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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朴实实做儿女，认
认真真干工作，缺氧不能缺
精神，艰苦不能降标准”，这
是淄博市第三批援藏干部
最真实的写照。援藏三年，
扎根三年，当归乡的汽车缓
缓驶离了生活于斯、工作于
斯的昂仁县城，伴随着那一
声声代表着祝福的“扎西德
勒”，淄博市第三批援藏干
部不禁潸然泪下，过往画面
定格在了2001至2004年。

“组织让我去西藏
当三年兵”

“对于援藏者而言，‘一
人援藏，一家援藏’从来不
止是说说而已。”这是淄博
市第三批援藏干部、时任昂
仁县委书记徐培栋回忆起
援藏岁月时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

2001年4月，徐培栋在
进行完选拔第三批援藏干
部查体后，犯了难。查体结
果显示，他患有高血压，可
作为援藏县委书记的不二
人选，专家会诊后还是劝他
慎重入藏，援藏一事近在眼
前，徐培栋是毫不犹豫的，
可如何将这件事告诉年过
七十的老母亲，而又不让她
担心，却成了徐培栋的心头
紧事。

“组织让我去西藏当三
年兵。”徐培栋思量再三，回
到家后，委婉地与母亲说。

“怎么40岁的人了，还
让去当兵呢？”母亲哭了。

但徐培栋的母亲是位

老党员，她深知儿子肩负的
重担，虽有顾虑但还是尊重
儿子的选择。临行前，她向
儿子千叮万嘱：“千万要把
组织交代的任务完成好。”

怕徐培栋水土不服，千
忧万虑的母亲甚至还为徐
培栋准备了一包家乡的“灶
心土”，让他用来烧水喝。

据徐培栋回忆，进出昂
仁的路是条土路,每次下大
雨都有路段被冲毁。在徐
培栋的回忆中，曾经那条进
出昂仁县城崎岖不堪的唯
一土路，至今在脑海中依然
清晰。

出行道路关乎民生，于
是援藏工作组把此路和县
城内道路改造作为援藏重
点项目,援藏工作组每天带
着技术干部，坐着县里用来
运垃圾的12马力拖拉机，夜
以继日冒着风沙用简单的
测量工具进行测绘。

“为节约资金，我们决
定借鉴萨迦县经验就地取
材,用秋窝乡的石头修路,
最后我们做到了,进出城的
路修成了柏油路，县城内的
道路全部修成了石头路，还
修成了藏戏广场，并对道路
两侧和湖边进行了绿化。”
徐培栋骄傲地说。

三年砥砺，三年奉献，
作为时任昂仁县委书记，援
藏三年，徐培栋带领第三批
援藏干部深入5000米以上
的牧区调查研究,踏遍了昂
仁县4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
水，到2004年第三批援藏工
作结束时，淄博市1995年制
定的十年援藏规划圆满
完成。

身体力行谋发展

“要致富，先修路”，这
个道理在西藏显现得更是
贴切。2001年，淄博市第三
批援藏工作组就“牺牲”国
庆假期去修路。

“昂仁的天就像是小娃
娃的脸，阴晴不定，一会儿
烈日风沙，一会儿雨雪交
加，说变就变，大家渴了喝
口水，累了席地而坐抽支
烟、拉拉呱，马上又投入工
作。”先后担任过昂仁县城
建局局长、昂仁县办公室主
任的邹宗森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10月3日正值国庆节假
期，邹宗森和同事一早就带
好了高原“三宝”——— 水杯、
遮阳帽、墨镜，并且带了足
够的干粮和测量工具开赴
远在7公里外的工作岗位，
他们的“专车”就是建设局
运垃圾用的一辆手扶拖拉
机，蜿蜒的山路上，拖拉机
蜗牛般前行了足足40分钟，
才将他们送到县城外的目
的地——— 卡嘎镇。

拖拉机将邹宗森一行
人带到目的地，大家马上就
按照分工开始紧张地忙碌
起来。

“拉尺的、竖杆的、看表
的、读数的、打桩的、记录
的……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纵使风吹日晒、雨雪不
断，大家仍旧坚持每天奔波
于卡嘎镇驻地和进出城的
路上、山坡上。”邹宗森说，
条件再恶劣，每天每人也要
平均步行测量超过5公里，
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当
每天下午五六点钟，笨拙的
拖拉机拉着他们回到县城
时，个个已是精疲力竭，浑
身像散了架一样，用邹宗森
的话来说就是，“只想躺到

床上大睡一觉”！
在藏干什么？这是每

一位援藏干部不能回避的
“必答题”。

援藏三年，淄博市第三
批援藏干部刘平在2001年
到2004年期间，先后担任了
昂仁县政府副县长、南木林
县委副书记、地区税费改革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与
改革试点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兼任地区财政局副局
长，在援藏即将结束时又被
组织公布为南木林县委副
书记（正县级）。这在淄博
市援藏干部的工作履历中
是不常见的，而这也让刘平
受益匪浅。

