大学毕业后考取选

调生，来到武汉市江岸区二七

街道工作；有来自和田市的维吾

尔族女生麦尔哈巴·吾拉木，业

余时间坚持为新疆群众教普通

话；有 95 后维吾尔族大学生麦

麦提艾力江·阿卜杜艾尼，疫情

期间冲到志愿服务一线，此后又

成为新冠肺炎疫苗志愿者⋯⋯

今年 5月，《疆湖儿女》系列

短视频《玉素甫与他的阿迪力》

《二七街道的哈萨克姑娘》《我在

武汉教普通话》在共青团湖北省

委官方微博等平台发布。一幅幅

影视画面传递出民族团结的精

神信念，一个个淳朴善良的新疆青年形象走进大众心

间——沟通的桥梁就此架起。有武汉市民看完这部纪

录片后评价，“他们的心灵和那里的雪山一样清澈。”

从 天 山 脚 下 来 到 武 汉 10 年 ，这 位 新 疆 青 年 的 目

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故乡。

早在 2016 年，张培文就联络 10 余家爱心企业，在

武汉市汉铁高中发起成立了“疆岸学子奖学金”，资助

优 秀 的 新 疆 籍 贫 困 中 学 生 ，每 人 每 年 发 放 1000 元 至

3000 元，鼓励他们刻苦学习、立志成才。4 年过去，该项

目累计资助近 300 名学生，张培文本人捐助达 25 万元。

此外，作为湖北省新疆商会的副会长，张培文还常

与商会里的年轻人交流，分享个人留汉奋斗历程，畅谈

“疆湖”友谊。

在江岸区创业 8 年，区政府扶持并见证了他的公司

一路发展壮大——最初创业时为他申请到 30 平方米的

孵化器，此后帮他搬入老汉口核心文创园区配套 1000
多平方米办公场地，给予大量优惠政策和房租补贴。

“我们白手起家来汉创业，离不开党和政府、湖北

各界朋友的帮助。没有这些帮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张培文说。

在他的带动和感召下，一颗颗温暖的种子开始发芽。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 90 后回族学生王超，2014 年

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汉创业，做新疆炒米粉

和手抓饭，打造出“疆料”连锁餐饮品牌，在全国开设了

60 家门店，也加入了湖北省新疆商会。

2018 年，王超了解到，两名经常来店里做兼职的

大学生，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从那年起，王超每个月分

别定向资助他们 1000 元，直到二人毕业。

受益于张培文的引领，从 2018 年起，85 后基层公

务员、维吾尔族姑娘麦尔哈巴·吾拉木开始担任武昌区

语言培训班志愿者，为辖区的维吾尔族群众上课，推广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政策讲解、安全教育等内容。

