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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昂仁县城总体规划
开启27年前难忘回忆

昂仁淄博希望小学

《西藏自治区昂仁县城总体规划
文本(讨论稿)》及《西藏自治区昂仁
县城总体规划说明书(讨论稿)》

1995年5月，淄博市第一批援
藏干部离开淄博向西藏进发。27
年后，第一批援藏干部代表相聚
淄博市档案馆，并向档案馆捐赠
了 一 批 珍 贵 的 援 藏 档 案 资
料——— 工作总结等文件材料110
份、照片547张、电报信件92件、实
物51件、图书画册3册、报刊93件、
录像带2盒，以及文件电子版、影
像视频资料7.03GB，开启27年前
难忘回忆。

在这些珍贵的档案里，我们
看到了保存26年至今完好的《西
藏自治区昂仁县城总体规划文
本(讨论稿)》及《西藏自治区昂仁
县城总体规划说明书(讨论稿)》。
就在这两份讨论稿印制一年后
的1997年8月，淄博援助编制的

《昂仁县城总体规划》被西藏自
治区建设厅批准实施。作为淄
博市对口援藏的第一位昂仁县
委书记，在黄希俭的心中，正是
因为有了这份被称为“样板规
划”的昂仁县城总体规划，才绘
就了昂仁县未来发展的蓝图。

20多天跑遍昂仁17个乡镇

1995年5月，初到昂仁，黄希
俭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了解
县里的情况。

下乡是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好
办法，可在那儿却是大难事一桩。

上世纪90年代的昂仁县，是

个连电话、楼房都没有的落后
县，条件非常艰苦。此外，17个
乡镇中有6个乡镇距离县城超过
200公里，有2个乡镇距离县城超
过300公里。黄希俭和其他援藏
干部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深知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要
想掌握最真实最全面的情况、为
昂仁县理清发展思路，就必须到
一线去。他们兵分几路，分别带
着被褥、方便面出发了。

从平均海拔100多米的淄博
市来到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昂
仁县，多变的天气、稀薄的空气、
剧烈的高原反应，黄希俭每走几
步就要停下来大口喘气，心跳达
到每分钟110多下，心如擂鼓，腿
如灌铅。饿了，就点着牛粪煮方
便面吃；渴了，就烧点人畜共饮
的水喝。在高原上，水的沸点不
到80℃，没有高压锅水都煮不
开，水里又多孑孓，黄希俭经常
因此闹肚子。因此，PPA成了他
随身必带的药品。

就这样，黄希俭和其他援藏
干部用20多天的时间跑遍了全
县17个乡镇，总行程3600公里，
同时调阅了近2000份文字资料
和干部档案，走访县直机关50名
副科级以上干部家庭。在掌握
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县情的基
础上，他们确定了“以加强党的
建设为动力，以保持社会稳定为
前提，以抓好农牧业生产为中
心，以大力兴办乡镇企业、搞好
多种经营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
科教兴县为主要工作措施”的总
体工作思路，这也为《昂仁县城
总体规划》制定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曾病倒连打十几天吊瓶

黄希俭捐赠的照片中，工作
调研的最多，留下了很多珍贵的
资料。但背后的付出，是常人难
以想象的。

1996年6月，黄希俭带领2名
援藏干部和1名翻译，去边远牧
区调研。800公里的路程，他们
要穿越2个地区、3个县境，要翻
越2座6000米的高山，还要跨越
河滩激流。当到达海拔5200米
的牧区孔龙乡时，黄希俭已经胸
闷得要命，但他还是强忍着疲
惫，咬着牙，立即投入了工作。

由于过度劳累，加上严重的
高原反应，黄希俭从乡下一回到
县城便病倒了，打了十几天吊瓶
才好。

正是在这种工作状态下，黄
希俭和同事们的工作迅速打开了
局面，来到昂仁县的第一年，援藏
干部就为昂仁县办了7件实事：投
资200万元使一直不能投产的县
皮革加工厂投入试生产；与西藏
自治区地矿局联系，对昂仁县的
矿业资源进行勘察，提出县煤矿
开发生产的意见；大力发展乡镇
企业、多种经营，成立渔业捕捞
公司；投资十多万元修建县城中
心路；恢复享誉全藏的迥巴藏戏
团；安装349户闭路电视，使干部
群众看上了8个频道的电视节目；
开工兴建昂仁淄博希望小学。

援建淄博希望小学历历在目

当年的昂仁县，教育水平、
办学条件都十分落后，全县几乎
没有一所像样的小学，仅有的一

所中学也是与其他相邻的两个
县共用，招生情况、入学率等均
不够理想，全县76%的人口是文
盲，儿童入学率只有30%。一
次到查孜乡调研时，黄希俭看
到当地的小学生几乎都握着铅
笔头写字，他心里一阵酸楚，当
即掏出身上所有的零钱，到乡
供销社为孩子们买了200多支
铅笔。

为了更好地让知识改变命
运，1995年下半年，共青团淄博
市委动员全市力量，为昂仁县淄
博希望小学筹措资金。淄博市
希望工程办公室在很短的时间
内就收到了社会各界的捐款20
万元，淄川区党员干部捐款18.4
万元。就这样，1995年9月8日，
昂仁县第一所淄博希望小学奠
基；1996年8月，淄博党政考察团
代表淄博市委、市政府又向昂仁
县捐赠了淄博希望小学的配套资
金，并为淄博希望小学等援建项
目剪彩。

拍摄于1997年11月24日淄
博希望小学的这张照片，把记忆
又拉回了过去。这所充满爱心
和希望的学校，是当时昂仁最好
的小学。当年的剪彩仪式上，藏
族孩子面对新校舍的灿烂笑容、
在操场上奔跑的身影，深深刻在
了黄希俭的心里。

在第一批援藏干部的努力
下，昂仁县又先后有11个教学点
和学校得到了改建。2004年8
月，已任张店区委书记的黄希俭
再次来到昂仁县，代表张店区
委、区政府捐赠了20万元资金，
用于在秋窝乡和卡嘎镇援建2所
张店希望小学。

荣誉证书和锦旗
成为最好见证

“黄希俭同志于1995年—
1998年在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
地区工作期间，为我地区改革开
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局势稳
定作出了积极贡献，特授予荣誉
证书。”“黄希俭同志，在教育援
藏工作中成绩突出，特此表彰。”

“黄希俭同志荣获西藏日喀则地
区首届‘十大优秀青年’称号。
特发此状，以资鼓励。”这些荣誉
证书，是黄希俭援藏3年的真实
见证，更是对他努力付出的
肯定。

3年时间里，黄希俭团结带
领援藏干部和广大藏族干部群
众共同努力，昂仁县面貌发生了
巨大变化，整体工作在日喀则地
区由1994年的第14名一跃成为
1997年的第3名，农牧业生产从
1995年开始连续3年获得地区
西部9县第一名。

在淄博市委、市政府和全市
人民的大力支援下，3年时间里
先后完成了25项援建项目，支援
物资和资金总额达580万余元，
优先用于发展昂仁县的教育、卫
生、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制
定了对口支援十年规划。两批
援藏技术干部也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为昂仁县带去了新技术和
新观念，拉开了智力援藏的
序幕。

第一批援藏干部为淄博市
的后续援藏工作打下了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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