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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西藏的跨越式

发展和长治久安

 林　 湘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上海第二批 ５０ 名援藏干部，肩负着上海市委、市政府和

全市 １３００ 万人民的重托，踏上了后藏“水土肥美的庄园”———日喀则，开

始了为期三年的援藏工作。 在藏的三年期间，上海援藏干部在日喀则地

委、行署的领导下，牢记使命，不负重托，积极推动日喀则地区的经济社会

和谐发展，赢得了日喀则地委、行署和当地群众的信任和赞誉，圆满完成

了上海第二轮援藏工作任务。

我有幸参加了上海第二轮援藏工作，并担任了日喀则地委副书记、上

海市第二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 援藏工作无上光荣，对每一名亲历者

来说，都是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历历往事，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把真情倾注在第二故乡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市里在上海

展览中心举行第二批援藏干部欢送仪式。 作为领队，我在仪式上表了决

心：请市委、市政府领导放心，请上海人民放心，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

们一定会视日喀则为第二故乡，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贯彻落实好中央的

精神，把日喀则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去西藏之前，我们进行了短暂的培训，了解了日喀则经济、社会、民

俗、风情、气候和环境等各方面的情况。 我们一到西藏，就受到了当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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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群众的热烈欢迎，欢迎队伍有好几里长，由此我深切感到：一是当地干

部群众对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认可；二是当地干部群众对上海

第一批援藏干部工作的肯定；三是觉得我们身上的担子很重，既是对我们

的欢迎，也是对我们的期盼。

上海及幼希望小学

到西藏后，我们不等不靠，一边尽快调整、适应，一边抓紧用 １０ 天左

右的时间，与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行工作交接，包括部门、岗位、人与人之间

的交接，岗位基本是对应的，包括江孜、拉孜、定日、亚东四个县。 我担任

地委副书记，分管城市经济、基本建设、科教文卫和地委办公室。 我们 ５０

名干部不少是担任正职，如县委书记、县长、经贸局长、医院的党委书记

等。 每一名同志都挂实职，担任副职的也有分工，大家都感受到肩上担子

沉甸甸的。

我们第二批援藏干部是 ５ 月份进藏，他们第一批援藏干部是 ６ 月初返

沪。 我代表第二批去送第一批离藏时，人已经晒黑了，戴着墨镜、毡帽，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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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了一名日喀则当地干部。 看着满载凯旋的第一批援藏干部的飞机升

上蓝天，我心中感慨万千，暗自下了决心：未来三年，我们要与当地干部群

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日喀则建设得更加美好。

上海援建的亚东县中学电脑教学室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们第二批援藏工作要承上启下，保持连

续性、稳定性和开拓性。 为贯彻落实这一要求，我们分了几个组，四县里

面各一个，地区分了两个，首先搞好调查研究。 我们按照总体要求和结合

各自岗位职责，了解当地对我们对口支援工作的希望和要求，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对口支援日喀则三年工作大纲，后来概括为“六大工程”：一是

希望工程，二是健康工程，三是培训工程（不仅培训党政人才，还包括对农

民的培训），四是造血工程（主要通过增强当地自身的造血机制来进行良

性的循环，促进当地自身的发展），五是实事工程（主要解决老百姓的基本

生产生活问题），六是形象工程（定这个名称是经过讨论的，用现在的要求

看，好像这个提法不是很恰当，包括援建项目用上海冠名。 但从当时的情

况来看，还是有必要的。 要让日喀则广大干部群众可以看得到、感受到相

关省市在用实际行动支援当地发展，才能认同中央的英明决策）。 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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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搞了一条上海路，还有日喀则上海体育场、科技馆、外贸楼等，以及帮助

援建的上海小学、上海中学。 上海广场是第一批的一个大项目，我们去时

尚未交付使用。 我们本着连续性和开拓性，进行了项目装修和经营管理，

部分对外招商，我们回沪的那一年，引进了一个证券交易营业部，日喀则

从事股票交易的股民，都在上海广场做。 现在上海财政资金援助的项目

都不以上海冠名，但当时就是通过这些上海项目，深深地印在了当地干部

群众的脑海里，一条条新修的道路，一幢幢的楼房，一个个崭新现代的学

校、卫生院，让当地群众感到了上海干部确确实实在为他们干实事、做

好事。

日喀则上海路开工纪念

“六大工程”提出后，我们相应地做了专项规划。 比如健康工程，我们

对整个地区卫生系统作了规划，地区有中心医院，县有人民医院，乡镇有

卫生院，重点放在最薄弱的乡镇。 有些乡镇面积上千平方公里，只设一个

点不行，要根据实际加强乡镇卫生院的布点建设。 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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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我们分管的工作靠当地的财力推动有困难，而且，要加快当地经济

