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万里路 结一世情
——记援疆干部、奇台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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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前，张建军早早来到科室，换好白大褂，主持每日的
例会、交接班，查看住院患者的最新检查结果。

10时20分，准时开始查房。张建军走进病房，了解每位患者
的病情变化，询问患者感受，向医生提出治疗建议，向患者及家属
解释下一步的诊疗方案。

11时，手术室陆续开始接患者进行手术。随着第一台手术开
始，身为一名外科医生，张建军忙碌的一天拉开了序幕。

忙，是张建军的工作常态，因而休息、吃饭时间都不规律，他却
甘之如饴，用仁心仁术解患者身体之痛、化患者心中之忧。

在福建省福州市，张建军是长乐区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
师。他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临床专业，从事泌尿外科专业18年，
在前列腺、结石、肿瘤等微创手术治疗上造诣颇深。

2021年8月，43岁的张建军做了一个决定：响应国家号召，踏
上援疆之旅，来到了距家乡4000多公里的奇台县，成为福建省第
八批援疆干部人才中的一员。

援疆期间，张建军担任福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医疗队副队长、
奇台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开展泌尿专科和援疆专家名医
工作室建设工作，引进泌尿外科诊疗新技术、新项目，带教指导和
完成了200余例复杂的泌尿外科微创手术，为受援医院填补多项
泌尿外科技术空白。

由于水质较硬、气候干燥，泌尿系结石是新疆群众常见多发
病。开展援疆工作的第2个月，张建军就完成了奇台县首例双镜
联合下输尿管、肾结石碎石手术，这标志着该院泌尿外科在泌尿系
结石微创时代迈出重要一步。

“我要让这些先进的微创技术造福奇台患者。”张建军说，他至
今对这台手术印象深刻。

一年前，一名71岁的患者因腰部疼痛入院，经诊断为肾结石
和输尿管结石。由于患者年龄大，又患有糖尿病，经过保守治疗但
效果欠佳，最终选择手术治疗。

张建军在治疗中发现，治疗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如选择传统
开放手术，输尿管硬镜只能处理输尿管结石，手术时间长、创伤
大。张建军使用先进的“输尿管硬镜+软镜”，1小时后，他完成了
手术，患者3天后康复出院。

人才，永远是发展的重要动力，张建军深知这一点。援疆期
间，在认真完成科室每天诊疗工作的同时，他把“造血”作为长久之
策，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医务人员培训、教学查房，进行疑难病例
讨论，制定学习计划，提升医院诊疗水平，用实际行动打造一支带
不走的医疗队。

前列腺、肿瘤等微创手术在福建省已经很普及。但在3年之
前，奇台县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只能开展简单的前列腺、输尿管末
端手术。在张建军带教指导下，奇台县人民医院4位医生已能独
立完成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腹腔镜下肾
囊肿切除等微创手术，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申报州级科研项目“经
尿道前列腺剜除手术的临床应用”。

“整个手术过程中，张主任对手术的每个步骤、每个要点都进
行了详细讲解，使我们对这台手术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我们的帮助
特别大……”参与了张建军的一台手术后，奇台县人民医院泌尿外
科医生马腾飞充满敬佩地说。

“所有手术都是教学手术。”张建军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当地的医生必须在实践中迅速成长起来。”随着一台台手术
的开展，张建军带领的团队的手术技术在不断提高，奇台县人民医
院泌尿外科的发展也进入了一条全新的“加速道”。

援疆之初，张建军就被分配到福建援疆福州分指挥部产业招
商组，配合组长开展榕奇产业项目对接。他利用“5·18”海交会、

“9·8”投洽会组织协助奇台县开展招商引资，同时充分发挥福州市
电子商务产业优势，打造奇台县线上经济增长点。

“援疆是难得的人生历练，这是一种责任，一种奉献，更是一笔
宝贵的人生财富。”援疆工作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张建军感慨地
说：“虽然距离离开新疆的日子越来越近，但仍有患者让我牵挂。”

那是一名慕名赶来奇台县人民医院就诊的前列腺炎患者，由
于排尿困难，患者处于极度焦虑状态。张建军迅速为患者实施了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手术，“目前患者还在恢复中，等身体情况稳定
下来还需要做进一步随访。”张建军说。

行万里路，结一世情。对患者的关爱，是张建军难以放下的牵挂。
“一年多的援疆生活，让我爱上了新疆这片热土，爱上了热情

的新疆人民。”张建军深情地说，“一路走来，有波折，也有委屈，但
更多的是收获和喜悦。这段经历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我的才
能，我会继续当好榕奇的桥梁，讲好新时代的新疆故事。”

在新疆准噶尔盆地的东部，坐落着一座现代
化产业新城——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
简称：准东开发区）。这里有沉睡了亿万年的煤
海宝藏，林立着与煤电煤化工、新能源等产业相
关的1300多家企业。

2021年8月，李泉作为中期轮换的福建省援
疆专业技术人才，跨越千山万水，从福建省财政
厅来到准东开发区财政局担任副局长，开启了为
期两年的援疆工作。

“参与援疆，既是组织的安排，也是个人追
求。把个人理想、人生价值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
谋利，既是本分，更是荣耀。”李泉说。刀要在石上
磨，人要在事上练。自打进疆起，李泉就下决心尽
快熟悉周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努力克服饮食、作
息时间的影响，安下心、扎下根、扑下身子，积极投
入到准东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中。

