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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 在雪域高原之上

他自觉以党和人民的需要为己任，两次进

藏工作，在雪域高原奋斗十个春秋，受到藏族

群众的普遍称赞，被誉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

楷模”；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全国先

进工作者。

方永刚： 理论战士

他被群众誉为“大众学者”、“平民教授”。

长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宣传党

的创新理论、发展军队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

献。他对党充满深厚感情，对党的创新理论具

有坚定信仰，二十多年孜孜以求、刻苦钻研。

甘远志： 人民的好记者

他以高度的政治觉悟、社会责任感和顽强

拼搏精神，采写了许多有分量有影响力的新闻

作品。不是新闻的，拿钱买不动他；该监督批

评的，恐吓拦不住他。他用一个新闻工作者的

良知、责任和精神，为这个行业树起了一面旗

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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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长霞： 警察楷模

她被誉为“警界女神警”。她维护群众利益，

要求公安工作从老百姓关注的事情做起；她走遍

了登封市农村的千家万户，走到哪里就把公安干

警的义务和责任履行到哪里，做到人民公安为人

民，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向秀丽： 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人生

她工作积极，埋头苦干，不讲价钱。她文化

水平虽不高，但通过刻苦钻研，掌握了甲基硫氧

嘧啶化学药剂试制操作技术。她在 60多公斤的金

属钠即将爆炸的千钧一发之际，用自己的身躯扑

向燃烧的酒精，与烈火展开殊死搏斗。

孟二冬： 不朽的师魂

他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他热爱

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坚持不懈地教育学生追求

真知，成为学生的良师、楷模；他为支援新疆高

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嗓子严重喑哑，仍坚守在石

河子大学的讲台上，直至病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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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 永不停歇的寻找

他以“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冒着

生命危险，先后三次进入罗布泊地区，调查自然

资源和自然条件，为开创新疆科研工作倾注心血，

并为我国植物病毒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

焦裕禄： 永放光芒的丰碑

他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在群众最困难

的时候，他总是出现在群众面前。他心里装着全

县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在肝区疼得直不起腰、

拿不住笔时，仍然冲在一线。他带领全县人民艰

苦奋斗，植树治沙，成效显著。

蒋筑英：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他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研中勇

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

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

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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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锋： 永远不落的星辰

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他甘当革命的

“傻子”，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

服务之中。无论在部队，还是到外地，只要遇到

别人有困难，他都尽全力帮助。“雷锋出差一千

里，好事做了一火车”当年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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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1944—1994）

山东人，中共党员。生前

系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

繁森在雪域高原奋斗十个春

秋，1979 年，他到西藏岗巴

县工作，经常深入乡村、牧区

与群众一起干农活、修水利。

1988 年，他再次进藏任拉萨

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

民政工作。1992 年，他到阿

里地区任地委书记，带领广大

干部群众艰苦奋斗，使经济有

了较快发展。1994 年 11 月，

在考察工作途中因车祸殉职。

他被誉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

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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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中国

十五年前那场雪很大……

万仞银峰无边无涯， 冰洋雪海异样沉寂， 起伏在 “世界屋脊之屋脊”

西藏阿里高原。

天幕低首， 雪山无语。

1994 年 11 月， 孔繁森不幸以身殉职， 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奉献

之歌、 奋斗之歌。

两次赴藏， 历时十载。 孔繁森为西藏的建设、 发展和稳定作出了突出

的贡献， 同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50 岁， 世纪的一半。 孔繁森用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在世界上最高的

高原， 展开了最洁白的情怀。

从阿里到聊城， 泪水和泪水竞相奔涌。

人民热爱他、 敬佩他———

只因为， 孔繁森拥有人世间最美好最朴素的情感。

藏族老阿妈向前来看望她的孔繁森献哈达 土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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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海到珠峰， 泪水和泪水竞相奔涌。

人民怀念他、 学习他———

只因为， 孔繁森拥有共产党员最崇高的精神境界。

叩响阔远高原， 他和蓝天贴得最紧。

走进神秘雪域， 他和太阳挨得最近。

孔繁森生前是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

雪域高原之上， 一抹深情照亮雪山， 映红藏族老妈妈不干的泪痕……

忠 诚

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 都是党的干部。 越是边远贫困的地方， 越

需要我们为之去拼搏 、 奋斗 、 付出 ， 否则 ， 就有愧于党 ， 有愧于群

众……

———孔繁森

参过军， 当过教员， 做过青年工作、 宣传工作、 县委工作、 林业工

作、 机关工作……

1944 年， 孔繁森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在党的培养教

育下， 他参军、 入党， 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

30年来， 孔繁森干一行爱一行。

1990 年 5 月， 孔繁森写道： “我 1965 年入党以来， 参加工作 30 年
以来， 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 改变过， 不管是工作顺利的时

候， 还是我们党处于困难时期， 自己都坚信党的领导， 坚定共产主义信

念。”

生在山东， 长在山东， 家在山东。 孔繁森深深地爱自己的家乡， 爱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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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亲人。

1979年， 山东组织干部赴藏工作， 孔繁森毅然报名。
此时， 孔繁森已是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事业春风得意； 妻子体弱多

