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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98 年 6 月 26 日，一架银白色的 A-340 飞机降落在拉萨贡嘎机
场。 来自浙江省省直机关和 11 个市的 43 名援藏干部，在时任中共浙
江省丽水地委委员、中共西藏那曲地委副书记（援藏期间）陈铁雄同
志的带领下，走下舷梯，踏上西藏的土地，开始为期三年的援藏工作。

三年过去了，在 1000 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们不负省委和全省人
民的重托，发扬“老西藏精神”，战胜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藏族同
胞一道，为祖国边陲地区的繁荣和稳定，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动人的
乐章，唱响了一曲又一曲浙江干部援藏之歌！

挑战“生命禁区”
英国人写的《人在高原》一书中断言：“人到海拔 4500 米以上将

无法生存”，并把这一高度确认为“生命的禁区”。 我省对口支援的那
曲地区，地处藏北高原，藏语叫羌塘，其意就是“北方辽阔的草原”，所
以人们习惯叫藏北。 这里平均海拔在 4500 米以上，年平均气温-2℃
至-3℃，最低气温达-41℃。 每年 7 月牧草开始返青，9 月霜雪又至，冬
季长达 10 多个月。 即使在最暖的 7 月也是“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
天”。 那曲地区植被稀疏，绝大部分地域没有树木，人烟稀少，平均每
3 平方公里仅有 2 人。风沙肆虐，全年 7 级以上大风要刮 150 多天，最
大风速可达每秒 40 多米。对那曲的环境，这里的老百姓概括为：风刮
石头跑，满山不见树，只能长点草，一步三喘气，四季穿棉袄。

对于长期在内地工作的援藏干部来说，这样的生存环境无疑是
严峻的考验，而高原缺氧则成为援藏干部必须逾越的第一道屏障。

由于海拔高，这里空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 50%。 当援藏干部
还沉浸在盛大欢迎仪式的浓烈气氛之中，高原缺氧造成的反应已悄
然而至。 刚到拉萨市进行适应性休整的一周时间里，就有一些同志
出现气喘、胸闷、头痛、眩晕等症状，不得不住进医院。 随着去那曲日
期的临近，这些同志纷纷撑着出了院。 来自省法院的方嘏风反应严
重，呼吸困难，嘴唇青紫，可他一再向陈铁雄副书记表示：“不能把我
留在拉萨，就是爬，我也一定要跟上大队伍。 ”

那曲镇海拔 4507 米，比拉萨市高出近千米。 一到那曲，绝大多
数同志高原反应更加严重。 白天大口大口喘气，脸色青白，头晕无
力，夜间要靠吸氧来调节睡眠。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满怀一腔援藏之
志的 43 名同志互相鼓励，互相照顾，在当地干部的帮助指导下，对
症用药，适当休息，以惊人的毅力努力克服高原缺氧造成的种种不
适，在援藏工作中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让“老西藏精神”发扬光大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是孔繁森

等老一辈援藏干部创造的“老西藏精神”。 这种可贵的精神在新一代
援藏干部的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那曲地委、行署组织的几次较大规模选派工作组下牧区工作
中，陈铁雄副书记都以身作则，带领援藏干部主动请缨 ，下牧区工
作，短则二十几天，长则一个多月，下乡更是家常便饭，并且都是刚
回来，尚未休整，又背起被褥，带上干粮，一头扎进工作。 饿了，停下
脚步，掏出干粮，渴了，喝上几口水，继续前行，陈书记尚且如此，在
县里工作的同志，更是经常深入牧区工作，每次一待就是一个多星
期，吃的是饼干、方便面和风干肉。 所以那时我们也互相调侃“不是
在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 ”对于援藏干部这种不怕艰苦、甘于
奉献的精神，当地领导给予高度评价：“不要说是你们，就是当地干
部能连续在牧区工作一个多月的也不多，你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

