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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一抹初春的暖阳使得头顶的天空更

加湛蓝。觅食的牦牛如一颗颗行走在草场上的黑珍

珠，让雪后的寂静顿时有了生机。

泽库县西卜沙乡，以藏族为主，汉、回、土、

撒拉等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从昔日

大力度治理生态到如今铸就民族团结的丰碑，村村

团结、邻里和睦，让美丽的泽曲草原生态之美熠熠

生辉，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荣誉墙上，“黄南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黄南州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工作先进乡镇”

等一项项殊荣，虽时间各有不同，但这些都是西卜

沙乡民族团结的最好证明。

西卜沙乡党委书记桑杰卡这样说，在民族地区

要做好工作首先就要做好民族工作，而最关键的就

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就是争取人心，如今通

过开展民族团结先进创建一系列工作，全乡过去普

遍存在的矛盾纠纷实现了零发生。

辖有团结、跃进、红旗 3个行政村，近年来，

西卜沙乡党委、政府结合实际，切实把创建工作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

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每月召开专题会议，制定了《西卜沙乡创建民族团

结进步先进区活动实施方案》，对创建工作作出了

具体安排，签订了《目标责任书》，进一步完善工

作措施和工作部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广

泛深入开展。

走进西卜沙乡便民服务大厅，墙上藏汉双语工

作业务流程图方便了前来办事的群众，作为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的窗口单位，民政干事昂青索南告诉记

者，为了方便牧民群众办事，他们常常会把本应到

便民服务大厅办理的业务送到牧民群众家中，方便

了很多出行不便的老人。

从区位来看，西卜沙乡东接泽库县麦秀镇，南

临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地域面积辽阔，虽然

村与村或户与户之间的路途较远，但昂青索南上门

“服务”的次数却很多。例如他所负责的70岁以上

高龄老人补贴信息采集工作，本应是老人们自己到

便民服务大厅来办理，但想到老人们出行不便，他

就把工作从便民服务大厅带到了牧户家中。

跃进村的祁知合坚措就是服务的对象之一，80
岁高龄的祁知合坚措住地紧邻河南县，家中只有两

口子，当他为到乡上办理高龄老人补贴犯愁时，没

想到昂青索南主动上门，办完了他挂念的事情。

不仅是走村入户把便民服务业务送上门，作为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桑杰卡还经

常带着乡党委副书记、乡政府乡长果多和乡党委副

书记桑德多杰深入草原，为广大牧民群众宣传法律

法规，讲解惠民政策，还会及时为牧民带去生态环

保、精准脱贫等方面的最“前沿”信息。

西卜沙乡将每年5月定为民族政策宣传月，定

时前往寺院、街道、活动现场发放民族团结宣传手

册，进行现场讲解。同时从娃娃抓起，在辖区学校

开展民族团结进课堂活动，全力推进创建工作落地

开花。

在此基础上，为了牢筑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

定的“钢铁长城”，西卜沙乡以行政村、寺院、学

校为基础网格，划分出126个单元网格，全面落实

了网格化管理工作。

把民族团结创建与精准脱贫相结合，近年来他

们结合实际，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民族团

结进步新村，易地扶贫搬迁195户，全部以统规统

建方式进行集中安置，并投资了2800万元用于红

旗村村级道路硬化工程。

当一项项工作扎实推进，西卜沙乡成为了泽曲

草原上怒放的民族团结之花，正如一首歌词形容

——“一望无际的草原是我家，各族儿女在党的指

引下，宛如太阳普照下的花朵，草原遍地开满团结

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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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曲草原上 怒放的民族团结之花

2月21日，黄河南岸尖扎县坎布拉镇泥土的清香

扑面而来，春的气息沁人心脾，嫩绿的冬小麦悄悄探

出头，用一抹新绿迎合着人们对春的满心期盼。

春节刚过，回乡过年的农民还没外出务工，趁这

个机会，尖扎县医院、藏医院和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的医护人员组成公共卫生服务队，再次踏上前

往坎布拉镇的路途。

从马克唐镇出发，沿高速向坎布拉镇疾驶，一路

与县卫生计生局副局长张文莉和县医院医务科主任

马晓明聊天，谈及基层公共卫生这个话题，他们有着

由衷的感触。

这几年，医疗资源不断下沉，送医下乡、组团式对

口帮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累了医生，暖了百姓，令

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如今，个性化公共卫生服务甚至

走进了乡镇和村落的寻常百姓家。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大踏步迈进，时至今日，18项
服务内容覆盖了尖扎县所有农牧区，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生发着千家万户的希望，整合起来的医生团队行进