病， 3 个孩子年幼， 大的 6 岁， 小的 2 岁， 正需照料； 家居农村的老母亲

已经 80多岁……

家庭困难可想而知。 孔繁森却情绪激昂———

“我们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 百废待兴时。 党既然发出召唤， 西藏缺

少干部， 我这样年轻的县级干部不报名， 难道让党点名？ 还要组织上费口

舌做思想工作？ 至于说西藏自然环境差， 生活条件不好， 用不着考虑。 你

不去， 别人也得去， 人家能吃的苦， 我孔繁森都能吃……”

年仅 34岁的孔繁森没有向组织提任何条件便义无反顾地赴西藏任职。
不是不知道西藏的遥远， 不是不知道那里的艰苦， 不是不知道要远离

亲人和家乡， 孔繁森更清楚地知道———

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是党的召唤。

人家进西藏提半格， 他是平职过去的。 对此， 孔繁森没有任何怨言。

他对送行的同志说： 放心吧， 我一定干好。

进藏时， 孔繁森在甘肃柳园下火车， 然后坐了一个星期的汽车， 经过

长途颠簸， 才到达拉萨。

走到一个山口， 车爬不上去， 人必须下来。 海拔太高， 空气缺氧， 同

行的人都产生了剧烈的高原反应。

这时， 孔繁森硬撑着背起一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同志， 送到一公里外

的兵站， 使他得到及时救护。

本来， 是将孔繁森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对口安排的。 由于岗

巴县需要充实领导干部， 便决定派他去那里担任县委副书记。

岗巴县地处边境， 平均海拔 4700 米以上， 交通不便， 工作生活条件

差。 征求意见时， 孔繁森回答很痛快： “我年纪轻， 没问题， 大不了多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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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口粗气。”

到任岗巴县后， 孔繁森深入基层和群众， 认真调查研究， 坚定不移地

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 方针、 政策， 积极推行农牧区

改革， 研究制订脱贫致富的方案……

以平易近人、 艰苦朴素、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关心群众疾苦的品

格， 孔繁森深深地赢得了岗巴县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这一干， 就是三个年头。

孔繁森深深爱上了这片壮丽、 神奇的高原， 深深爱上了这里的藏族人

民。

1981 年， 孔繁森奉调回山东离开岗巴时， 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含泪

为他送行……

回到山东后， 他曾表示： “我这条命， 是藏族老百姓给捡回来的。 如

果有机会， 我愿再次踏上那片令人终生难忘的土地， 去工作， 去奋斗！”

光阴如梭。 1988 年， 工作几经调动的孔繁森已担任聊城地区行署副

专员。

这时， 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摆在他面前。

山东省委安排第二次选调干部进藏， 在考虑带队人选时， 首先想到了

孔繁森， 认为他政治上强， 熟悉西藏的工作和生活， 唯一担心的是他家庭

的困难。

当省委组织部的领导找他谈话征求意见时， 孔繁森又一次选择了党的

需要。 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 他还是那句话： “我是党的干部， 服从组

织安排。”

在任拉萨市副市长期间， 孔繁森跑遍了全市 8 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
和一半以上乡办、 村办小学， 走访了 600 多名教职员工， 并形成了加快发

展拉萨市教育事业的设想， 对分管的文教、 卫生、 民政工作倾注了大量心

血， 为拉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受到各族干部和群众的赞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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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担任拉萨市副市长期间， 有这样一件感人的小事：

孔繁森坐着一辆三轮车在市内检查工作。 检查工作为什么坐三轮车？

是市政府没有小车吗？ 不是的。 他说： “今天赶上司机休息， 我坐三轮去

检查工作， 一样！”

从渐渐远去的三轮车的背影中， 人们不仅看到了孔繁森关心他人的高

尚情操， 而且从中领悟到了 “人民公仆” 的真正含义。

1992年末， 孔繁森进藏工作时间即将结束。

他家中母老、 妻病、 子幼， 回到家乡去， 是很自然的选择。

西藏自治区组织部任命孔繁森担任阿里地委书记。

此时他第二次调藏工作的期限已快满了。 对于延长在藏时间， 孔繁森

没有提任何要求， 只是说： “我服从组织决定。”

有人向孔繁森建议： 给组织提一提， 还是按期返回山东吧， 否则你家

这本经难念呀。

他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如果只念自己的经， 国家的经谁念呢。

我们领导干部平时教育干部和青年要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 等轮到我们

自己时就讲困难， 怎么让人服气。”

当听说孔繁森要延长在藏时间到阿里工作， 有的同志劝他： 你是山东

的干部， 已经先后两次进藏， 该吃的苦也吃了。 凭你的政绩和能力， 回去

一定可以干得更好、 进步得更快。

听了这话， 孔繁森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 “怎么能说我是山东的干部

呢？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党的干部。 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

越需要我们为之拼搏、 奋斗、 付出， 否则， 就有愧于党， 有愧于群众。”

孔繁森毅然表态： 我是党的干部， 既然自治区党委有这个考虑， 组织

上信任我， 我就到阿里去， 请区党委放心， 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把阿里地区工作搞好。