那曲，其藏语意为“黑河”。 这里的水是白色的，氟和汞的含量特
别高。在那曲烧开的水，通常不会灼伤人，因为水烧到 70℃就开了。烧
开的水，通常混沌不清。 那时的那曲没有自来水，藏北人祖祖辈辈吃
的都是井水。 这里的井水，即使在夏季，也冰冷刺骨，冬季要用井水，
更不方便，井口被数尺厚的冰层覆盖，要用铁锤斧头将冰砸开。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使用高压锅以前，老一代西藏建设者们只
能吃半生半糊的夹生饭。 说到吃饭，一直是在县里的援藏干部头痛
事，这里的单位均不设公用食堂，烧饭炒菜，离开了高压锅，永远都
吃生的（就是面条也要用高压锅压才能吃）。

那时，那曲镇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基本靠外运，住在各县的
援藏干部只能依靠往返车辆捎带一些食品， 膳食之单调可想而知。
由于西藏的农牧民基本上不吃蔬菜，因此也种得很少。 再加上当地
没有精盐，都是用盐巴，吃起来很不习惯。 刚来的那阵子，当地用最
好的菜和青稞酒、酥油茶来招待援藏干部，可大多数同志还是因为
高原反应，闻到饭菜的味道就想吐。 然而，大家还是努力缩小与藏族
同胞生活习惯的差异，逐渐适应喝井水、酥油茶、酸奶、青稞酒，吃风
干牛肉、手扒羊肉和糌粑，还学会了烧牛粪和在缺氧条件下用高压
锅烧菜、做饭的本领。

多数在县里工作的援藏干部住的都是以铁皮做屋顶的平房或
低矮、潮湿的泥房子。 这种房子，太阳当头时，它犹如一盆火炉，太阳
下山后，转眼变成一个冰窖；冰雹袭击时，它又变成一只震耳欲聋的
牛皮鼓。 其保温和隔音效能均很差，一进入冬季，房内墙壁总是积上
有几厘米厚的冰霜。 常年不断飞沙走石的大风，会突然掀掉屋盖，让
人有家难归。 有的地方没有电，只能点蜡烛。

2000 年 7 月，我陪同丽水电视台记者王凯、王丽明下乡到比如
县，在回那曲的路上遇到狂风大雨，路面又窄又滑，260 公里的路程，
汽车足足跑了 17 个小时， 次日凌晨 4 时到达那曲时， 王丽明提议
说，今天我们各捡了一条命，留个影做个纪念吧！ 在我们浙江第二批
援藏干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时代的楷模孔繁森
同志就是在高原遇车祸而永远离开我们。 在全国第二批 646 位援藏
干部中，也有三人因高原车祸离开了人世。 那曲地区多数县到乡村，
基本没有大路，下乡只能步行或骑马。 由于县、乡、村普遍没有接待
能力，每次下乡都要带上液化气、炊具和足够的干粮。

在进藏后的日日夜夜里，呼吸难、吃饭难、睡觉难、行路难始终
伴随着我们，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同志们始终保持着乐观主
义和理想主义精神，通过反复实践，摸索出“穿衣不要少、吃饭不要
饱、走路不要跑、说话不要吵”这一特定条件下生存和工作的规律，
始终以“老西藏精神”激励自己，顽强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体现出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的精神面貌。

让西藏的明天更加繁荣稳定
“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光明；汉族和藏

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中国。 ”这是援藏干部进藏后都
会唱的一首歌，歌声唱出了浙江援藏干部与藏族同胞共同建设新西
藏的心声。

我们 43 位援藏干部分布在那曲地委、行署和所属那曲、比如、
嘉黎三个县，职务不同，岗位各异，但大家都把尽职尽责为那曲两个
文明建设贡献力量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脚踏实地干好每一件事。