和社会发展，不仅要用我们的工作理念、思路、方式和经验，还要有资金项

目来支撑。 在“六大工程”的实施中，因当时还没建立统一的资金筹措机

制，除一部分市财政资金外，大部分是援藏干部千方百计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把派出单位和个人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积极落实项目资金，全力以

赴推动各项工作开展。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０ 年间，我们满怀真情，实实在在做事，积极投身到推动

日喀则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中。 三年中，上海共援助日喀则地区建设

资金（物资）ｌ．９ 亿元，落实援助项目 １７５ 个，一批集中体现藏汉民族团结、

沪藏两地友谊的标志性建筑相继竣工落成，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

体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这三年，日喀则全地区国民

经济均保持了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２０００ 年地区财政收入突破一亿元，

达到历史新高，三年平均增幅达 ２０％。 上海对口支援的江孜、拉孜、亚东、

定日四县的年经济发展速度更是超出了地区平均发展水平，成为全地区

的排头兵。

把知识传播在世界屋脊

由于受自然、历史条件的制约，西藏相对来说信息闭塞、人才短缺、发

展起点低、干部群众观念保守。 为了提高援藏的效益，我们在加强“输

血”、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造血”，教育和引导广大

干部群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并不断加大技术援藏、科技援藏等智力援

藏的力度，增强日喀则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我们在地区卫生医疗系统工作的干部，充分借鉴上海的先进医疗管

理制度，制订了医疗手册，规范全地区地、县、乡三级医疗机构制度建设。

特别是地区人民医院通过制度建设，医风、医貌、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明显

的改善和提高。 我们在拉孜县工作的干部，通过不厌其烦地进行思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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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最终使当地干部群众接受了行政经费管理体制改革的新举措。 通过

对行政费用、出差住宿费、车辆运行费的包干，县财政开支明显减少，使历

年财政赤字转为盈余，干部职工的收入得到提高。 当地干部群众尝到了

甜头，思想观念随之有了转变，工作热情也更加高涨。 当时，西藏自治区

政府办公厅还专门下发文件，号召全自治区各县、市向拉孜县学习财政包

干的做法。

我们通过“送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开展各类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培

训教育，三年累计协调选派当地的 １７９ 名干部和管理技术人员赴上海接

受 １ 至 ９ 个月的培训、挂职锻炼，在当地组织和参与各类培训 ９ 期（次）、

１１３０ 余人，内容涉及教育、医务、科技、农牧、机械、食品、政治理论、公文写

作等多个领域；从上海引进 ７４ 名技术人员，到日喀则开展短期技术援助

和专业咨询，为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传、帮、带，并协助组织了 ３１ 批、２６３ 人

到上海及周边地区参观考察，学习先进经验，帮助他们开阔眼界，拓宽视

野，提升能力和水平。

三年时间里，我们着力把上海改革开放的经验、做法注入日喀则改革

开放的实践中，促进了日喀则地区广大干部群众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

新。 通过努力，当地干部群众的等、靠、要思想少了，开拓进取的精神多

了；愚昧落后的思想少了，崇尚科学的精神多了，日喀则地区在改革开放

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上都有了新的较大的突破。

把奉献弘扬在雪域高原

援藏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奉献。 日喀则气候环境恶劣，生活环境艰

苦，工作生活条件与上海反差极大。 日喀则地区平均海拔在 ４０００ 米以

上，空气含氧量仅为内地的 ６０％左右，是西藏七个地市气候状况最差的地

区之一。 亚东低一点，县政府所在地是 ２８００ 米，但在那里工作要“上山下

乡”，上上下下对身体损害更大。 在珠峰脚下的定日海拔 ４３００ 多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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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在日喀则市睡得着，到定日就睡不着。 面对如此艰苦险恶的环境，我