1993年 4月 4日， 孔繁森告别拉萨赴阿里上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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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 孔繁森凭着强烈的为西藏建设出力的信念， 放弃了尽快回乡

的机会， 担起了阿里地委书记的重任。

巍巍喜马拉雅山， 滔滔雅鲁藏布江。

“咱是党的人。” 这是孔繁森爱说的一句话。 孔繁森具有真正共产党员

的高尚品德， 是名副其实的 “党的人”。

这句朴朴实实的话， 透露出孔繁森对党极其深厚的感情， 显示了他把

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赤子情怀， 表明了他听党的话， 要为实现党所提出

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耿耿忠心。

“咱是党的人。” 这五个字朴实、 真诚， 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孔繁森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 再次

证明了这一点。

西藏的雪域高原， 到处留下孔繁森的身影：

在岗巴， 孔繁森走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

在拉萨， 孔繁森跑遍了全市的公办学校和民办小学；

在阿里， 孔繁森在一年半的时间下乡多达 15 次， 基本走遍了全地区

30万平方公里。

孔繁森常说：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组织信任， 群众拥护， 工作

胜任， 能为他人解决点困难和痛苦， 我认为这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所以，

我能够两次进藏， 帮助西藏同胞做些工作， 心里感到由衷的幸福。”

不论在乡村还是城镇， 在雪山还是田埂， 孔繁森常带着一副微笑的和

善面孔， 一口山东腔的普通话， 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去匆匆……

孔繁森走到哪里， 哪里都是阳光和春风。

响应党的召唤， 服从组织决定， 两次进藏工作， 舍家离子， 告别老

母， 孔繁森在雪域高原奋斗了十个春秋。

生为人杰， 但得真心能报国；

死做鬼雄， 何妨热血染征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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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藏北大草原到喜马拉雅谷地， 孔繁森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和最深

的情愫， 一路播撒着党的宗旨……

舍 弃

阿里地委书记……这称谓不仅是一个职务， 一份履历， 更是一份责

任， 一副担子。 我身负党的重任， 不能顾小家， 舍大家。 我要用实际行

动， 证明党的干部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孔繁森

1988 年 10 月 17 日。 孔繁森将要离开生他养他的母亲、 哺育他成长

的家乡了。

一大早， 院子里挤满了为他送行的人。

孔繁森这位一贯办事爽快的汉子， 却一直辗转在老母亲的座椅前， 他

默默地站在母亲的面前， 用手轻轻地梳理着母亲那稀疏的白发， 为了不让

母亲牵挂， 他贴在母亲耳旁， 用颤抖的声音说： “娘， 儿又要出远门了，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要翻好几座山， 过好多条河。”

“不去不行吗？” 年迈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舍不得地问。

“不行啊， 娘， 咱是党的人。” 孔繁森的声音哽咽了。

“那就去吧， 公家的事误了不行。 多带些衣服、 干粮， 路上可别喝冷

水……”

老人家已 84 岁高龄， 满头银丝。 看着母亲， 孔繁森再也控制不住自

己的感情， “扑通” 一声， 双膝跪在老母亲的面前， 抱着母亲的双肩， 把

头埋在母亲的怀里， 眼泪禁不住刷刷地流下来。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娘， 您要多保重！” 说完， 孔繁森给母亲深深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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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头。

平时只要有时间， 孔繁森经常为母亲洗脚、 擦背、 端屎、 端尿， 只要

在家里， 他一定抢着干这些事。

看到孔繁森在老母亲面前长跪不起， 前来送行的领导流着泪把他拉

起。

孔繁森觉得对不起妻子， 对不起孩子。

进藏前夕， 孔繁森对妻子王庆芝说： “我带你和孩子们到北京玩几天

吧！”

妻子感到很奇怪： 别说是去北京， 就是在聊城， 繁森也从来没闲空陪

自己和孩子们出过门， 这一次是怎么了？

带着疑惑的心情， 王庆芝和孩子们跟着他到了北京， 游览了天安门和

长城。 途中， 孔繁森话里有话地对妻子说： “到了北京， 就等于走遍了全

国。 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就像到北京一样， 你和孩子们别牵挂。”

听了这番话， 王庆芝似乎有了某种预感。 从北京回到聊城后， 孔繁森

一直在想怎样对妻子开口。 一天夜里， 他终于鼓起勇气说： “庆芝， 组织

上又安排我进藏了……”

话还没说完， 王庆芝的眼泪已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看着妻子难

过的样子， 孔繁森的心里也一阵阵发酸。 他动情地说：

“庆芝， 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 等从西藏回来， 我一定会加倍地补

偿。”

“你就放心去吧。” 王庆芝抽泣着说， “一个人出门在外， 好好保重身

子。” 在那些日子里， 王庆芝一边为丈夫收拾行装， 一边悄悄地抹泪。

一步一回头， 孔繁森告别了亲人和家乡。

进藏后， 孔繁森一心扑在工作上， 多年来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探亲

假， 大都是趁回内地开会或联系工作时顺便到家里看一看。

就是在家里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也没能够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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