“务工经商人员流动性很大，现在大家都找到了

统 一 的 组 织 ，有 快 乐 一 同 分 享、有 困 难 一 起 帮 忙 。他

们没有了语言障碍，知晓了法律法规，有了自己的烧

烤店，自然就不会占道了。”麦尔哈巴·吾拉木说。

今 年 4 月 ，张 培 文 策 划 发 起“ 我 为 家 乡 新 疆 棉 代

言”公益直播，专程拉来新疆的棉花，邀请两位弹棉老

艺人，用地道的新疆棉花弹好棉絮后公益售卖，为新疆

棉花发声，给家乡产品代言。

“故乡的棉花色白、干燥，一年四季可以制作。”两天

时间，张培文团队做了 4 场直播，吸引 300 多万人次观

看，卖出 2000 床棉絮，所获利润作为奖助学金全部捐给

武汉市财贸学校新疆内职班的贫困学生。“棉花是有温

度的，我们要将这种温暖传递给更多人。”张培文说。

留汉创业 10 年来，武汉的烟火气，已深深地沁入

这位新疆小伙的心田，成为一种“熟悉又亲切”的味道。

每逢有新疆的朋友初次来到湖北，他总要热情地给

大家介绍秀美壮丽的东湖，走一次长江大桥，爬一次黄鹤

楼。在武汉清晨的“过早”时分，他会

领着朋友去街头巷尾，从毫不起眼的

巷子里捧出一碗地道的热干面。

而到了夏季，张培文会和往年

一 样 ，从 武 汉 天 河 机 场 出 发 ，飞 回

3000 多公里外的哈密老家，在那儿

住上半个月，度过新疆一年里最美

的时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同理心唤起公益行

白 玛 央 金 1999 年 从 西 藏 大 学 毕

业时，没有想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和

妇幼保健、医疗培训沾边。刚参加工作

的六七年里，她从事过翻译、英语教师

的工作。2006 年，拉萨市原卫生局、市

妇联主办的“一颗心”基金会接生员培

训项目，改变了她的工作轨迹。当时正

值暑假，她在活动中承担翻译工作，随

项目组深入偏远农牧区时了解到，很

多妇女分娩方式不科学，新生儿死亡

率较高，“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是一名有过难产经历的母亲，

知道生育孩子的艰辛与风险。”暑假结

束后，她离职转行到“一颗心”基金会，

负 责 乡 村 医 生 接 生 技 能 培 训 项 目 。

2009 年项目结束时，8 人团队中有 4 人

离职，但她还想坚持做下去，“当时西

藏村医的数量、受教育水平和医疗技

能 不 能 完 全 满 足 村 民 日 常 的 诊 治 需

求，要补上这些薄弱环节。”

