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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固”的清华故事
本刊特约记者   李晨晖   苍立楠

在宁夏隆德县一个偏僻的山

村，上小学二年级的贤佳（化名）

是个精气神儿十足的孩子，只是比

同龄孩子消瘦些。

去年，7 岁的贤佳动了心脏手

术，“室间隔缺损”——这个从出

生就伴随他的“不定时炸弹”终于

被顺利“拆除”。手术后的他最期

待的就是去学校，几里远的上学路

他自己一溜烟儿就跑到了。

小颖（化名）是贤佳的堂妹，

1 岁半的时候接受了先天性心脏病

（简称“先心病”）手术，手术后

的她再也不用整个冬天都待在医院

里了。

“服务一条龙，看病零负担”

西海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南

部山区的代称。这里群山绵亘，沟

壑纵横，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评

价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

一”。它是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和

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国家确定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也是宁

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核心区。

根 据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2016 年

全国建档立卡统计显示，因病致

贫、返贫贫困户占到贫困户总数的

42.6%。贫穷和疾病在西海固地区

几乎相伴而生。

贤佳和堂妹是两个幸运儿，在

最佳治疗时间通过手术恢复了健康。

“看病的花费一共十多万”，身为

隆德县玉平村普通村民的贤佳爸爸

说，“因为这个项目，我们一分钱

也没掏，孩子现在身体好得很”。

贤佳爸爸提到的这个“项目”是清

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一附

院”）源于云南大理州南涧彝族自

治县的先心病三方联合救助项目。

2013 年，清华大学启动定点

帮扶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大理州南

涧彝族自治县的工作。为解决贫困

地区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这年 5 月，清华一附院医生团队赴

南涧县进行先心病患儿确诊筛查工

作。

在此后多年的实践摸索中，一

附院创造性地提出了“农合（医保）

报销一部分，基金救助一部分，医

院减免一部分”，三方（政府、基

金会、一附院）联合救助的“大理

模式”，全部实行手术后统一结算

费用，实现贫困家庭患儿救治基本

零负担。

 “边远山区，特别是高原地区，

先心病发病率高。由于认识的有限，

不仅老百姓，连医务人员都以为先

心病不能救治。受制于医疗资源和

技术资源，很多患儿错失了手术机

会。”一附院副院长张东亚介绍道。

 “服务一条龙，看病零负担”，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一附院先

心病救助项目已经从最初的云南大

理辐射到周边地区并走向全国。

仅在隆德县，就有 40 多名像

杨河村这对兄妹一样的患者，顺利

接受了一附院先心病手术治疗，开

启了崭新的人生……

2017 年，固原市隆德县副县长

樊学双（清华大学校友、福建闽侯

县副县长派驻隆德挂职）通过清华

教育扶贫办公室了解到一附院医疗

救助项目，随后积极开展对接工作。

同年 12 月，一附院医疗团队赴隆德

开展先心病的确诊筛查，这标志着

先心病三方救助“大理模式”在我

国西部地区的正式落地。

“经过多年的合作，当地医院

对于先心病初筛的准确率有了明显

提升。我们希望通过项目合作，带

动当地医疗水平的提升，使更多边

远山区的老百姓享受高水平的医疗

服务，有更好的就医体验。”张东

亚说。

做扶贫路上的“赶路人”

从隆德县城东侧出发，向东穿

越青兰高速六盘山特长隧道，便来

到了固原市泾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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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一大早，泾源县人

