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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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合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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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淄博市档案馆，一本老
旧的台历静静地躺在展柜之
中,台历的每一页，或彩印着
美丽的西藏风光，或印录着淄
博市第五批援藏干部辛勤工
作的场景。轻抚上面的相片，
即使光阴在这一张张纸页上
留下了痕迹，但一幅幅援藏画
面依旧清晰如昨，仿佛刚刚发
生一般。

风雪难阻鱼水情

2008年至2011年,淄博市
第五批援藏干部在青藏高原
上战斗了一千多个日夜。

“援藏三年，留在记忆中
的许多人和事，一辈子都难忘
记。其中有让人振奋的喜悦，
也有让人难以喘息的痛苦，有
简单的快乐，也有落寞时的悲
伤，五味杂陈，不一而足。但
最想表达的，是对昂仁这片土
地深深的思念之情。”

这是淄博市第五批援藏
干部、时任西藏自治区日喀则
市昂仁县委书记杜振波的一
段回忆文字。

淄博市第五批援藏干部
一共6名同志，来自不同的6个
县区。入藏的第一天，就有成
员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身为领队的杜振波心里明白，
保障大家的安全是他的第一
要务，但他又深知组织的嘱
托、藏族百姓的期盼更是在时
时刻刻召唤着他们。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杜振
波赶紧冲到工作第一线。在
他的带领下，淄博市第五批援
藏干部强忍着严重缺氧带来
的身体不适，迅速开展工作。
在到达昂仁县的第一周，就迅
速完成了与淄博市第四批援
藏干部的工作交接，并与当地

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县里
的基本情况，为日后有针对性
地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2009年11月8日凌晨，昂
仁县发生了5.6级地震，震中位
于与阿里地区萨嘎县交界的
切热乡，当时县城有明显
震感。

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淄
博市第五批援藏干部就同县
里分管民政的干部出发去往
切热乡。在昂仁县海拔高的
乡镇，10月份就早早下起了大
雪。11月，去往乡里的路上大
多被冰雪覆盖得严严实实。

淄博市档案馆里第五批
援藏干部捐赠的回忆录，清晰
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当天
的温度是零下20摄氏度，援藏
干部们都穿上厚厚的棉袄棉
裤，外面再套上羽线服，越往
乡里走，海拔越高，温度越低。
刺骨的寒风一吹，大家冻得浑
身直打冷战，冷风穿透衣服，
像用锥子往骨头里钻。即使
这样，他们依然坚定地前行，
因为他们牵挂着切热乡的受
灾群众。

留存在淄博市档案馆的
一些老照片，定格了当时淄博
市第五批援藏干部看望救助
受灾群众的情景：见到援藏干
部的到来，藏族百姓眼中泛起
了希望的亮光。

经过工作人员仔细核实，
那次地震，仅部分群众房屋和
财产受到损失，万幸没有人员
受伤。回到乡里，援藏干部和
乡镇干部一同迅速行动，继续
摸清详细情况，调集物资开展
救助，同时将受灾情况上报淄
博市并请求支持。淄博市委市
政府研究决定，迅速购买了棉
被和帐篷等一众物资送往昂仁
县，确保受灾群众生活无忧。

对于三年援藏经历，第五
批援藏干部们曾写下这样一段
话：“援藏经历真正成为了我们
人生中最为宝贵的阅历，成为
了我们日后无论身处何种岗位
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无论遇
到什么困难，都披荆斩辣、奋勇
争先的不竭动力。”

兴修水利为民生

每一批援藏干部承担的
工作都非常艰巨。陈列在淄
博市档案馆的一本本工作记
录、一张张照片、一幅幅规划
图纸呈现出了淄博援藏工作
的累累硕果。这些珍贵的资
料文献，传承着感人至深的高
原故事，铭刻了艰苦奋斗的援
藏精神。