次年 2 月，她和同事丹增曲珍、央

金筹资 3 万元，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

了西藏自治区妇女儿童领域第一家民

间组织——拉萨市母子保健协会，开

展 乡 村 医 生 接 生 技 能 培 训 。2014 年 ，

随着业务范围扩大，协会更名为西藏

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

在拉萨市尼木县帕古乡，村医嘎

玛次旺曾工作 40 多年。他年轻时常听

老一辈人说，西藏和平解放前，由于妇

幼健康服务缺失、接生方法落后导致

的新生儿破伤风、产妇产褥热及产后

出血等问题突出。因此，他总是格外关

注孕妇的身体变化，每次出诊时都要

劝说她们及时做产检、住院分娩，以期

最大限度地降低她们的孕期风险。

2010 年，当时的拉萨市母子保健

协会组织第一期培训，考虑到临床培

训的工作强度，就把参训者年龄上限

设置为 45 岁。为了能学些技术，62 岁

的 嘎 玛 次 旺 将 报 名 表 上 的 年 龄 填 为

45 岁。因头发花白被工作人员发现谎

报年龄时，他一脸认真地说：“我会一

直为妇女儿童的健康服务。”不久后，

限制学员年龄的规定取消了。

培训后回村第二年，嘎玛次旺及

时发现一名孕妇有胎位不正的情况，

并 协 助 将 其 转 至 尼 木 县 人 民 医 院 待

产，最终母子平安。“我以前不会看胎

位 ，那 次 培 训 学 到 了 很 多 实 用 的 知

识。”嘎玛次旺说。

观察产程特别考验医生的医疗水

平，有一年冬天，在平均海拔 4700 米

的安多县岗尼乡查曲村，气温低至零

下 20 摄氏度，村医托塔外出时看到一

辆面包车停在路边，旁边有人围观。车

里躺着一名产妇，身边躺着一个新生

儿。托塔询问得知，产妇在孕期没做产

检，不知怀了双胞胎，娩出一个孩子后

大量出血，家属不知如何处置。

托塔赶紧上车帮产妇控制出血、

找来被子为新生儿保暖，并和家属一

起将产妇送到最近的乡卫生院抢救。

双胞胎生命体征一切正常后，他心里的

石头才放下。这些应对技能，都是他从培

训中学到的。

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坚持

让托塔感到欣喜的是，近年来，西藏

对孕产妇实行妊娠风险分级五色管理，

从市县到乡村，医护人员动态跟踪每一

名 孕 产 妇 ，确 保 她 们 和 新 生 儿 的 健 康 。

2012 年以来，全区孕产妇自住院分娩可

享受 100%报销政策，多种体贴入微的健

康服务也让越来越多偏远农牧区的孕妇

选择到医院分娩。

不仅如此，村医医疗技能的提高，也

使更多农牧民从中受益。村医罗布守护

着尼木县帕古乡热色村 300 多户家庭的

健康。参加 2010 年第一期培训班时，为

了学习阴道缝合术，他用猪肉反复练习。

一次，一名村民误伤了自己的大腿，

血流不止，一度处于休克状态，而从家中

赶到县医院的车程要 3 小时，家属向罗

布求救。接生包里的缝合针线派上了用

场，罗布给他缝了 10 余针，还进行输液

等治疗。后来，村民痊愈后给罗布送去酥

油茶，还说“罗布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统计数据

显示，自 2010 年以来，协会共举办乡村医

生接生员培训班 72期，参训村医 3680名，

覆盖西藏 74 个县（区）、683 个乡镇、2000
多个村，顺利为 5000多名新生儿接生。

“刚成立拉萨市母子保健协会时，曾

有人质疑‘光凭你们几个人能干成什么

事’，但我觉得，只要有 1%的希望，就应

该争取做好。”白玛央金认为，对母婴的

成功救治，于医生来说，是完成了一项工

作；对家属而言，意味着母子平安、喜添

新丁；于孩子来说，是生的机会。

每个公益项目的实施，都像一次投石

问路。白玛央金投下的这块“石头”，在西

藏的妇幼保健公益领域“激起了水花”。她

明显感觉到，起初参训村医以中老年男性

居多；近几年，他们的面孔更年轻化了。

她认为，这与脱贫攻坚以来，国家组

织实施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不

断推进妇幼健康服务均等化有关。

给婴幼儿高质量的陪伴

“事实上，农牧区产妇顺利生产后，

很 多 婴 幼 儿 的 早 期 养 育 情 况 不 尽 如 人

意。”感受到这种局限性的白玛央金深入

思考协会能为农牧区的母婴做些什么？

她 记 得 2017 年 去 尼 木 县 调 研 时 发

现，当地青壮年多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很

多，家中几乎没有玩具和儿童图书。作为

照护者的祖辈，和孩子之间缺乏早教互

动，“有的孩子三四岁了还不会说话，见

到陌生人就躲。”

为此，2018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母子

保健协会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启

动 了 慧 育 中 国·山 村 入 户 早 教 计 划 。目

前，该计划已在尼木县招募 123 名村民

担任督导员、家访员，840 名孩子受益。

央吉是协会在当地招募的家访员之

一 ，2019 年 ，她 每 周 去 两 岁 多 的 留 守 儿

童卓玛家家访 1 次，用普通话和藏语进

行双语教学，带着卓玛及其奶奶一起上

课，教具是事先准备好的不同颜色的瓶

盖、画着各种小动物的纸板，“密切观察

孩 子 的 声 音 和 动 作 ，通 过 身 体 接 触、眼

神、微笑、语言等，对孩子的需求作出及

时且恰当的回应。”

当看到卓玛选对了与动物颜色正确对

应的瓶盖，央吉和奶奶会一起鼓掌说“孩子

真棒，真聪明”；当发现卓玛表现得犹豫，央

吉会作出正确提示，帮她加深正确认识

和记忆，并鼓励卓玛和奶奶共同完成。

央吉等家访员是西藏母子保健协会

从尼木县招募的村民。家访有时只需出门

步行十多分钟，有时却需要骑着摩托车翻

过几座山头。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责

任心较强，岗前培训学习过家访教学法，

包括加强照护者与孩子的情感连接，帮助

孩子训练视觉听觉能力、语言能力、对符

号和数字的认知能力、情感控制能力等。

家访员带给留守儿童的，不只是探

望，还有日常行为习惯的改变，比如，见

到别人学会礼貌问好，知道饭前要洗手。

很多祖辈也认真听从家访员的建议，学

习育儿知识，比如，如何表扬孩子，怎么

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分离焦虑期”。

央 吉 说 ，刚 开 始 ，有 不 熟 悉 的 人 来

家 里 ，卓 玛 的 奶 奶 很 排 斥 ，卓 玛 也 不 愿

意 与 人 交 流 。央 吉 从 细 微 处“ 破 冰 ”，关

心两人的日常生活起居，拉近心理距离

后 一 起 唱 歌 跳 舞 。多 次 家 访 后 ，卓 玛 的

性 格 变 得 开 朗 了 ，做 游 戏 更 从 容 了 。家

访 日 成 了 卓 玛 家 最 热 闹 的 时 候 。“ 每 当

结 束 活 动 ，卓 玛 总 是 悄 悄 告 诉 她‘ 盼 着

你能快点出现’。”