“多岗位锻炼，让我终
生受益，我感受最深的是，
透过自己工作岗位几次调
整的历史背景，切身体会到
了作为援藏干部的那份特
殊责任和光荣。援藏三年，
作了贡献，受了锻炼，值
得！”刘平表示。

刘平在众多工作岗位
上，都交出了积极的、正确
的答卷。在昂仁,他主抓的
花岗岩石材开发、液化气站
建设、桑桑酥油加工、物资
交流会及招商引资,都实现
了突破。在南木林，他牵头
实施乡镇“五小工程”、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科技致富带
头人培训、妇女劳力输出工
程，都走在全地区前列。特
别是他在抓自治区级农牧
区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求
真务实，大胆探索，创造出
成功经验，在全藏所有县推
广、借鉴。这些成绩，既是
昂仁、南木林援藏工作组与
当地党政干部集体智慧的
结晶，又是刘平勇于开拓扎
实苦干的结果。

三年援藏 山乡旧貌换新颜

如何在三年之后交一份西藏人民
满意的答卷，带着众多问题、想法，淄
博市第三批援藏工作组三年时间埋头
于昂仁发展建设，实实在在让昂仁农
牧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让昂仁的
山乡旧貌换新颜。

帮助农牧民致富，打造服务型乡
级党委、政府是淄博援藏工作的一项
创新。

“桑桑酥油是全世界最好的酥
油！”这是当地牧民对桑桑酥油的肯
定。而淄博市第三批援藏工作组不仅
看到了桑桑酥油的品质，也察觉到了
它所带来的商机，他们成立了桑桑酥
油场。自此，桑桑酥油从历代班禅的
指定贡品，变成了寻常人家餐桌上的
美食，也更成为了昂仁农牧民源源不
断的收入来源。

为支持重点龙头企业，打造拳头
产品，淄博市第三批援藏工作组还帮
助昂仁创立了西藏吉祥草食品加工
厂，开发了风干牦牛肉、牦牛鞭、奶条、
奶渣等特色产品，这些产品在当年自
治区“两油一节”和拉萨名优新特展洽
谈会上被抢购一空。其中，风干牦牛
肉还与成都、重庆多地签订了高达5万
余公斤的客商订单，为养殖加工农户
带来了很大收益。

“城镇开发”是淄博市第三批援藏
干部“三大开发”工作的重点之一。三
年来，淄博市第三批援藏工作组帮助
昂仁县修建起了第一条柏油路，彻底
解决了昂仁人民雨季无法进出城的

“瓶颈”制约，建立了与淄博交相呼应
的“纬四路”，为县城出行与交通增添

“大动脉”，凭借淄博援助金实现了昂
仁县商贸中心的同年拆除、同年使用，
开创了高海拔施工“先河”；首次进行
土地使用权拍卖并大获成功，改变了
群众的用地观念，拉动社会投资近300
万元；争取到自治区优惠政策，沿219
国道的卡嘎、桑桑段民房改建，与开发
家庭宾馆有机结合，成为旅游资源开
发和农牧民创收的一个“亮点”。

“如果三年援藏下来，昂仁的教育
事业没有大的进展，那就是我们工作
的失职，援藏的失败。”徐培栋说，为了
从根本上扭转昂仁县教育落后的现
状，淄博市第三批援藏工作组选派了
11名教育工作者到内地进行培训，扩
建了淄博希望小学，建设了多白完全
小学等一批乡村校舍，从软件硬件两
方面为昂仁教育助力。

2001年6月，第三批援藏干部在
一声声“扎西德勒”的祝福中，走向奋
斗奉献的工作岗位；2004年6月，他们
又在一声声“扎西德勒”中带着满满祝
福，回到家乡淄博。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孙良栋 见习记者 黄文姣 通讯员
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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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淄博市开展援藏工作的第27年，也是新一轮援藏工作开始的第一年。为配合做好全
市援藏工作，记录好、留存好淄博市援藏干部的奋斗足迹，更好地总结援藏工作经验、展示援藏成
就、传承援藏精神，淄博市档案馆组织开展了援藏档案资料征集工作，筹办了“情系昂仁 筑梦高
原”1995-2022淄博援藏主题档案展，并联合本报共同开设“走进援藏档案 传承援藏精神”栏目，
讲述援藏档案背后的感人故事，展现援藏干部的精神风貌和两地人民的深情厚谊。

一封封充满回忆的新年贺信、一张张画面温馨的老照片、一本本翻烂了的通讯录，在淄博市
档案馆里向来来往往的人们讲述着4000公里之外的故事，字里行间是被淄博市第三批援藏干部
镌刻在记忆深处的援藏流金岁月。

三年倾心付出 昂仁山乡旧貌换新颜

牧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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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等人所捐相机记录了许多援藏瞬间。

援藏手稿

徐培栋与家人往来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