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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泉入城告别驴马驮水
持续资助再书援藏情怀

——— 专访淄博第五批援藏干部，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张亮

记者 姜涛
通讯员 刘金辉

作为淄博第五批援藏干部
的一员，张亮的援藏经历彰显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刚毅与温柔。

从彻底解决昂仁县城的人
畜吃水难题，到帮助昂仁县完成
县政府办公楼的改扩建，再到资
助藏族女孩完成学业延续援藏
情怀，时任昂仁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的张亮始终尽心尽力地
为藏族同胞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这么多年来，援藏的经历
一直鞭策着我更加珍惜工作岗
位，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更好地
为人民服务。”张亮说。

从跟随母亲在昂仁县城打扫
卫生，到赴济南就读西藏内地班，
再到成功考入天津的一所大学，
藏族女孩卓嘎的人生因淄博援藏
干部张亮的出现彻底改变。

“西藏孩子的教育问题，不仅
是贫困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问
题。”

5月20日上午，淄博市残联
党组书记、理事长张亮回忆自己
的援藏经历时，讲述了他与藏族
女孩卓嘎一家结缘的经历。

张亮是淄博第五批援藏干
部，从2007年到2010年在昂仁县
工作，担任昂仁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

“第一次见到卓嘎时，她还在
上小学。卓嘎的母亲是昂仁县城
一名保洁工人。当时，小家伙经
常跟在母亲后面，帮着清扫县城
街道。”

张亮回忆说，当时的藏区，因
受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家长并不
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在与卓嘎
一家结识后，他经常与卓嘎的父
母交流，反复做对方的思想工作。

“给孩子买学习用品，向她描
述外面的世界，鼓励她好好学习，
学成之后回来建设家乡。”

在张亮的开导下，卓嘎父母
的教育观念发生转变，逐渐开始
重视女儿的教育问题。

卓嘎一家的生活并不富裕，
过去的十余年间，在女孩的求学
路上，张亮给予了很大帮助，经常
打电话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还
经常给孩子汇款、邮寄生活用品。

如张亮所说，虽然距离当年
的援藏工作已过去了整整十年，
但与卓嘎一家的交集可以说是其
援藏经历的一个延续。

“自2010年回到淄博后，一
直想回去看看，那些曾经与我一
起工作过的藏族同事也都一直保
持着联系，像旦增旺杰、达珍、次
仁普琼……真的很想念他们，怀
念大家在一起工作时始终保持的
那份激情。”张亮说。

持续资助 改变藏族女孩人生

下一次乡 通常车行七八个小时才能看到一户人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于绝大多数援藏干部而言，
想真正适应高原生活，真的很
难。”张亮介绍说，援藏前，他
一直保持着每天运动的习惯，
但到达昂仁县工作后，运动却
成为了一种奢望。

“无法克服的高原反应，
使身体变得极度不适应，心跳
加速、双目肿胀、无休止的耳
鸣等，均严重影响着内地干部
的工作状态，但援藏工作不能
停，状态不好也要咬牙坚持。”

张亮告诉记者，在昂仁县
工作期间，下一次乡至少需要
一周的时间，最远的一处乡镇
距离县城约490公里，通常车

行七八个小时才能看到一户
人家。他用了一个多月，便跑
遍了昂仁县的17个乡镇。

“印象最深的，是牧民住
所上空飘扬的五星红旗和经
幡。下乡途中，每逢看到这样
的场景，我就感觉十分欣慰和
骄傲，因为在一望无际的荒原
上，五星红旗会告诉你，这里
是祖国的土地。”

当然，沿途的危险也无时
不在威胁着援藏干部的生命。

“很多乡镇与乡镇之间的
草原上，根本没有路，司机通
常是凭记忆在草原上穿行，大
雨过后的沼泽一直是沿途最
大的危险。”

张亮回忆说，在一次下乡
的途中遇到了大雨，雨水淹没
了草原上的车辙，失去指引的
汽车不小心陷入了沼泽。

“当时，虽然已经有了手
机，但在草原上没有信号，只
有县镇驻地才有信号。好在
我们刚刚驶离乡镇驻地不远，
在寻求救援后才得以脱险。”

张亮坦言，与之前的几批
援藏干部相比，他与同事们是
幸福的，因为有了手机和通讯
信号的覆盖，可以经常给远在
家乡的亲人打电话。在他看
来，与家人通话后所获得的心
理慰藉，是帮自己克服孤独最
有效的方法。

援藏期间，张亮担任昂仁县
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主要分管城
建和招商引资工作。

“自来水改建工程总投资
817万元，全部争取国家无偿资
金。一期工程从2008年4月底开
工，9月8日竣工，克服了高原冻
土施工的种种困难，将6公里外的
山泉水引入到了县城；二期工程
铺设县城管网，2010年6月全面
竣工，彻底解决了昂仁县城人畜
吃水难的问题。”

张亮回忆说，在没有进行自
来水改建工程之前，昂仁县城的
居民一直都是用驴马驮水，取水
十分困难。

为确保工程质量，张亮每天
都要前往施工现场查看，从施工
安全到管线埋深，每一处细节都
要“靠脚来丈量”。

县委、县政府办公楼改扩建
工程在2007年10月份完成工程
设计、地勘的基础上，2008年4月
份开工建设，当年10月竣工，大
大改善了县城的办公条件；投资
100万元建设的县垃圾处理厂，
使县城的面貌有了整体改观；安
居工程多方争取资金，共完成补
助资金849万元，保证了安居工
程顺利完成；投资200万元，建筑
面积2000平方米的县人才公寓
200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为当地
留住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招商引资方面，我们先后
与酒钢集团、陕西文化传播中心、
深圳社会教育中心等20多家投
资机构对矿产、藏戏、桑桑酥油、
捐资助学等项目进行广泛洽谈，
签订合作意向5项，对昂仁县经济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张亮看来，三年的援藏经
历是对人生的一种感悟，更是一
笔精神财富。“这么多年来，援藏
的经历一直鞭策着我更加珍惜工
作岗位，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更好
地为人民服务。”张亮说。

引泉入城 解决县城吃水难

■ 个人简历

2006年5月至2007年5月，淄
博市周村区萌水镇党委书记、人
大主席，萌山风景旅游开发区党
委常务副书记；

2007年5月至2010年12月，淄
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援
藏），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昂仁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2010年12月至2011年11月，
淄博市周村区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

2011年11月至2013年8月，淄
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工委副
书记；

2013年8月至2018年3月，淄
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
书记，市萌山水库管理处党总支
书记；

2018年3月至2018年12月，淄
博市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8年12月至今，淄博市残
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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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仁县委、县政府办公楼改建工程。

克服高原冻土施工等困难铺设
自来水管线，6公里外的山泉水终于
引入昂仁县城。

时任昂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亮到学校参加助学活动。

昂仁县人才公寓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