高原上的义诊

妇幼保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公共

卫生事业。白玛央金认为，单靠给乡村医

生培训接生技术，并不能迅速降低母婴

死 亡 率 。她 和 协 会 成 员 决 定“ 多 条 腿 走

路”，与区、市两级的多家医院寻求合作，

组建了一支 44 人的全科医生专家团队，

涵 盖 儿 科、妇 产 科、内 科、外 科、传 染 病

科、藏医学科，定期到乡镇开展义诊。

一位儿科专家今年 74 岁，退休前是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主任，2016 年

去萨迦县一个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乡

卫生院义诊时，上午 8 点从拉萨出发，下

午 4点才到。听说有从拉萨来的名医免费

看病，面积不大的卫生院挤满了 300 多名

农牧民。有人是清晨 5 点就出门，徒步大

半天时间来的。那天，专家们不约而同地

推迟吃饭时间，优先给离家远的患者看

病，直到晚上 10点多才结束诊疗。

过去，村医的工作直面群众，主业是

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很少有机会

能和专家面对面交流。义诊活动让他们

和省级妇幼医疗专家的业务联系逐步密

切，并且能获得及时有效的诊疗答疑。

比如，那曲的一名村医发现有个婴儿

的头皮上出现斑块，怀疑是皮肤病，但又

拿不准，就将患处的照片和症状通过线上

发给协会的一名儿科授课专家。这名专家

又邀请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同行在线会诊。

两周后，孩子的皮肤病就治好了。

如今，随着数字医疗的广泛应用，许

多西藏农牧区的患者不必再坐数小时的

火车去看病，当地医生通过网络就能联

系到大医院的专家会诊。

2021 年 9 月，白玛央金出现在民政

部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的线上活动中。

她担任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会长期

间，因在脱贫攻坚等慈善领域作出突出

贡献，被表彰为慈善楷模。面对荣誉，她

说：“那是一种情怀。”

新 的 一 年 ，白 玛 央 金 希 望 有 更 多

优 秀 高 校 毕 业 青 年 投 身 妇 幼 保 健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她 还 想 扩 大 培 训 场 地 规

模 ，加 大 妇 幼 保 健 宣 传 力 度 ，“ 这 样 就

能 服 务 更 多 群 众 ，提 高 人 们 的 健 康 认

知 水 平 。”

握紧高原母婴“生命之手”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记者 蒋肖斌

转了两趟飞机，换乘一次汽车，辗

转一天多时间，90 后姑娘丁万明才从

重庆回到云南省华坪县通达乡丁王村

的家。虽然历经一场精彩的演出和一

段漫长的旅程，但她并不觉得累。

丁 万 明 是 傈 僳 族 民 歌 的 传 承

人 ， 在 不 久 前 由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 重

庆 市 政 府 主 办 的 2021 中 国 原 生 民 歌

节 上 ， 她 和 5 名 演 员 表 演 了 傈 僳 族

民歌 《赶猪调》，用歌舞将劳动生活

场景展现在观众面前。

在本次民歌节上，展演节目包括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23 个。丁万明

说，希望民族文化不要流失，民歌可以

一代一代传承。

民歌在田野

初中毕业 3 年后，丁万明从深圳

打工归来，决心留在家乡，而后跟随同

村的非遗传承人蔡学珍学习民歌。“那

时蔡老师自发组织了一个文艺队，邀

请村里年轻的姑娘参加”，丁万明和民

歌的缘分就此开启。

由于白天丁万明和队员都要干农

活儿，学习、排练的时间只能安排在晚

上，“刚开始每天都去学，现在差不多

一个月排练一两次”。

传统的民歌教学主要采用口耳相传

的形式。“我们不懂乐谱，老师唱一句，我

们学一句。”丁万明认为，“文化程度”是影

响民歌学习的重要因素，“有的人文化程

度跟不上，想要理解民歌，很困难。”

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壮族三

声部民歌”保护单位广西南宁马山县文

化馆工作的蓝春平，在本次民歌节上和

蓝海群、蓝日浩一起表演了歌曲《生活美

如霞》。

蓝 春 平 是 壮 族 三 声 部 民 歌 的 传 承

人，却是瑶族人。她初次接触这个民歌

是在 1999 年，现在她每年都会和同事组

织民歌培训。“上星期我们刚刚结束壮族

会鼓的培训，还有打扁担、壮族三声部

民歌等”。

蓝春平介绍，他们会先把培训通知

告知学校和各乡镇的文艺队等，由学校

和文艺队选送老师到文化馆学习。每次

培训一个星期，一次 80-120 人。除了培

训，蓝春平也和其他传承人一起走进校

园，传唱民歌，他们还针对中小学生推出

关于三声部民歌的书籍。

打造“校园中的田野”

在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天彤看来，民

歌蕴含着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是民族的

文化符号。“鄂伦春、达斡尔等人口较少的

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

是怎样延续至今还生生不息的？就是因为

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族源、历史、生产生活

技能等，通过唱歌的形式存续。”

