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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情两地情

援青干部靳晓勇 用真情点亮“希望之光”

“靳县长，我决定辞去县妇联主席的职务，
回来玉村专心搞好服装厂。”闻听此言，靳晓勇
心里一惊。

片刻的沉默后，还是青措先开了口：“未来
服装厂想要赢得发展机遇，只有融入先进的理
念和管理方式。我想通过实干，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累一些有
益的经验。”

听着青措的一席话，靳晓勇的思绪回到了3
年前的那个秋天……

在2022年屋顶光伏项目收益中获得分红的南尖
措拉着靳晓勇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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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随着轻轻的敲门声，靳晓勇抬起头礼
貌地招呼：“请进！”

“靳县长好！我是妇联的青措。”
“噢，是青措主席，快请坐！”
2019年10月15日，是第四批援青干部靳晓勇来

到尖扎县的第70天。
简短的开场白后，青措说明了来意：“靳县长，

我想把县城附近乡镇的妇女组织起来，办个青绣培训
班，您看能不能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

“这是件好事。你回去写申请，再出方案我看
看。”

“好的，谢谢靳县长！”
缘分有时候就是如此奇妙，志同道合的人总是能

够不期而遇。
担任县委常委、副县长的靳晓勇，分管对外经济

和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集团”）
援建工作。自上任以后，找他申请援建资金的人已经
有好几拨了。

关于组织开办青绣培训班的方案，很快就摆上了
靳晓勇的案头。

翻看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内容详实的方案，直
觉告诉靳晓勇，青措是个想干事的人。

经过靳晓勇的协调，10万元的项目资金很快落实
到位。

找场地、聘请老师、到苏州采购刺绣架子，一切
准备就续后，培训班开班了。

陆续培训100多人次后，青措又对靳晓勇谈了下
一步的打算：“如果把这些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公司，
可以让她们的所学有用武之地，每人每月还能有二三
千元的收入。”

这个想法与靳晓勇不谋而合。
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生在湖北荆门的靳晓勇，

童年、少年时期曾在农村生活。熟知乡村生活的靳晓
勇认为：一个家庭成功与否，妇女很大程度上起的是
稳定器的作用，家庭主妇如果掌握了一门手艺，不仅
能把家庭稳住，还可以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在得到县政府10万元的资金支持后，2020年3
月17日，尖扎吾麦民间工艺品有限公司成立，尖扎
县7个乡镇25名心灵手巧的妇女成为公司的第一批
员工。

5个月的时间里，靳晓勇与青措有事一起商量，
遇到困难一起解决。

从北京来的汉族干部与当地的藏族干部用诚心换
取真情，用实干赢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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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县长，我现在又有个想法。”
“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会尽全力。”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其实

对于青措的心思，靳晓勇早已猜了个八九分。
果然，当青措说想将来玉村的妇女组织起来开办

服装培训班，等时机成熟再成立服装加工厂时，靳晓
勇当即表态：“我相信你肯定能办起来，我百分之百支
持你。”

得到靳晓勇肯定的答复，青措紧锣密鼓地开始筹
备服装培训班。

免费学习缝纫技术，未来还可以就业。在别人看
来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在来玉村的妇女那里，工
作人员却碰了一鼻子灰。

妇女自己不愿意来，家中的男人也不同意。
49岁的夏吾措与青措同龄，两个人从小一起玩

到大。夏吾措连续3次找到青措，明确表示自己不想
参加培训。

青措了解情况后得知，原来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的
夏吾措担心学不会。

青措开导夏吾措：“一次培训学不会，就参加两次
培训，如果还学不会，就请老师开小灶。”夏吾措终于
答应参加培训。

通过与夏吾措倾心交流，青措感受到，来玉村的
妇女们不是不想学习技术，更多的人是对自己没有信
心。要增强她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就要给她们
更多的关怀和温暖。

靳晓勇也充分利用到来玉村检查工作的机会，深
入每家每户做工作。

“从北京来的‘华能县长’不但操心光伏的分红，
还关心大家学习服装剪裁，我们没有理由不学习。”

多杰措、吉毛加、周毛加、仁青卓玛率先报名参加
培训。

在援建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由华能集团出资20
万元。利用这笔资金，青措请来了培训老师、购买了
20台缝纫机。

缺少培训场地，尖扎滩乡党委政府协调来玉村
村委会，借用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培训班如期
开班。