们一方面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

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不畏艰难，甘于奉献；

另一方面十分注重内部的团结和友情，以“特别能团结”为自励，树立“旗

帜一面、战舰一艘、友谊一场”的思想理念，形成了以联络组组长为核心、

联络组集体领导的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坚强整体，在当地干部群众心

目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看望暑期赴藏培训师资的上海教师（中为作者）

刚进藏时，为了尽快熟悉情况，我们每个干部顾不上身体尚未完全适

应高原气候，都下基层进行调研。 三年下来，有的同志的足迹遍及全地区

１８ 个县（市），总行程超过五万公里。 工作中，我们视当地干部群众为亲

人，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在对农牧民访贫问苦时，我们有的

干部把自己有限的高原补贴乃至家里带来的生活费捐助给生活困难的群

为了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８　　　　

众，有的甚至倾囊相助。 许多干部都开展结对帮困，帮助农牧民群众建

房、购买粮食、牲畜等。 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在三年期间捐款捐物合计价

值达 ３６．９ 万元。

２０００ 年，日喀则遭遇洪水灾害，年楚河的水水漫金山般地涌进城里。

当时，地委、行署领导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一人管一段，像打仗一样，调兵

遣将，硬是用人海战术，用砂石包筑成堡垒，顶住汹涌的洪水，直到水位降

下去。 在受灾特别严重的江孜县，我们援藏干部昼夜指挥，始终战斗在抗

洪第一线，及时化解了险情，确保了县城的安全，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

最低程度，受到了自治区领导和地区领导的高度赞扬。

在西藏工作，我们最大的代价是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几乎每人都是第

一年靠老本，第二年靠精神，第三年靠药物（尤其离不开安眠药）。 我们中

大部分同志患上大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痛风、失眠、记忆衰退等疾病。

在西藏，我们常常白天有大量的工作，晚上想睡睡不着，吃一粒安眠药不

行，就吃两粒、三粒。 由于一直超负荷工作，我们不少同志一回到内地，心

脏收缩功能就不正常，就会像橡皮筋一样变得松弛，跳不起来。 我自己的

心脏曾在睡眠状态最少一分钟才跳 ３５ 次，按医生的建议要装起搏器才

行。 但即便是这样，大家都毫无怨言。 考虑到在条件更为艰苦的地区工

作的同志的身体健康，当时我们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对在定日工作

的同志给予一些特殊照顾，每年过春节回上海，让定日的同志先走，其次

是其他县，地区的同志最晚；过完节后按照要求统一进藏，定日的同志则

在日喀则多待一个星期再回驻地。

在这三年里，我们中先后有 ７ 名干部的亲人去世，１９ 名干部的家人因

病入院治疗，但大家都以援藏工作大局为重，舍小家顾大家。 值得一提的

是，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牺牲了一位干部———松江区选派的邵海云同志，

时任定日县委办公室主任。 他是在随县委书记到地区开会的途中因遭遇

了车辆翻车事故，牺牲时年仅 ３０ 多岁，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痛心。

总之，自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我们第二批援藏干部以促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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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则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为目标，扎根西藏，奉献西藏，为不

折不扣地完成对口支援任务，推动日喀则地区和重点支援的江孜、拉孜、

定日、亚东、萨迦等五个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续写了沪藏情谊的新篇章。 对于这一段弥足珍贵的人

生历程，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三年援藏，终生难忘，真诚奉献，无

怨无悔”。

（作者时任上海市第二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中共日喀则地委副书记）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上海市第二批援藏干部载誉归来　 　 　 　

为了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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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天 路 上

 王备军

　 　 “我会再来的。”当我第一次站在青藏线上的站台上准备再次离藏的

时候，我紧紧和巴桑拥抱在一起，只简单的一句话，我便跃上了列车，我情

愿将离别的黯然神伤换成再次进藏的期望。

巴桑与许许多多藏族同胞一样，黝黑的卷发和皮肤，乌黑发亮的眼

睛，青藏高原的太阳雕琢而成的“黑”里蕴藏着无比的热情和永远使不完

的劲。

上海大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向日喀则地区捐赠大众卫生院援建资金及旅游车辆仪式（右一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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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送上火车我是不回去的，哪怕帮你们提一提箱子，查一查站台号，

