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的胜利战胜肉体的苦楚

“昂仁在藏语中称为‘长沟’，我理
解是因为大小山川河流众多，冲刷出很
多长长的河道沟道的意思。实际上，昂
仁县城南北东三面环山，西边是金措
湖，风景确实很美。”6月11日，淄博市第
九批援藏工作组领队、日喀则市昂仁县
委常务副书记毕宝锋和记者聊起三年
援藏工作，他对昂仁的情况如数家珍。

毕宝锋说，2019年7月他们一踏进
昂仁，美丽的高原就让他们感觉到了

“危险”，援藏工作组8个人不同程度地
出现了头晕呕吐、胸闷失眠、心率加快、
血压升高、流鼻血等高原反应，有的还
出现了发烧症状。

“一阵阵头痛袭来，再蓝的天、再白
的云、再美的雪山都无心欣赏，但面对
昂仁热情欢迎的干部群众，他们也只能
咬紧牙关、强打精神。”毕宝锋说，高反
强烈、环境陌生、语言不通、远离家乡、
角色转换、工作紧迫……这些都让初来
乍到的他们倍感压力。作为领队，他尽
力安排好大家的生活，引导大家科学调
适、合理用药，并与每名援藏干部人才
谈心谈话，做好心理疏导，减轻大家的
心理负担。适时开展“进藏为什么，在
藏干什么，离藏留什么”大讨论，思想转
起来，身体就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对于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援藏干部
来说，无数个日夜，唯有物我两忘、投入
工作，才能将思念与牵挂一点点化解，
才能驱散内心的孤寂和不安。未临其
境，难知其苦，不亲历援藏生活，很难真
正体验其中的不易与艰辛。

作为领队，毕宝锋更明白，只有“往
前站、向我看、领着干”，要求大家做到
的自己率先做到，工作生活上关心爱护
每名干部人才，经常与大家交流谈心，
切实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像亲兄弟一般
相处，才能把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同
舟共济、合力攻坚，完成好援藏任务。

“我觉着，这是精神的胜利，更是信
念的力量。”毕宝锋总结道。

为了尽快融入西藏、融入昂仁、融
入当地群众，淄博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
一边研究制定工作组内部管理制度，强
化自我管理，一边集中展开工作调研。
1个月时间、行程2500余公里，他们跑遍

了昂仁的17个乡镇及所有的援建项目，
用脚步丈量昂仁的山山水水，亲身体验
藏区实际。

三年无悔逐梦高原

时间过得飞快，援藏工作扎实推
进，再有不到1个月就整三年了。1000
多个日夜，多少激情和汗水，多少欣慰
和自豪，丰富着毕宝锋和工作组难忘的
援藏生涯：站在海拔4513米山东对口支
援的最高点，他们经受住了恶劣环境的
严峻考验；始终牢记组织的信任与重
托，跋山涉水跑遍全县17个乡镇，科学
确立了三年援藏工作思路；围绕“民生
优先、产业赋能，创造昂仁品质，打响淄
博品牌”的工作目标，47个援藏项目全
面启动，基建类项目率先建成，昂仁向
着品质提升又迈进一步；始终把干部队
伍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大力弘扬“严真
细实快”工作作风，建章立制、强化管
理，一支“忠诚、团结、务实、有为”的新
型援藏干部队伍加速锤炼锻造。

“每一名援藏干部人才，都是昂仁
与淄博之间的一道桥梁，都在尽己所能
将内地先进做法和理念带进昂仁，影响
带动当地干部群众以观念更新带动工
作创新，为昂仁更好地发展贡献力量。”

毕宝锋指着工作组众位向记者介
绍，与进藏前相比，如今大家的脸黑了，
皱纹密了，白发多了，身形也普遍消瘦
了，这是援藏磨炼的留痕，更是身心融入
昂仁的印记。但大家没有一个人后悔，
三年下来，对援藏都有了更深的领悟。

“来到昂仁，深入农牧区，亲眼看到
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存状态、经济发展
状况，我们为选择援藏，有机会能为昂仁
广大农牧民群众做点事情而深感自豪。
援藏是坚守与奉献，更是使命与担当。
我们用脚步丈量昂仁的沟壑山水，用真
心共圆昂仁人民脱贫奔康之梦想，用真
情铺筑淄博、昂仁两地一家亲的友谊桥
梁，即便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都是值
得的，我们无怨无悔。”毕宝锋告诉记者，
这就是他们淄博援藏人的铮铮誓言。昂
仁的大地见证着他们的动人故事，他们
用青春共同谱写着逐梦高原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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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人毕宝锋：

援藏“领头羊”逐梦高原

坚定援藏之路

6月12日，淄博市第九批援藏干
部，昂仁县委常委、副县长马宁告诉记
者，2019年，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第
一时间向党组织递交援藏申请书，光
荣地成为了淄博市第九批援藏工作组
的一员，圆了多年的西藏梦。“但当孩
子们一遍遍充满童真地追问我，‘爸爸
要去哪儿’‘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时，我
总是低下头噙满泪水、满含愧疚。”