2020年9月21日第一期培训班结业仪式上，50
岁的学员代表南尖措，还没说话，眼泪就流了下
来。这一刻，靳晓勇的眼睛也湿润了。

手捧妇女们亲手为自己缝制的裤子，靳晓勇明
确表态：“一定要支持妇联的工作，把服装加工厂建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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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来黄南工作三年了，和大
家的缘分才刚刚开始，就要说再见了。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即将离开，回归
本来之际，心中空落落的，还是有许多不舍。但感恩、感谢、
感激之情愈发浓烈。感谢组织的信任，使我们有机缘成为同
事；感谢在极不平凡的为“情”所困的日子里，特定条件、特殊
情况下，同事们的包容、理解、关心、支持和帮助；感谢大家心
齐、气盛、劲足，一起攻坚克难，爬坡过坎，使天津医疗援青各
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有了新的起色。

在将要挥手告别之际，和同志们愉快共事的场景，历历
在目，同事们不待扬鞭自奋蹄，承上启下合力拼；各尽其能，
固守一方深耕作；诸人诸事，此时此刻，像电影回放，一幕幕
浮现在脑海里，进而不断沉向心底，犹如鲸落。然后过滤、发

酵、转化，沉淀为我一生的营养。我会把和同事们从相识、相
知、到相念结下的战斗友情、亲情珍藏好，作为一生的宝贵财
富。希望老同志在协助带好队伍、做好工作、呵护好同志们
的同时，要劳逸结合，要记得抽空关照自己的身体。年轻的
同事们，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积极进取、
乐观向上、淬炼本领。工作、学习、生活，遵循规律，学用相
长，丰富多彩。

仔细想想，在历史长河中，人生是短暂的，百八十年犹如
白驹过隙。三年来，我以青海黄南人为傲，一次黄南行，终身
黄南情，我努力想给藏地高原留下些什么，比如一些理念，或
者一点点有益的提升。我坚信，在以史冬芸主任为班长的班
子带领下，一定会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家、省州的各项法律法
规、政策规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始终把

群众放在心上，通过大家共同的不懈努力，各项工作都会再
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

高原给了我什么？高原给了我谦卑，爱与善良。蓝天、白
云、青草，高天厚土，三江之源，资源丰富的青藏高原，滋养万
物，却一直在默默付出奉献，跟这里的同行们相比，我们何来大
城市的骄傲，哪里能有不安与浮躁，在黄南这片金色大地上，唯
有履行好自己的担当和使命，通过不断努力、不断付出收获成
熟，充分感受援青赋予的生命精彩。或绚丽多彩，又或静默平
淡，来过即是有缘，有缘才会来过，这一切终将止于自己的归
途，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惟愿将来会有人记起我来过这
里，愿大家友情不间断，真情永远在心间！

最美人间七月天，不负春光与时行，祝大家健康！平
安！快乐！扎西德勒！

一 次 黄 南 行 终 身 黄 南 情
—— 黄南州卫健委援青干部张庆杰援青感言

“黄南州现在还没有制作校服的工厂，如果成立
服装厂专门制作校服，可以帮助来玉村的妇女实现稳
定就业。”青措向在来玉村调研的省妇联负责人介绍相
关情况。

经过省妇联与省乡村振兴局协调，整合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产业发展资金300万元；

在县委县政府的帮助下，青措又与天津市妇联取
得联系，由天津市妇联培训10名妇女学习服装剪裁；

县委组织部整合50万元的村集体发展资金；
华能集团投入50万元援建资金；
经过尖扎滩乡党委政府与来玉村村委会协调，落

实了乡村企业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有河福自来，同心山成玉。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总投入400万元，面积达

800平方米，上下两层、带电梯的服装厂如期建成。
为了感谢各方对服装厂的关爱之情，服装厂取名

达格玛宝（汉语意思为红丝线）。
“服装厂已成为来玉村五大支柱产业之一，服装

厂的建成见证着来自北京、天津，省妇联、省乡村振
兴局对来玉村血浓于水的关爱之情。”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银吉卓玛说。

服装厂建起来了，最先进的缝纫设备也陆续采购
到位，只要按期完成首批校服订单，靳晓勇和青措的
工作也就完成了。

可事实并非如此。
“服装厂的经营对内需要懂技术会管理的人，对

外需要联系市场拓展业务，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服
装厂未来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随着归期的临近，靳
晓勇的心里更多的是担忧。

靳晓勇的担忧，青措又何尝感知不到。正因如
此，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5月17日，经过组织批准，青措辞去了尖扎县妇
联主席的职务。

卸任后的青措全身心地投入到服装厂的生产经营
当中。

7月13日，435套校服如期制作完成。
抚摸着一套套崭新的校服，颇有成就感的青措

说：“来玉村的服装加工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我
一定要带领员工做出高质量的品牌校服，希望黄南州
每一所学校的学生都能穿上来玉村制作的校服。”

如今，这根红丝线一头牵着北京、一头连着来玉
村。满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和牵挂之情的靳晓勇即
将踏上新征程；服装厂的员工也在青措的带领下将感
恩之心化作奋进之力，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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