都是值得宽慰的事。”巴桑总不忘给我们每一位敬献一根哈达，希望我们

平安回到上海。 要是在餐厅送行，他还会唱上一首《扎西德勒》。

我坐在列车的窗边，望着路边叶子渐渐金黄的杨树，蔚蓝的天空和洁

白的云，想着十多年前的景致，而许多已是物是人非了，下次再见到巴桑

会是什么样了呢？ 我实在不敢再想下去。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

不同”，我想我们都将老去，但我们将在同样的情怀和背景中老去，人生存

不同的只是空间和时间，而梦想和花一样会年年的灿烂。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

风。”我倚着窗台，十多年前，结束三年援藏即将离开这片高天厚土的时

候，怅然若失的感觉又回到此刻我的心里，巴桑今天送别的场景又勾起了

援藏时的记忆。

酥油茶添了又添，青稞酒醉了又醉。 “杨柳岸晓风残月。 今宵酒醒何

处？”再浓的思乡情也拗不过这伤别之情。

脖颈上的哈达堆得像雪山似的，留下的影像都是“矮胖子”，哈达的洁

白遮盖住了内心幸福、伤感、留恋、兴奋的诸多情感，挥舞的手臂呈现的是

学生毕业之时的百感交集。

有的说我要灌一瓶雪水回去，羊卓雍错边上乃钦康桑大雪山的也好，

《红河谷》里圣湖边神山的也好，如有吉隆沟的“爱心”雪山的更好。 有的

说我要带上年楚河滩上的一抔土，用来栽珠穆朗玛峰下的“六月雪”，摆在

书房的西窗前，向西看盆景时，便能仰望第二故乡———日喀则。 有的说我

要是没结婚，我就娶一个藏族姑娘回去，培养一个“团结族”。

我的同事普桑只默默地把家里藏了几十年的一尊释迦牟尼的塑像赠

给我，让我请回去保佑平安。 我说：“我从没有赠送过你贵重的礼物，我不

能接受。”他淡淡地一笑：“你送给我们的是真挚的援藏的情意，你回去后

如果再进藏需要我安排的，尽管告知我。”

如今普桑和巴桑一样都是厅局级干部了。 而那份至今收藏的情意没

在 天 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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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随任何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火车的隆隆声和眼前一晃而过的一个小寺

庙，让我想起几天前在扎什伦布寺的情景。 我去了无数次的扎寺，依旧让

人崇敬和肃穆。 很远就能看到的气宇轩昂的金顶，宽大高耸的晒佛台，整

个寺庙雄踞在半山腰上，弥漫着藏传佛教的神秘和孤傲。 驶过扎寺向西

很快我们就到了罗布林卡。 普桑已早早地等候在那里，轻轻地告知我们

应该注意的事项。 少顷，我们鱼贯而入，蹑步走进十一世班禅大师的接待

室。 普桑告诉我，班禅大师听说扎寺藏医院是我们帮助建设的，十分高兴

也十分感激，很愿意接待我们，和我们一起交流。 班禅大师普施了宗教礼

仪，并传授了一些藏传佛教的教义，交流接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大师爱国爱教和期盼西藏人民富强安康的情怀溢于言表。

坐在车厢对面的同志看见我凝重的表情，问我是不是有“高原反应”，

我说，太大了，不过不是身体的而是心理的、情感的。

人烟越来越稀少，傍晚时分，火车已驶入藏北大草原。 看着一望无际的

那曲高原，无人区里偶尔一群黄羊穿越过隧道，给人带来了活力和希望。

我不由得想起三年援藏工作时，我们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东西穿越的

情景。 雪峰一座接一座，黄羊、藏羚羊、野斑马在远处奔跑、饮水、憩息的

画面，让人心里那样接近自然。 心脏由于缺氧变大了，心灵由于高原变广

了。 当我们进入吉隆县吉隆镇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自由的心灵

了，不禁拥抱着一棵几百年树龄的野樱花树，满怀感慨：陶渊明的桃花源

该就是此地吧，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田周边围着矮篱笆，扶桑花儿、喇叭

牵牛花儿、野蔷薇、野百合随风摇曳，叶儿油绿花儿鲜嫩。 让我用一首短

短的诗来歌颂你———

心　 　 斋

在吉隆沟

又见炊烟升起

夕阳下袅袅的与山林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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