在乡村田间，为面朝黄土、挥鞭草原的农牧民提供着

精细化的卫生服务，护佑着一方百姓的安康。

虽然怀揣着巨大压力，但马晓明的话语中仍表露

出一种自豪，他告诉我们，尖扎县 65岁以上的老年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孕产妇及儿童、慢性病患者等

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签约率已达到

100%，普通人群签约率也达到了60%。

抵达坎布拉镇中心卫生院后，带着眼见为实的

思虑，我们走进整洁亮堂的档案室，一面面摆放齐整

的档案柜里，收录着坎布拉镇 12个行政村和 2个社

区 13071份常住人口的健康档案，每一份档案里都

有人员健康信息、检验报告单、家庭医生签约书等基

础资料，还有医生每个月随访的记录，主任医师张秀

华随机抽取了其中一份健康档案，向我们作详尽介

绍，深深触动着我们的情感，要知道，这份份凝聚着

医务人员心血的资料，诠释出白衣天使的职业操守

和杏林春暖的仁心。

跟随镇卫生院的索南多旦医生到了下李家村，

为他签约服务的病人做定期检查。下李家村是一个

回族村落，75岁的白玉清老人是糖尿病患者和新增

的高血压患者，常年卧病在床。

“阿客，来给你量个血压啊。”脱鞋上炕，跪在老

人身边，索南多旦伏下身子，轻声唤醒老人，他取过枕

头，垫在老人胳膊下，目不转睛地为他测量血压，高压

140，为此，他再三嘱咐老人，饮食要少油少盐，临出

门，还叮咛道，“阿客，您再肉汤别喝啊！”

老人家正房的墙壁上，挂着“尖扎县坎布拉镇居

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档案袋”，里面装着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手册、健康教育资料、慢性病健康体检表……

看看它，老人的健康状况便一目了然。

“现在年轻人大部分外出打工，村里有许多留守

老人，因为他们出门不便，所以需要我们主动上门问

诊，除了医院诊疗，我们的工作永远在路上。”坎布拉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昂欠多杰说道。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汽车攀爬在蜿蜒曲折的山路

上，向着距离坎布拉镇十多公里的拉夫旦村艰难行

进，周围的山坡依旧草色灰黑，绕弯的晕眩不时折磨

着我们。

好不容易等到双脚落了地，踩着尚未化尽的春

雪，我们来到了多加卫生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对于只有4名医生的多加卫生所来说，医疗基础配置

已能够满足目前的就医需求，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医

务人员紧缺。

多加卫生院的医师俄由，尽管职责是“疾控专

干”，但她既是藏医师，又是药房的药师、打针的护士，

还是公共卫生服务团队的队长，并要到各村宣讲，还

担负着村医的培训工作，在多加卫生所，身兼数职就

像呼吸一般平常。

这个挂在半山腰上的卫生所，在多加漫长的冬天

里，拉群沟的水会一直冰冻，从每年10月份启用院里

的水窖，直到来年4月，他们吃的一直是窖水。山上

没有暖气，配备的空调因为电压低带不起来，待在办

公室里都要穿着羽绒服。

可多加卫生所所长多杰端知的话却让我们泪目，

“现在的条件已经很好了，房子多，设备全，每年还能

休上假。”从水窖里拎水的他笑着对我们说道。

踩着泥泞的乡村小道，五六名女医生有说有笑，

手拉着手小心翼翼走下陡峭的土坡。到了村中玛尼

康的房前，利落地挂好写着“让公共卫生与健康更近，

让服务与百姓更亲”的横幅，仔仔细细地为村民量血

压，认认真真地讲解健康常识，暖意融融地发放儿童

营养包，温暖着每一个乡亲的心灵，从村民的眼神里

看得出，这些身穿白大褂的人，从来都不是山外的医

生，而是自家的亲人。乡亲们坦然接受着家门口的健

康服务，甚至不需要哪怕是一句“谢谢”的客套话。

公共卫生服务到了
拉夫旦村民的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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