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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专家在开展义诊活动

为 了 乡 村 更 美 丽 农 民 更 幸 福
——华中科技大学全力帮扶临翔区高质量脱贫

融媒体记者熊之鹂

家住云县幸福镇邦洪村的杨仙雨最近可
高兴了，因为她可以拄着拐杖学习走路了！两
岁那年，杨仙雨患上骨髓炎，导致右腿膝关节
和髋关节畸形无法正常生长。一家人多次奔
走于省内多家医院，但却没能找到治疗方案。
杨仙雨的母亲张正芹说，多年的治疗花费了不
少钱，家里已经无力再外出就医，但是从 2016
年开始，每年都要带孩子到临翔区人民医院复
查两次。2020 年 6 月，在带孩子复查时得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小
儿骨科专家最近要来开展专家周活动，于是张
正芹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专家针对杨仙雨的
病情进行右下肢短缩畸形、截骨矫形引长术治
疗。此次住院治疗不仅没有专家费，医院还给
杨仙雨尽量减免一些相关治疗费用。手术后
不久杨仙雨开始进行康复治疗。杨仙雨的康
复师马绍楠说，康复训练中孩子配合得很好，
又能吃苦，所以恢复得不错。张正芹欣喜地
说，以前孩子走路拖着右腿走，现在孩子已经
可以拄着拐杖学习迈步，孩子能恢复到这种程

度以前做梦都不敢想。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华中

科技大学深知健康对脱贫的重要性，制定出依
托公共卫生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及校医院，从

“疾病预防、医疗救治、健康管理”三个方面打
造临翔区中心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
级联动的医疗健康保障体系，补齐公共卫生体
系短板的策略，从提高医疗水平、培训医务人
员、构建医疗体系入手，积极开展医疗健康帮
扶。除每年到临翔区开展专家周诊疗活动外，
还先后派出肿瘤专家张瑞光、邹枕玮到临翔区
人民医院担任挂职副院长。同时先后建立心
血管外科、骨科 2 个专科基地和肿瘤专科，心血
管外科基地成功实施手术 130 余例，影响辐射
缅甸等“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骨科基地完
成云南省首例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日间手术，对
杨仙雨等 3 名疑难儿童患者进行了手术；肿瘤
专科不仅实现了临翔区人民医院肿瘤学科从
无到有，而且提高了该院肿瘤科在临沧的影响
力。

依托华中科技大学优质的医疗资源，临翔
区人民医院制定并实施“百名计划”，从 2014 年
11 月选送第一批医技及管理人员到附属协和
医院进修开始，截至目前已有 36 批 92 名医护
人员完成进修学习，涵盖临床、护理、医技、职
能管理等专业，他们学成归来后都成为各个科
室的业务领头人。副院长钱华兵 2017 年到华
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骨科进修，结束后带
回了新技术，为该院儿童骨科技术水平走在全
市前列奠定了基础。钱华兵说，虽然进修时间
只有 3 个月，但是认知得到颠覆，学到了不少新
技术，收获非常大。

进修医护人员带回的新技术促进了医院
新业务的开展，近几年医院开展的新业务已达
30 余项。持续的帮扶使临翔区人民医院的医
技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有些学科展现了头
角，先后有 7 个学科被评定为云南省重点学科，
还为该院顺利通过三级医院的晋级评审奠定
了基础。“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得了病、看得起
病、看得好病”正逐步变成现实。

截至 2017 年 5 月，临翔区仍有建档立卡贫
困乡 4 个，贫困村 56 个，农村贫困户 10745 户，
贫困人口 42414 人，资金、技术短缺、内生动力
不足是主要的致贫原因之一。长期以来，临翔
区一直在寻找将气候和产业优势转变为经济优
势的突破口，而华中科技大学具有雄厚的科研
研发实力，双方在深入调研论证后，将茶产业的
品质提升和金线莲林下种植作为当地产业发展
的突破口。

临翔区有近 25 万亩茶园，主要销售原料，茶
农人均茶叶毛收入仅为 2842 元，该区茶产业长
期处于高产量低产值的局面。有关数据显示，
截至 2016 年，普洱茶出口量为 2937 吨，仅占茶
叶出口总量 32.9 万吨的 0.9%，这与普洱茶生产
标准化程度较低、品质差异大、不稳定，无法满
足国外对茶叶品质的需求有关。