2016 年-2018 年，张天彤带领学生

团队，针对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 3
个少数民族，通过拍摄、采访的方式开展

民 歌 抢 救 工 作 ，如 今 ，已 录 制 民 歌 625
首，拍摄视频素材 300 多个小时。

张天彤在教学时，会定期邀请民歌

传承人走进大学课堂，打造“校园中的田

野”。“我每次会请 1-3 位非遗传承人和

民间歌手，请年长的传承人示范，年轻的

传承人演示，向学生展示新一代‘传承’

方式”，之后，学生们要上台演唱，再请传

承人点评辅导。

在教唱过程中，张天彤还会请传承

人讲述民歌背后的故事。比如，闽西山歌

中，有的歌者会在乐句中加“噢噢”的衬

词，这源自闽西龙岩适中镇，那里山高路

陡，当地居民在山上挑担很累，时常需要

停下喘气。后来，人们把这种喘气声用到

歌唱中，逐渐形成闽西山歌的一种润腔

特色。

张天彤希望学生学习民歌时，既要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她认为，这

种示范、教学、展示、汇报的互动交流

形式，能让学生全面掌握所学民歌，进

而完善知识结构，“这比单纯模仿的学

习效果要好很多”。

除了打造“校园中的田野”，张天彤

还带领学生走入真正的“田野”，实地感

受民歌的魅力。她曾带领学生前往陕北

和山西河曲，深入田间地头，与当地的民

间歌手面对面交流，并带领学生参观当

地博物馆、民俗馆，了解民歌背后的风土

人情。在张天彤看来，民间组织是孕育民

歌和歌手的土壤，而大学是培养人才的

工作“母机”。

在民歌教育上，传统的口耳相传和

现代的大学教育是相辅相成的。

“学校有课时、师资和教学物质条件

的保障，可以保证民歌教学的有序化进

行。”张天彤认为，课堂可以丰富学生的

人 文 底 蕴 修 养 ，“ 民 间 歌 手 来 到 学 校 学

习，经过体系化的声音训练和基础音乐

理论学习，能够更艺术化和舞台化地展

示民歌，也能够更长久地保持民歌的生

命力。”

为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张天彤

还会将传承人的课堂录音、记谱，但有的

音在谱面上体现不出来，就需要学生把

谱子放下，通过口耳心授的方式学习。

民歌如何吸引年轻人

在教学过程中，蓝春平发现，语言是

学习壮族三声部民歌最困难的地方，“很

多来参加培训的老师特别是外地老师，

都觉得学壮话太难了”。张天彤也注意到

了这一点，她在请非遗传承人教学生唱

民歌时，第一步就是语言教学，“用地方

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去唱民歌，才不会

失去原有的韵味与风格”。

据 安 徽 省 歌 舞 剧 院 声 乐 演 员 庄 群

的 论 文《浅 析 中 国 民 歌 发 展 现 状》中 的

调 查 数 据 ，了 解 并 喜 欢 民 歌 的 学 生 占

比 为 17% ，19% 的 学 生 愿 意 学 习 民 歌 ，

而 2% 的 学 生 明 确 表 示 不 愿 意 了 解 和

学习民歌。

如何吸引年轻人关注民歌、学习民

歌？在多年实践中，蓝春平发现，创新是

民歌传承的关键。在民歌演绎中，他们会

对原来的山歌进行改编，加入流行元素。

除此之外，MV、书籍等新的民歌传承形

式也在不断涌现。

张天彤认为，传承和传播是两个渠

道。民歌的传承应从教材入手，让学生从

小就能接触民歌，培养观众群，“当这些

歌已经融进你的骨血，你怎会不热爱？”

传播则要注意赋予民歌新时代的艺术生

命力，彰显民歌的艺术魅力。

“舞台化是民歌传承最适合的发展

路径之一。”张天彤坦言，当下民歌已经

逐渐失去了生长的土壤，“比如京杭沿岸

的《运河号子》，在黄河边拉纤的《黄河船

夫曲》，这些工种都没有了”。而把民歌复

排，放在舞台供人观赏，这本身就是一种

保护。“民歌过去是为生活服务的，现在

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更高层次的审

美追求。”张天彤说。

“ 一 块 石 头 可 以 改 变 河 流 的 方 向 ，

我 愿 意 去 做 这 块 石 头 ， 坚 持 做 民 歌 传

承。”张天彤说。

“校园中的田野”响起非遗民歌

九

○后新疆籍大学生张培文在汉创业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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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

产房每次响起啼哭声，代表
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他们正勾
勒出西藏新生儿死亡率持续下降

