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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淄博市档案馆库房里，
用纸箱壳做成的“援藏无悔”
四个大字安静地躺在档案保
管箱中，泛红的纸面依稀可见
人工染色的痕迹，字迹落笔有
力，运笔坚定。有点锈斑的采
访录音机，已经发灰的白色藏
族服饰，以及藏族同胞赠送的
唐卡和金色哈达……时光荏
苒，尽管岁月在这些援藏档案
上留下了斑斑印记，但透过它
们，仍然能够穿越时空，感受
到当年淄博市第四批援藏干
部们的一腔热诚和豪迈情怀。

“跳出昂仁看昂仁，站在
西藏看昂仁，放眼全国看昂
仁。”这是淄博市第四批援藏
干部的工作基点，也是他们带
领昂仁农牧民“解放思想奔小
康”的目标。昂仁翻天覆地的
变化，百姓们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哈达、鲜花、美酒、欢
歌，汇成了海洋，定格在2004
年到2007年的时间轴中，讲述
着源远流长的鲁藏情谊。

“三姓”助富昂仁县

“看，这就是昂仁县的淄
博人民公园、淄博商贸中心，
可以说是昂仁县的地标性建
筑。”日前，在淄博市档案馆，
当记者翻阅淄博市第四批援
藏干部捐献的援藏档案资料
看到照片上的“淄博”字样时，
眼前一亮。

2004年6月17日至24日，
淄博市第四批援藏干部到达平
均海拔4513米的昂仁县还不
到10天，就开始了为期8天的工
作调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依据县情实际，他们确定了
结构调整、招商引资、项目拉
动、旅游带动的县城经济发展

“四大工作重点”。
当时，有人认为，在昂仁谈

招商引资纯属一句空话，根本
不会有企业家愿意到这里投
资，可淄博市第四批援藏干部
不信这个邪。他们将2005年
确定为昂仁县的招商引资年，
举全县之力招商引资，并出台
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从援藏资
金中拿出100万元设立项目启
动基金、招商引资基金、教育助
学基金、吸引外来人口居住基
金、劳务输出基金、农牧业扶持
基金等6个基金，决心要把企
业、人才、资金引到昂仁县。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淄博市第四批援藏干部
在昂仁县招商引资工作中发扬

“风沙硬作风更硬，海拔高目标
更高”的工作作风，时刻起到模
范带头作用，让昂仁县招商引
资工作实现突破，首次招商引
资超过1000万元，填补了昂仁
县招商引资项目的空白。面对
这一喜人成绩，他们并未满足，
以开展保持共产觉员先进性教
育活动为契机，制定出台了首
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
结制、失职追究制、无偿代办等
6项制度，进一步提高服务质
量，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昂仁县
经济跨越式发展。

与 此 同 时 ，昂 仁 县 姓
“淄”、姓“农”、姓“商”的项目
多了起来。比如走进昂仁县
城，映入眼帘的就是淄博人民
公园、淄博商贸中心……

引入了企业、人才、资金，
淄博市第四批援藏干部还在
昂仁县实施短期育肥、草场承
包、退牧还草、农业科技示范
村等一系列促进农牧民致富、
农牧区发展的项目，这三“姓”
项目无不为昂仁的蓬勃发展
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三神”之地遍地机遇

翻开一本淄博援藏回忆
书籍，每一页都有曲折迥异的
故事，每一个故事经历对援藏
者而言都弥足珍贵。

“到了西藏才知道什么叫
神秘、神奇、神圣，才能领略到
她究竟对探险、旅游和朝圣者
来说有多么大的诱惑力。”淄
博市第四批援藏干部、时任西
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昂仁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白向坊在回
忆录中动情地写道。

白向坊是唯一一位在县政
府班子中任职的援藏干部，分
管的工作头绪多，工作量相当
繁重。他在进藏第二天，便因
病坚持工作而引起了急性肺水
肿。当时的司机巴桑次仁得知
情况后，不顾危险连夜把白向
坊送往200多公里外的地区人
民医院。在西藏，夜间行车是
有生命危险的，在路上他们和
对面一辆拖拉机相撞。当经过
6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到达医
院的时候，医生表示再晚半个
小时，白向坊就会有生命危险。