在淄博市档案馆中，一张
2008年9月拍摄的《县城自来
水供水工程》照片引起了记者
的注意，照片中的工人正在为
县城百姓能喝上自来水而卖
力地铲着水泥、搬着砖。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
情。淄博市第五批援藏工作
组到达昂仁县后，发现县城自
来水浑浊不清，并且有异味及
杂草、垃圾等异物。经过调查
了解得知，原来县城的居民一
直没有喝上过干净的自来水，
仅仅是从旁边山上的曲德寺
附近建了一个十几立方米的
雨水池，靠它断断续续给县
城供水。这个雨水池大部分
时间处于无水状态，无水时，
老百姓只能背着水桶四处去
找水、背水，艰辛程度可想
而知。

淄博市第五批援藏工作
组当即开会,决定把县城自来
水供水工程作为首要民生工
程来抓。他们通过多种渠道

筹集资金817万元，在经过科
学论证考察和水质化验以后，
选定距县城6公里、海拔4620
米的“一世班禅”饮水处———
次巴美泉水作为自来水公司
的水源地。在水源地建成了
集水池、沉砂池、蓄水池及管
理用房，安装37千瓦单级离心
泵，配置50千瓦柴油发电机作
为备用电源。次巴美泉水通
过镀锌钢管输送至海拔4616
米、容量1000立方米的钢筋混
凝土蓄水池后，经消毒，再通
过PE管输送至县城。与此同
时，在县城建成总长10.15公里
的双环状配水管网。

自此，清澈甘甜的自来水
流进了各家各户以及各机关
事业单位、学校。

“用上干净甘甜的自来
水，县城的居民们无比高兴，
奔走相告，捧着锦旗送到我们
的驻地，把洁白的哈达披挂在
我们身上。”淄博市第五批援
藏干部、时任西藏自治区日喀
则市昂仁县委副书记王强在
回忆文章中写道，那一刻，他
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援藏工作
的意义。

淄博援藏步履不停

援藏期间，淄博市第五批
援藏工作组在走访调研的基
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制定了

“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
产大发展”的援藏工作目标和

“123456”援藏工作思路，即
“围绕一个目标，把握两个大
局，坚持三项要求，实现四个
突破，抓好五个重点，落实六
项措施”。

昂仁县党政办公楼建设
工程是第五批援藏的重点工
程之一。原有的两座单体办

公楼破旧不堪，已经远远不能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淄
博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淄博市第五批援藏工作组跑
地区、奔拉萨，争取多方面支
持，筹集资金550万元，对两
座单体办公楼进行了改造扩
建，总建筑面积达到4000平方
米。与此同时，淄博市第五批
援藏工作组还在昂仁县配套
建起了能容纳300多人的会议
室、接待室等设施，极大地改
善了昂仁县的办公条件。新
基础设施的投入使用，让昂仁
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实现了集
中办公，节省了资源，提升了
形象。

三年间，淄博市第五批援
藏工作组在工作中不断开拓
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大力实
施资金援藏、技术援藏、项目
援藏、人才援藏等战略，积极
变“输血”为“造血”，利用内地
的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优
势，为昂仁县培植资源、增加
财力以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注入了活力。

仅在第五次援藏期间，淄
博市委市政府就先后投入援
藏资金和援藏物资价值4700
多万元，淄博市第五批援藏干
部先后多方争取各类资金近
亿元。援藏三年，淄博市第五
批援藏工作组充分利用援藏
资金，相继为昂仁县建设了一
批城镇、交通、水利、能源、通
信等高标准项目。

如今，一批又一批新的援
藏干部接力前往，藏汉人民结
下深厚情谊，西藏地区经济发
展繁荣昌盛，昂仁县的美好生
活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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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批援藏干部为昂仁县培植资源、
增加财力及自我发展注入活力

接力援藏，他们带去了什么？

编
者
按

2009年，淄博市第五批援藏干部、时任昂仁县委书记杜振波（左二）慰问牧区受灾群众。

淄博
市第五批
援藏工作
组深入农
牧区调研。

2011年建
成 的 县 广 电
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