学校先后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华中科
技大学临翔科技创新研究院，致力于孵化企业、
培养科研人才，切实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地

方的实际生产力。
学校派出以余龙江教授为首的普洱茶研发

团队，针对普洱熟茶生产长期存在的生产标准
化程度低、品质差异大、不稳定等问题进行技术
创新，以促使临翔区普洱茶特色资源发挥更大
效益。研发团队成员朱圆敏和谢燕霞等深入调
研文献资料和生产实际，制订了详细研究方案，
夜以继日重点攻关。他们一边继续优化实验室
小试成果，一边深入临翔区对口企业，在厂区驻
扎，同步开展生产性试验。普洱熟茶纯净发酵
装置由于没有参考资料，整个设计方案被反复
讨论修改不下 20 次，试制阶段仍然在不断修订
完善，同时克服了很多配件在临沧甚至昆明都
无法买到等诸多困难，最终成功创新普洱熟茶
加工技术，育成“纯造普洱”品牌。华中科技大
学 90 级学生罗振宇在跨年演讲“时间的朋友”
上呼吁：“想买普洱茶的，请认准华中科技大学
定点帮扶的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出产的普洱
茶。”

地处北回归线的临翔区拥有丰富的森林资
源和气候优势，借助华中科技大学雄厚的科研
实力，该区积极开展名贵中草药金线莲的林下
种植试验，以“政府+高校+企业”的方式进行运
作。余龙江和付春华教授等多次深入实地进行
指导，通过科技创新，全面解决金线莲在临翔区
种植推广面临的瓶颈问题，建立优化的金线莲
种苗快繁、大棚培育及田间栽培的高产种植技
术体系，金线莲种植成活率高达 96%，远远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为了将金线莲培育成重要的林
下经济产业，华中科技大学和临翔区一边开展
金线莲云南标准的申报工作，一边持续开展金
线莲产品深加工研究，积极开发新产品。

目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及机械科学与
工程学院研究团队开展高岭土 3D 打印、陶瓷工
艺设计等系列研究，制作了各类具有临沧特色
和校园特色的高岭土陶瓷工艺品，设计了拉祜
族葫芦纹样、傣族特色织锦纹样等产品，为临翔
区产业发展持续加持。

》医疗 群众就医更方便更实惠

》科技 产业提质增效的利器

》教育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距离除夕仅有 4 天时间，但倪尤庆
老师依然坚守在离家几千公里外的临
翔区一中。因为有第四节课，和记者简
单聊上几句倪老师就匆匆走进了教
室。为了提高教学质量，2018 年，华中
科技大学分两批引进9名退休名师到临
翔区一中开展教学工作，倪尤庆就是其
中的一员。华中科技大学对临翔区的
教育帮扶，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

帮扶中华中科技大学意识到，简单
的“输血式”物资捐赠不能彻底解决贫
困，只有“造血式”扶贫才是长久之计，
而承担提高人口素质重任的教育无疑
是解决“造血式”扶贫的根本，为此学
校最先将教育作为帮扶的突破口。

2013 年 8 月，华中科技大学第一批
支教团队深入临翔区中小学课堂一线
传经送宝，教育帮扶由此展开。

华中科技大学及其附属中学通过
开展课堂诊断、科研管理、专业讲座、师
徒结对、项目引进、资金扶持等方式进
行教育帮扶，派出研究生支教团队到区
一中、区二中、蚂蚁堆中学、南美中学、
杏勒完小5所学校开展支教，派出初中、
小学、幼儿园专家团队 8 批 80 余人次，
开展覆盖全区城乡的示范课教学。

提高临翔区初、高中教育教学质
量，华中科技大学将临翔区一中作为定
点帮扶对象，在临翔区一中挂牌设立优
质生源基地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基地，鼓励学生积极报考华中科技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及附中的领导、一线
教师多次亲临指导，从课堂教学改革、
教师专业培训、教育科研发展、高考备
考复习、高考招生等方面对临翔区一中
给以支持。同时还选派教育部国培国
家级骨干教师马明荃到区一中担任挂
职副校长，将发达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
进行完美嫁接。