马宁说，临行时妻子的一声“你
放心援藏，家里面有我”，他眼含热泪
的同时，坚定了走好援藏路的信心。

带着领导的期望、组织的认可和
家人的支持，马宁和淄博市第九批援
藏工作组一起一路前行，沿着开满格
桑花的路，来到了淄博市对口援建的
昂仁县。

刚到此地的马宁就被高原来了
个“下马威”，高海拔的昂仁县，缺氧、
失眠、头痛、心率快、腹泻和呕吐等高
原反应伴随着马宁每天的工作与
生活。

“来这儿不到一个月，身体就瘦
了一圈，头发也开始稀疏起来。”马宁
告诉记者，入藏后不久，他的身体就出
现了明显的“水土不服”。而他却很乐
观，“水土不服”也经常被当作开玩笑
的谈资。

见到采访团一行因初到西藏产
生高原反应时，马宁就像一个邻家老
大哥，向大家详细嘱咐注意事项，这
些，都是他三年积攒下来的宝贵经验。

招商引资让“输血”向“造血”转变

来自淄博市委改革办的马宁，将
在原岗位上积累的工作经验和方法，
充分应用到了昂仁县的建设之中。

对于“人生地不熟”这个最大“绊
脚石”，马宁和工作组充分发扬“缺氧
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援藏精
神，努力克服高原反应和生活困难，聚
焦昂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
群众期盼的热点难点问题，与援藏工
作组的同事们一起在项目建设、招商
引资、民生改善、文化交流等方面持续
用力、久久为功，为昂仁各项事业发展

贡献力量。
在昂仁县文旅局，马宁和工作组

与这里的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
解了昂仁县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和
资源优势，分析探索今后的工作方向。
在日吾其乡小学，他们与老师同学围
坐一堂，听取他们对实施“消除零分低
分”计划、实现“5个100%”教育发展
目标的意见建议。在卡嘎镇，他们认
真调研了布玛村霍尔巴羊产业扶贫养
殖基地，与农牧民群众促膝交谈，了解
他们的安危冷暖，倾听他们所思所想，
及时掌握了详细、真实的第一手家底
资料，为科学谋划援藏援建项目打下
了坚实基础。

援藏重在引项目。三年援藏工
作，马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招
商引资推动对口支援由“输血”向“造
血”转变。马宁和工作组援建昂仁县
以来，从昂仁县的地理条件、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等优势出发，积极发挥淄
博消费市场大、消费能力强的长处，重
点扶持藏香生产、藏鸡养殖、旅游开
发、农牧深加工等特色产业发展。组
织开展经贸交流活动11次，成功引进
投资2000万元藏鸡规模化养殖场项
目和投资1100万元的昂仁县金满地
大酒店项目，促成珠峰农投集团在淄
博开设特产专卖店，引资建设ACMP
温拌改性沥青和智洋创新高海拔地区
数字技术研创中心2个项目，进一步
搭建起了昂仁、淄博畅叙友谊、共谋发
展的合作平台。

三年援藏行，一生昂仁情，来时
激情拥抱，別时依依不舍。

“三年援藏工作即将接近尾声，
我早就把昂仁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感谢雪域高原接纳了我，让我能够始
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感谢昂仁的干部群众包容了我，我的
点滴工作成绩换来了他们加倍的回
馈。”

心中有使命，肩上有担当的马
宁，希望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两路
精神”“孔繁森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向
上的精神状态，做好淄博市和昂仁县
的“牵线人”，延续两地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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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人马宁：

三年援藏行 一生昂仁情
“严禁个人私自插手和干预援藏项目建设”“严禁在藏工作期间公车私

用”……
这是在淄博市第九批援藏工作组领队、昂仁县委常务副书记毕宝锋所住

公寓办公桌上面张贴的“淄博市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行为规范‘十严禁’”。
三年时间，每每伏在案头，毕宝锋都以此警醒自己，带着淄博人民的友谊和祝
愿，带着对西藏的热忱和憧憬，圆满完成援藏工作各项任务。

“酷酷，明年爸爸回家和你一起过生日好不好？”6月10日，淄博市第九
批援藏干部，昂仁县委常委、副县长马宁通过视频，祝在淄博的小儿子生日
快乐。

来自4000多公里之外的生日祝福，满含着这位“援藏”硬汉三年来对家
人的亏欠，但他更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着建设幸福昂仁的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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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8名援藏人毅然决然辞别家乡，告别家人，从淄博奔赴昂仁，从山东到西藏，跨越4000公里，为了这方净土上的人们生活得
更好，他们习惯了高原反应，守得了冷夜孤寂，而他们也有铁汉柔情和鲜为人知的一面，为此，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走近淄博
市第九批援藏工作组，通过近距离接触，将最真实的他们展现出来。

毕宝锋（右二）在项目现场督导工作。 资料照片 马宁（中）调研项目进展。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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