彼时，已是凌晨2点，听说
援藏干部病了，全医院的医生
立即行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
做完检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
紧张抢救，才成功把白向坊从
鬼门关拉了回来，而康复后的
白向坊又立刻投入到援藏的
工作之中。援藏干部的付出，
人民群众记在心间，藏族人民
对援藏干部的感情也鼓舞了
援藏干部的斗志。

在淄博市档案馆查阅援
藏影像资料时，记者发现，援
藏干部外出工作调研时，所乘
车辆经常深陷泥潭。对他们
而言，外出工作途经险地已是
家常便饭。虽然会让自己身
处未知的危险之中，但他们从
未抱怨、从未停止脚步，他们
都无愧于亲手制作的“援藏无

悔”四个字。
在白向坊眼中，西藏是遍

地机遇的地方。如他所描述
的，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值得
为之奉献终生，有人在西藏跌
了一跤，地上的石头碰到快
门，想不到拍出来的照片都能
获大奖。大家所看到的山路
崎岖、人迹罕至的樟木口岸，
无处不在的温州商人早就已
经捷足先登，建起了小商品批
发市场，并通过这个口岸把内
地的日用轻纺产品源源不断
地出口到了尼泊尔。

解决群众的饮水问题，在
水源地上建矿泉水厂；建县城
垃圾场，树县城形象；改造公
厕、改造公园并实行专门管
理；对条件较好的乡镇如卡
嘎、桑桑、秋窝进行驻地规
划……记者从淄博市档案馆
的《援藏工作汇编》中了解到，
第四批援藏干部紧紧抓住西
藏的机遇和优势条件，仅在城
镇建设上，就提出并实施了一
系列措施，助力昂仁县“脱胎
换骨”。

淄博昂仁情相连

陈列在淄博市档案馆的
一件件实物、一份份手稿、一
张张工作照都印证着“援藏无
悔”的可贵精神。2004年6月，
淄博市第四批援藏干部到达
昂仁，三年时光，一千多个日
日 夜 夜 ，援 藏 工 作 一 刻 不
停歇。

特别是在农牧业上，淄博
市第四批援藏干部突出以秋
窝、多白等乡镇为重点的雅江
和多雄藏布江流域农业综合
开发，实现粮油稳步增产。
2005年，在全县牧区落实和完
善了“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
并实施天然草场退牧还草项

目。在此基础上，还积极主动
向上争取资金，最终从西藏自
治区争取到县城防洪工程、整
乡扶贫推进工程项目资金达
3000多万元。

2006年，昂仁县实现劳务
输出21000人次，总收入2860
万元，同比增长23.1%；农牧民
现金收入大幅增长，农村经济
总收入达到11893万元；农牧
民人均纯收入2050元，其中现
金收入1097元；全县生产总值
达到22421万元，比2005年增
长36 . 7%；人均生产总值达
4650元。2006年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28732万元，同比增长
230%，以此拉动经济迅猛
增长。

自2004年以来，援藏项目
开工23个，重点实施公检法

“两房”建设，以及县中学三期
工程、县城二期给水工程、县
城沿街商品房开发、县级干部
周转房、大学生公寓、桑桑淄
博宾馆、矿泉水厂等项目，开
工建设总面积16000平方米，
总投资达4500万元以上。以
县城为中心，辐射带动卡嘎、
桑桑两镇的小城镇建设初具
规模。

一次援藏，一生情结。援
藏期间，淄博市第四批援藏干
部每人每年还都会出资600元
资助6名贫困学生，这不仅体
现了援藏干部对教育事业的
重视，这也是藏汉人民深情厚
谊的见证。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良栋 见习记者 王
昭越 通讯员 耿瑶

跳出昂仁看昂仁 站在西藏看昂仁 放眼全国看昂仁

招商引资、助农优牧让昂仁富起来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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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合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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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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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第四批援藏干部亲手制作的“援藏无悔”作品。 援藏纪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