华中科技大学挂职临翔区的副区
长姚坦告诉记者，2015 年以来，学校在
临沧市加大招生宣传，用好国家招生
政策，先后有 30 名临沧市的学生考入
华中科技大学。学校对符合政策的学
生给予学费减免、困难补助、设立奖学
金、开设勤工助学岗位等支持，并鼓励
临翔籍学生学成后回到家乡，为建设
家乡服务。

8 年来，通过开展教育教学研讨活
动及举办相关专题讲座，教师参与面达
3000余人次，为临翔区各级各类学校捐
赠的教学设备及资金超过 1000 万元。
教育帮扶使临翔区补齐教育短板，加快
了教师专业成长步伐，促进了全区教育
科研水平及教学质量的大幅提升。

髋关节手术 带教查房

金线莲组培间金线莲组培间

华科附中李思俊老师在上示范课

支教老师进行课堂教学

种植金线莲种植金线莲

》规划
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年初的一场寒潮让马台乡萝
卜山成为广大市民们的网红打卡
地，也让更多的人对它有了了解。

萝卜山的变化，华中科技大学
的建规学院功不可没。

萝卜山是距离马台乡政府最
远的高寒山区村寨，在脱贫之前，
它的贫困可是远近闻名，全村 126
户村民中，建档立卡户达68户。它
种植萝卜历史悠久却没能让百姓
致富，距离临沧城仅15公里却未获
商机。该乡尝试以乡村旅游作为
其发展的突破口，华中科技大学建
规学院的“精准扶贫”团队从专业
角度出发，对其乡村旅游环境文化
与基础设施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规
划，萝卜山的发展面貌和轨迹就此
改变。

实际上，以耿虹教授，李彦群
博士为主的建规学院“精准扶贫”
工作团队从 2016 年 3 月就开始了
在临翔区的规划扶贫工作。自第
一次踏足临翔土地进行实地调研
开始，在近5年的时间里，累计调研
时间达154个工作日。即便在2020
年疫情最为严重之时，建规学院

“精准扶贫”工作团队依然断路不
断线、停运不停工，在武汉精心、细
致地为临翔区相关乡镇绘制着规
划蓝图。

“精准扶贫”工作团队从细访
深研调查资料和各种资源条件出
发，结合脱贫攻坚、文化扶贫、乡村
振兴等不同政策背景与发展阶段
诉求，开展“精准规划”、“非遗扶
贫”、“乡村振兴”三个阶段的帮扶
工作，先后进行了“五乡两村两地
段精准规划”、“南美拉祜族非遗申
报与旅游策划”和“大昔归片区资
源整合规划”3 个阶段共计 13 项规
划工作，完成规划成果 13 套，绘制
规划图纸340余张。期间赴现场实
地调研工作人数达 233 人次，调研
足迹覆盖临翔区7个建档立卡贫困
乡、22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走访上
百家贫困户，深入了解到当地贫困
现状和贫困户发展诉求。规划审
批 通 过 率 及 规 划 实 施 程 度 达
100% ，对 规 划 成 果 的 满 意 度 达
100%。

在脱贫攻坚工作重心逐步转
到乡村振兴以后，建规学院“精准
扶贫”工作团队努力探索后扶贫时
代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模式、新路
径，高质量完成昔归普洱茶特色
小镇规划、南美拉祜特色小镇规
划、萝卜山村振兴规划、中山村振
兴规划等多项设计，其中昔归普
洱茶特色小镇获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高度肯定。规划扶贫工作和
设计研究项目还分别入选教育部

“精准扶贫”十大示范项目和“非
遗扶贫”六大示范创建项目。立
足于南美拉祜族传统民居文化特
色进行的“云南拉祜族传统建造
技艺”研究项目，不仅为发掘、保
护和传承临翔区丰富的民族民间
文化资源和乡村振兴服务，而且
还得到国际同行学者的称赞，受
邀参加 2021 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
展。

今天，站在“十四五”的新起
点，华中科技大学将接续帮扶，为
绘就临翔区乡村振兴发展的美丽
画卷添砖加瓦。

（本版图片由华中科技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