民医院彩超室门口排起了长队。这

一天是一附院专家来县里义务筛查

先心病的日子，闻讯赶来的先天性

心脏病疑似患儿及其家属早早赶到

县医院，焦急地等待着专家的诊断。

泾源县坐落于黄土高原西部，

空气含氧量低，儿童先心病发病率

要高于平原地区，地理和气候因素

不利于先心病患者的早发现早诊

断。加之当地的医疗条件和人们对

疾病认知不充分，患儿极易错过最

佳治疗时间。随着身体成长，疾病

症状逐渐明显并影响正常生活，给

患儿家庭带来重创。

“县里的孩子生了严重的病，

就去银川、西安这些大城市动手

术，县城只有我们这一家二级医疗

机构，但能做的也只是前期基础检

查。”泾源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建

云的一番话，更凸显了全县百姓对

医疗帮扶的迫切需求。

虽然这是一附院的专家团队首

次在泾源县开展先心病确诊筛查工

作，但在当地扶贫干部、清华校友

李小云的协调下，专家们迅速就位，

问诊听诊、彩超诊断，凭借着丰富

的帮扶经验，与当地医务人员配合

默契，有条不紊。

经验丰富的专家们认真询问患

儿情况，对患儿进行详细的彩超诊

断，确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并

耐心地解答家属的问题，安抚患儿

和家属的焦虑情绪。

县医院彩超科医生于红主动参

与了这次筛查工作，这对于已经 10

年没机会进修的她来说，是特别难

得的学习机会。筛查过程中，碰上

较为复杂的病例，一附院心脏中心

彩超室的崔建医生就细致地把诊断

思路解释给她听。

结束筛查后，崔建主动添加了

于红的微信：“遇到复杂少见的病

例可以把影像传给我，一定要是动

态的。”每到一处地方医院，像这

样的业务指导，崔建总是毫无保留。

这支由一附院心外科、超声

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是扶贫路上的

“赶路人”，孜孜不倦，足迹已遍

布全国 28 个省份，涉及近 50 个国

家级贫困县。

自 2006 年以来，一附院专家

在全国开展义诊，覆盖人群达 8 万

余人次。其中，针对贫困家庭累计

完成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

手术 4000 余例，申请基金捐助达

7000 余万元。

医疗帮扶的“大理模式”也从

最初单一的疾病治疗，逐步扩展为

立体化全方位帮扶。支持带动地方

医院科室建设发展，提升贫困地区

医院的医务人员职业技能，为当地

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救助

2018 年 1月 4日，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第一批先心病患儿抵京 崔建（左）在向于红（右）解释复杂先心病的超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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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也进一步拓宽，从单一病种、

限制年龄拓展到多病种、全年龄段；

从救治费用帮扶拓展到康复后教育

及其家庭脱贫的帮扶。

在中国，许许多多类似于云南

大理州和宁夏西海固这样医疗资源

极度匮乏的地方，“小病忍、大病

拖”， 一场疾病就可能拖垮一个家

庭，成为他们脱贫路上的拦路虎。

找到一个又一个先心病救助的

“盲区”，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和

老百姓的健康现状，不仅能提高当

地人民的生活质量，更是赢得脱贫

攻坚战的有力保障。

“孩子，去看大海的广”

“清华的老师把我们的娃娃引

向了大海，只有见过大海的广，才

能知道小河的细。”隆德二中的党

总支副书记陈玉军回想起与清华师

生共度的难忘夏天，依旧感动满满。

2018 年，清华大学教育扶贫

中外师生暑期社会实践的一支队伍

来到了宁夏隆德县第二中学。

在暑期实践中，来自清华的师

生为这里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堂别

开生面的文化素质课程——“趣味

历史”“奇妙的动物行为”“摄影

技术与实践”……

“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要做的

不仅仅是分享知识，更要分享外面

世界的模样，带给孩子们希望。”

这是实践支队师生的共同愿景，为

当地的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带来关

爱与新知，帮助他们拥有改变命运、

走出贫困的勇气与内生力量。

除了暑期支教外，清华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还通过远程和面授相结

合的方式，结合当地需求持续精准

投放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开展面向

当地基层党政干部、农业产业人才

等群体的教育培训。

早在 2017 年，清华教育扶贫

远程教学站就把法学院田思源教授

讲授的“依法行政”专题课程带到

了隆德县领导干部主体培训班的课

堂上，来自隆德县神林乡的苏学冰

说道：“接触到了全国最先进的理

论知识后，更加坚定了自己有一份

热发一份光，为民排忧解难的决

心。”

清华大学远程教育扶贫“云课

堂”拓展了西海固地区基层党员、

群众学习培训的渠道，破解了基层

党校师资力量薄弱、知识面窄、教

学水平低等问题。

如何打造专属于隆德县的农业

品牌和农产品电商？如何在推动农

旅融合发展和产业培育上蹚出一条

新路？这些都是隆德干部最为关心

的问题。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也

将继续优化课程体系，积极总结教

育扶贫的实践创造，把脱贫攻坚和

教育扶贫中形成的措施机制有效延

续，助力西海固地区巩固提升脱贫

攻坚成效、推进乡村振兴。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

风。” 这座黄土高原腹地上形似长

龙、南北迤逦的山脉，曾是红军长

征时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

脱贫路上，中国攻克了无数“高

山”，在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最

后一座“高山”里就有西海固。

在这个天高云淡、层林尽染的

丰收之秋，清华人把扶贫足迹再次

留在这片土地上，助力西海固人民

翻越脱贫攻坚的高山。

清华师生赴隆德二中开展教育扶贫暑期社会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