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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三千八，这里是我的
家，美丽的日喀则，我为你牵
挂。你在世界之巅，你在珠峰
脚下……”这婉转悠扬的歌声,
来自淄博市第六批援藏工作组
向淄博市档案馆捐赠的歌曲光
盘《日喀则我为你牵挂》，歌声
中高原风光壮丽美好,而在捐
赠的纪实光盘《为了雪域高原
的明天》中，一个个镜头能让人
真切地感受到援藏干部人才坚
毅向上的风采。就在这声和画
的渲染中，让人仿佛看到了昂
仁县这座高原城市历经了无数
风雨，却顽强地屹立在珠峰
脚下。

矿业：实现工业“零”突破

众所周知，昂仁县是山东
援建的5个县市海拔最高、条件
最差的县。面对这种状况，淄
博市第六批援藏工作组用短短
半个月的时间，行程2000多公
里，对昂仁县17个乡镇进行了
调研。并在机关分别召开发
展、民生、城建、维稳、党建5个
专题会，在此前援藏工作的基
础上认真研究加快昂仁发展的
优势在哪里，困难有哪些，突破
口在何处，什么是制约发展的
最大障碍，哪些是群众急需解
决的问题。

在淄博市档案馆中，一张
昂仁县矿业的老照片，显示出
淄博市第六批援藏工作组对援
藏项目规划用心规划。三年时
间，淄博市第六批援藏工作组
先后提出了“改善民生、奉献昂
仁”的援藏理念；确立了“矿业
兴县、牧业富民”的发展战略；
制定了“县乡联动、责权统一”
的工作机制。

昂仁县矿产资源丰富，仅
探明的矿产资源就有20多种,
这是加快发展的资源优势，但
在过去，勘探不理想、草原生态
破坏严重等问题严重。

“面对农牧民摆脱贫穷落

后的强烈愿望,经过反复权衡，
我们大胆提出了大矿进驻、整
合资源、有序开采的矿业发展
路子。”淄博市第六批援藏干
部、时任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昂仁县委书记白平和在回忆录
中写道，他们通过加强群众法
治宣传教育，带领干部群众到
涉矿县参观矿业开采带来的新
发展、新变化，理顺矿产企业与
县、乡、村的利益关系，特别是
保护好涉矿村农牧民的既得利
益，让农牧民看到他们加快发
展的决心和矿产开发可能带来
的实惠。

记者从淄博市档案馆留存
的援藏成果资料中了解到，
2011年，淄博市第六批援藏工
作组从青海省引进了1.5亿元资
金，新上了同泰矿业嘎日选矿
厂。该项目于2012年7月正式
试产，项目达产后年销售达2亿
元，财政贡献达1200万元，相当
于此前全县财政收入的两倍。
同时，还可就近安置运输车辆
60台、农牧民务工120人，为当
地农牧民增收近2000万元。项
目的落地,迅速增强了昂仁县
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也真
正意义上实现了昂仁县工业发
展“零”的突破。

短短三年，淄博市第六批
援藏工作组创造了近20项昂仁
县历史上的第一：新建了第一
家矿业生产企业，新建了第一
家牧区畜产品集散市场，新建
了第一座规模化蔬菜种植基
地，新建了第一个党员服务中
心和便民服务中心，新建了第
一个农牧民技能培训基地，新
建了第一批基层党建示范点，
县委第一次获得了自治区

“创先争优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

温室大棚种出西瓜

在淄博市档案馆中，一枚
“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人”

奖章，被小心翼翼地在盒子中
保护了起来，它的获得者则是
在昂仁县农牧局担任技术干部
的淄博市第六批援藏干部人才
穆华明。

通过淄博市档案馆的当年
援藏规划资料,记者获悉,三年
援藏期间，淄博市第六批援藏
工作组把农业综合示范基地项
目作为援藏的重点项目之一。
从规划、立项、招投标、办理各
类施工手续，到全面施工建设，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项
目从2011年9月开工，到2012
年5月中旬，5个温室大棚先后
建成。

其后，穆华明便按照分工
负责蔬菜种植，目标就是种出
菜、种好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
淄博市档案馆珍藏有这样一张
照片，照片是2012年8月6日昂
仁县援建工作现场观摩点评会
上，山东省第六批援藏干部总
领队张宁波采摘了农业综合示
范基地种植成熟的第一个西
瓜，而基地大棚中其他绿油油、
水嫩嫩的蔬菜，很难让人想到
都是在青藏高原之上种出
来的。