抓教育、转观念。 把沿海发达地区的新观念、新思路与那曲实际

相结合，促使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如嘉黎县援藏干部根据本
县实际，在全县干部职工中开展以“学理论、守纪律、讲奉献、谋脱贫”为内
容的主题活动，激发全县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变
“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使全县干部群众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抓基础、强素质。 在前一批援藏工作的基础上，着重在那曲、比如、嘉
黎三县抓“普三工程”师范学校的建设。 在第一批援藏干部援建希望小学
19 所的基础上，又兴建了 7 所希望小学和一所幼儿园，共投资 390 万元，
并且加大了教师的培训力度。

抓管理、建机制。 相应地建立健全各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新的工作运
行机制。 那曲地委党校、旅游局、农牧局以及那曲县、嘉黎县和比如县都制
订了各项规章制度和县委、县政府事务管理制度。 那曲医药公司援藏干部
负责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工作，使公司成为那曲首家股份制企业。

优环境、抓发展。 那曲镇由于海拔高，冬季风大，自古以来没有树木，
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张凤蛟在那曲军分区任职时，曾许下重奖，谁在那
曲种活一棵树，立三等功一次。 为了早日结束那曲镇没有树木的历史，改
变那曲整日风沙肆虐、灰尘弥漫的状况，根据浙江省第二批援藏干部领队
———那曲地委陈铁雄副书记的指示意见，那曲地区农牧局援藏干部积极
组织、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开展“浙江 ———那曲友谊树”试验活动，认真查
阅那曲地区近 30 年来的气象和土壤普查资料，分析、研究前人不成功的
原因、经验、教训，寻找那曲镇植树关键技术环节，撰写出《关于在那曲镇
进行种植柏、杨等树项目试验的可行性报告》，组织、带领有关科技人员，
在 4 月底气候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 到山南、 当雄、 索县、 阿里等海拔
4800 多米的高山挖树引种，自己动手建试验园，挖穴植树，施肥等。 当时
该项目已取得较为理想的成果，已找到合适那曲镇种植的树种，并摸索
出每年最佳植树时间和主要管理办法措施。 该项试验的开展， 结束了那
曲没有树木的历史，对优化那曲镇生存环境、改善人民群众生存、生活条
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那曲县的援藏干部为了搞好农业开发，
自带帐篷、炉具下乡。嘉黎、比如两县分别是国家级贫困县和区定贫困县，
脱贫任务相当繁重，针对这一情况，两县的援藏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制订脱贫计划。 在全县进行思想大动员，在工作上抓重点攻难点，在措施
上实行领导责任制，工作有声有色。 两县已于 1998 年完成脱贫任务。

西藏气候环境之恶劣、道路之崎岖艰险、条件之艰苦，未在那里生活
过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 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小感冒，在这样一个高
原地区，一不小心，就会发展成肺水肿和脑水肿，就曾有援藏干部因为不
适应当地的气候，出现感冒引发的肺水肿，甚至被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
最后不得不提前结束援藏任务。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那曲县
8 位援藏干部为尽快进入角色，履行职责，不畏艰难险阻，进藏仅 10 余天
时间，在有些同志尚有高原反应的情况下，就自带干粮、被褥，分头跑遍全
县 20 个乡镇，总行程达 2800 公里以上。大家之所以能够“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无人彷徨，没人掉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让西藏的明天
更加繁荣稳定”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目标，更因为有榜样的力量在召唤。 作
为第二批浙江援藏干部领队的那曲地委陈铁雄副书记，为了搞好那曲地
区发展规划，掌握第一手资料，1999 年 7 月，在发烧高达 40 多摄氏度，处
于昏迷状态的情况下，仍然心系工作，在拉萨军区医院治疗才 2 天时间，
病情尚未好转，就不顾劝阻，执意要求回到工作岗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
工作，带领同志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完成了三年援藏整体规划。 正因为
这样，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那曲：三年共对口支援以“浙江路”为代表
的项目 48 个，投入资金 6000 余万元，援助物资 500 余万元，为那曲地区
选派技术干部 2 批共 10 人，从那曲地区当地干部中选派了 8 批共 30 人，
前往浙江省挂职培训、 组织当地同志赴内地考察学习 10 批共 125 人，内
地党政代表团到那曲访问 32 批共 256 人……浙江的援藏干部用实际行
动为促进那曲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这不仅增
强了那曲自身的“造血功能”，更让藏北高原上最艰苦的地区焕发出别样
的生机和活力。