的曲线图。统计数据显示，相比 70 年前，西藏
婴儿死亡率已从 430‰下降到 8‰；孕产妇死
亡 率 由 和 平 解 放 初 的 5000/10 万 ，下 降 到
56.52/10 万。

尽管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在这
个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地方，孕育生命依
然面临着严峻的风险。白玛央金曾跟随公益

项目到偏远农牧区开展接生员培训，她在那里
了解到，当地很多妇女由于分娩方式不科学，新
生儿死亡率较高。这让有过难产经历的白玛央
金，“心里很不是滋味”。

其后的十几年里，她一直在跟“西藏妇幼保
健”打交道。从成立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
开展乡村医生接生技能培训，到招募家访员对
留守儿童进行入户早教、组织专家义诊⋯⋯她
和同伴们希望凝聚更多的力量，提高人们的健
康认知水平，握紧高原母婴“生命之手”。

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医疗专家团队成员在海拔 5000 米以上的日喀则市仲巴县拉让乡进行义诊。 受访者供图

聚 焦

探 索

（上接 1 版）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总结，天津此

次防控“早、严、准”，“流调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奥密克戎传染性强，3 天、5 天

就是一代，如果不快的话，等到再发现可

能又是一代、两代过去了”，同时整体防

控工作每一步都很精准，“分不同区域精

准地进行防控”。

一直专注于传染病传播预测研究的南

开大学教授黄森忠表示，疫情发展趋势比

初判好，“是严控的结果”。

逆行武汉的白衣天使又来了

“我是共产党员，去过武汉红区，我

先上。”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食管肿瘤

科 护 士 刘 军 第 一 时 间 报 名 参 与 战 “ 疫 ”。

2020 年 2 月 13 日，他 随 天 津 第 八 批 支 援

湖 北 医 疗 队 到 达 武 汉 ， 在 武 汉 第 一 医 院

重症病区工作了 38 天，有着丰富的红区

经 验 。 此 次 奥 密 克 戎 疫 情 出 现 时 ， 刘 军

正 好 处 在 管 控 区 ， 他 直 接 前 往 所 在 社 区

金 友 花 园 报 到 ， 再 次 穿 上 “ 白 色 铠 甲 ”，

全程参与了社区 6000 余人核酸筛查的志

愿活动。

天 津 医 科 大 学 肿 瘤 医 院 消 化 肿 瘤 内

科 90 后 护 士 刘 蕊 ， 在 微 信 朋 友 圈 晒 出

两 张 身 穿 白 色 防 护 服 的 照 片 ，其 中 有 她

父 亲 的 留 言 。一 张 是 2020 年 她 逆 行 武 汉

时 父 亲 的 留 言 ：“ 闺 女 去 武 汉 支 援 ，心 中

很 忐 忑 ”；另 一 张 是 这 次 参 与 天 津 抗 疫 ，

父亲说，“辛苦了闺女，加油天津”。

她笑着说，从父母的心态就能看出两

次抗疫的差异，“这次心态很稳，没有一

点紧张和焦虑”。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初

起时，她曾作为天津市第一批支援湖北医

疗 队 的 队 员 ， 前 往 武 汉 一 线 奋 战 52 天 ，

成为同龄护士中的“小英雄”。这一次刘

蕊又第一时间报名参战“津城大筛”。

从 1 月 10 日至今，刘蕊连续参加了不

同批次的核酸采样支援工作，经常工作到

深夜，甚至是通宵达旦。夜里气温低，寒

风凛冽，在津南区善和园采集点，一名居

民做完核酸采样后，从怀里掏出两瓶热水

递 给 了 刘 蕊 和 她 的 队 友 ：“ 晚 上 太 冷 了 ，

这是给你们带的，你们用来暖暖手。刚才

排队花了点时间，我怕水凉了，一直放在

怀 里 暖 着 。” 还 有 小 朋 友 掏 出 一 包 暖 贴 ，

奶声奶气地对她说：“给你们暖手吧，你

们辛苦了！”

“第一轮排了 6 个小时，第二轮半个

小 时 ， 第 三 轮 下 楼 10 分 钟 检 测 完 。” 河

北 区 一 名 市 民 记 录 了 她 3 次 做 核 酸 的 时

间 。 一 轮 比 一 轮 更 高 效 快 捷 ， 是 大 家 的

直观感受。

张伯礼评价，此次天津防控既考虑到

防控、大筛和病人的救治，也考虑到了对

群众生活的影响及普通病患就诊就医等问

题，“天津有责任总结好抗疫经验，为全

国人民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