作为经济建设口援疆干部，怎样当好领导参
谋助手，给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一直是李泉思
考的方向。为此，他每天最早一个到办公室，围
绕准东开发区六大产业布局，重点学习煤化工、
煤电冶、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发展现状、前沿
工艺，加强宏观政策和专业知识的储备。带着问
题走进准东开发区下属7个产业园多家重点企业
和纳税大户，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经营者、技
术人员等交流座谈，掌握情况，问策问技。从准
东开发区政府采购工作入手，全力推进园区产业

布局，重点支持源网荷储一体化、热电联产业、
新能源及化工园区等规划的编制、实施，推动主
导产业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与国家政策有效衔
接，在广袤的准东让青春熠熠生辉。

在准东开发区财政局工作期间，李泉从民族
团结工作入手，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和
民族团结联谊活动，通过发挥财政职能、加强经
费保障、为亲戚排忧解难，助力准东开发区争创
昌吉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自觉当好闽昌情
谊的传承者、传递者、传播者。

“我们准东开发区财政局成立时间晚，各方
面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李泉将福建省好的经验、
做法带到这里，提升了我们的财政业务水平。”
准东开发区财政局干部夏秀·托汗说。

2022 年，面对疫情，在人手紧缺的情况
下，李泉勇当“排头兵”，积极参与入境人员疫
情防控工作，根据疫情防控需求，调动多方力
量，开展物资支援行动。

援疆不只是历练，更多的是收获。四百多个
日夜，八千里外，天山脚下，李泉历经卡拉麦里
戈壁狂沙的洗礼，以及古尔班通古特大漠飞雪的
打磨，让他真正融入新疆，成为准东的一分子。

一年半的援疆经历，让李泉爱上了这个挥洒
过汗水的第二故乡，也对“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
必须长期坚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幸运的是，我
们是这一历史责任和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
和见证者，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说。

2021年8月，黄锦珠怀揣梦想，肩负重托，
从东南福建来到西北木垒，开始了她的援疆生
涯。

八千里路程，六百多个日夜，对黄锦珠来
说，援疆是幸运，是责任，更是奉献。

“我们援疆干部在工作中要提高站位、主动
作为；履职尽责、争创佳绩……”入疆伊始，黄
锦珠暗下决心，要为建设和发展新疆教育事业贡
献一份光和热。

工作后不久，黄锦珠第一次遭遇了风雪天
气。那天，她穿着棉衣棉裤往教室里赶，一路上
摔了好几跤。“黄老师，您冷不冷？”“您摔疼了
没有？”当她走进教室时，学生们纷纷围了上来
问候。黄锦珠连声说：“我们援疆人都不怕摔，
老师不冷、不疼。”那天雪特别大，但黄锦珠的
心特别温暖。

“进疆无悔，‘疆’来可期。”黄锦珠用这句
话勉励自己，克服各种困难，全身心投入到忙并
快乐着、充实而有意义的援疆工作中。

黄锦珠承担了木垒县第三小学三年级 （3）
班的语文教学工作。为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
养，她开展了“经典诵读朱子诗文”和“我手写
我心”日记活动、“小胡杨爱阅读”等语文实践
活动；自费购买经典读物赠送给全班学生，指导
学生在假期进行课外阅读。

为了让文言文从难以理解的文字变成学生喜
爱的文章，她通过激发导入、读通读顺；读出节

奏、读懂读好；情景再现、合作表演；读出韵
味、读出文化等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
的兴趣。她执教的示范课《司马光》，课堂教学
效果良好，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完成本职工作之余，黄锦珠充分发挥纽带作
用，以己为媒架桥梁，当好使者促交流。

2021年10月，黄锦珠积极联系福建省相关
机构，通过福建教育云平台成功在木垒县第三小
学开展2021年度福建省第十场“推进集团化办
学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教育教学开放活动，让
木垒的教师听到了来自福建的课程、讲座，有效
提升了木垒县教师的业务水平。

黄锦珠认真做好木垒县第三小学“蓝青工
程”各项工作；积极完善并践行“师带徒”工作
机制，与徒弟赵忠桂老师研究解决教学难题，切
实发挥传帮带作用。

带领全班同学朗诵《跨越千年稚子吟》，组织
学校师生同步收看福建省南平市朱子“敬师礼”
和“祭祀礼”活动视频，邀请南平名师开设讲座，
组织青年教师在基本功比赛中弘扬和传承朱子
文化……黄锦珠积极开展朱子文化进校园活动，
打造“朱子文化进木垒”这一文化润疆品牌，进一
步激发木垒县青少年的爱国热情。

“归时如初来，守望木垒；展望未来，祝愿
南木两地共谱华章，再绘武夷天山奇美画卷。”
黄锦珠说，山远海阔，南木情深，虽然援疆工作
即将告一段落，但援疆情一直都在。

在广袤准东让青春熠熠生辉
——记援疆干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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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己为媒架桥梁 全心任教促交流
——记援疆干部、木垒县第三小学教师黄锦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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