“当时接到任务后，一连
几天，我的脑子始终在思考如
何在高原上种菜，毕竟没有可
借鉴的经验，只能按照自己的
设想，硬着头皮一步一步走下
去。”这是穆华明当时用文字
记 录 下 来 的 自 己 的 心 路
历程。

联系白朗县，两名技术员
到位；要来蔬菜公司的种苗名
录，从中选取了5种种苗，作育
苗计划；与县人社局协调在卡
嘎镇雪村选拔20名村民，组织
成立第一批蔬菜种植技术培训
班；与项目施工单位一起，到附
近村庄选点挖土，换掉温室里
50公分的表层土，掺入羊粪，重
新翻耕平整……在一系列前期
布置下，昂仁县大棚种菜由此

走上正轨。
也就在2012年8月6日,昂

仁县援建工作现场观摩点评会
上，点评组成员进入了昂仁县
农业综合示范基地，品尝着淄
博市第六批援藏工作组刚刚从
温室大棚里采摘出来的黄瓜、
西红柿，兴致勃勃地听完项目
介绍,又逐个参观了西葫芦、西
红柿、黄瓜、白菜、西瓜温室。
看到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枝
条上挂满了硕大的果实,点评
组成员都露出了惊讶神情，对
在海拔4500米的地方规模化蔬
菜种植获得成功给予了高度评
价。在西瓜棚里，张宁波亲手
摘下了昂仁县历史第一个成熟
西瓜，高举过头顶，现场响起了
一阵掌声和欢呼声，淄博市第
六批援藏工作组的傲人成果也
随着相机快门一闪,定格在了
那一天。

不忘初心援藏出彩

在淄博市档案馆，淄博市
第六批援藏工作组捐赠的档案
资料《第六批援藏干部通讯录》
被珍藏在文件袋中，上面详细
记录了援藏干部联系方式等信
息，方便援藏干部们交流联络、
开展工作。

三年间，淄博市第六批援
藏工作组许多抓发展、促稳定、
惠民生、强党建的新思路、新经
验、新做法，得到了组织肯定和
群众认可，区地两级多次推广
昂仁的先进典型和经验。

突出发挥牧、矿两大产业
的资源优势，大力实施“矿业兴
县、牧业富民”的发展战略，不
断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三
年间，昂仁县生产总值由2010
年的35735万元增长到48388
万元；地方财政收入由601万元
增长到1016万元，首次突破千
万元大关；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由2699元增长到4218元。

促进农牧业产业化、市场

化发展。投资80万元引进了一
批优质青稞良种，粮油总产量
达到3860万斤，比2008年历史
最高时期增产20万斤。投资50
万元引进帕里种牛100头，改良
5个牧区乡镇的牦牛品种，增加
收益1000万元。同时引导矿产
业规模化、规范化开采；狠抓项
目建设，优化发展环境；践行

“改善民生、奉献昂仁”的援藏
理念，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完善
公共服务体系，让群众深切感
受到援藏和发展带来的新变
化、新成果、新气象。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完善
公共服务体系，让群众深切感
受到援藏和发展带来的新变
化、新成果、新气象。投资800
万元建设农牧民技能培训中
心，可同时容纳300人集中培
训；援藏投资近3000万元在县
城实施了道路改造等5个基础
设施项目，国家投资5200万元
在县城建设了13个公共服务项
目，城区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抓
住驻村帮扶的重大机遇，争取
区地两级驻村部门投资1200万
元，为群众解决了一系列困难
和问题，其间为37个村争取到
了50万元的短平快项目；大力
发展各类社会事业，三年全县
新增公路通车里程368公里，新
修饮水安全工程57处，治理河
道9.1公里；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顺利通过国家“两基”验收，教
学质量大大提升，全县考入内
地初中班的学生达13名。

三年，淄博市第六批援藏
工作组团结带领当地干部群
众，坚持抓发展毫不动摇、抓稳
定亳不放松、抓民生竭尽全力、
抓党建坚定不移，一项项“淄博
奇迹”开创了昂仁县经济发展
进步、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幸福
安康、党建坚强有力的良好工
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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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棚蔬菜、西瓜……

高原上种出“淄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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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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6日，在昂仁县援建工作现场观摩点评会上，山东省第六批援藏干部总领队张
宁波摘下农业综合示范基地种植成熟的第一个西瓜。 2012年9

月,嘎日选矿厂
投产。

农业综合示范
基地（2012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