沿着榜样的足迹前进
我省援藏干部自决定赴藏工作的那一刻起， 人人都在心中下了这样

的决心，像孔繁森同志那样工作、学习和生活，树浙江援藏干部的良好形
象。 这支队伍的成员来自我省四面八方，在藏工作单位又相对分散，处于
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中， 这无疑给加强队伍自身建设带来了一定难度。
在陈铁雄副书记的组织、带领下，建立了“自管制度”，按地域分成 4 个自
管小组，制订了“关于加强进藏干部管理有关规定”，并通过阶段性工作总
结，每月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以及每周组织一次干部学习，从而在内部
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加强、自我约束的机制。

援藏干部管理小组在抓好援藏干部管理的同时， 努力为援藏干部服
务，修缮了公寓的食堂、围墙、厕所、电路等设施，改善公寓住房、饮食、保
健等生活环境条件。 同时利用休息时间组织大家练习书法， 学习电脑知
识，重温入党誓词，慰问军区武警支队，举办书画、摄影展等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活动。 在日常生活中， 陈铁雄副书记要求每位援藏干部要严格遵守
各项纪律规定，对自己更是从不放松要求，带头坚持低标准，不搞特殊化，
下乡自带干粮、炊具和被褥，不给基层增加负担。 干部有问题、有困难，他
总是悉心指导，耐心劝解，同时也时刻关心援藏干部身体健康，使大家感
受到这个特殊大家庭的温暖。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高贵的
是精神。 在这方面，我们浙江的援藏干部都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当得知
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时，大家将到西藏后刚领到的第一个月的高原津
贴 300 元全部捐献给灾区群众，很多援藏同志不管家中出现何种困难，仍
坚持在援藏工作第一线。 在每位干部的身上，你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退缩，
一丝一毫的消极，一丝一毫的懈怠，大家互相鼓励，并肩而行，以良好的精
神面貌圆满完成光荣的使命。

浙江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十分关心在藏北工作的浙江援藏
干部，时任副省长卢文舸同志率有关领导先后到西藏看望在那曲工作的
浙江援藏干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在听取关于浙江第二批援
藏干部在藏工作情况汇报后批示：“我省第二批援藏干部政治责任感很
强，工作扎实，肯于吃苦，做了许多工作，思想上也有很大收获，对他们的
成就应当肯定和表扬。 总之，对援藏干部要关心、爱护，他们在那种特殊
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很不容易。 ”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与肯定，更是对
我们做好援藏工作的鼓励和鞭策。

三年，在时间的长河里，如白驹过隙；三年，在人的一生中，也许短暂
且匆忙；三年，再回首，或已模糊不堪……但援藏的这三年时光，是我人生
中最难忘的岁月，像镌刻在心灵上的印记，像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它给
予我的，不仅仅是历练与成长，更是作为共产党人忠诚与勇敢精神的传
承和发扬，是为人民服务宗旨与信仰的坚守和践行！ 西藏，庆幸我的生命
历程因你而精彩， 庆幸我的生命内涵因你而丰富。 西藏三年特有的人生
阅历，使我终身享用！

作者简介：
严轶华，景宁畲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浙江省第二批援藏

干部，援藏期间任那曲地区农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藏藏北北高高原原唱唱那那曲曲

� � � �陈铁雄（中）深入乡、村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作者（左一）和那曲地区农牧局领导一起植树。

作者（前排左一）在下乡途中用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