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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援藏 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扎根西藏，他成为援藏干部的楷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

楷模75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秋日的拉萨碧空如洗，松柏环绕的拉萨烈士陵园庄严 肃穆，蓝天映衬下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一座座墓碑述说着
墓主人生前的光荣事迹。

这里长眠着优秀的共产党员——孔繁森。他两次参与援藏工作，足迹遍布阿里各地。工资的绝大部分，他用在了补贴困
难群众身上，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完成工作返回阿里的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
时年50岁。其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雪域高原。

纵然已经离开了20余年，当地干部群众依旧忘不了他。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孔繁森也成为所有援藏干部的楷模。

1942年5月，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吴印咸 摄

两次援藏
他与群众结下深厚情谊

1944年，孔繁森出生在山东聊城
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党的教育
下，他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69年复员后，他先当工人，后
被提拔为国家干部。1979年，国家抽
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聊城地
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报名。

当时，孔繁森原本是作为日喀则
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但在报到
后，自治区党委见他年轻，身体强壮，
于是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
担任县委副书记。征求他意见时，孔
繁森很痛快地同意了：“我年纪轻，没
问题，大不了多喘几口粗气。”

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
开过，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
牧区推广的关键时期。在岗巴县3年，
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
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
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
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西藏工作3
年，孔繁森深深爱上了壮丽、神奇的雪
域高原。1981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
离开岗巴县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
含泪为他送行。

1988年，山东省再次选派进藏干
部，组织上认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又
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便决定让他带
队二次赴藏。实际上，当时孔繁森家
中母亲年事已高，妻子也体弱多病，自
己去西藏后，身上的重担就将全压在
妻子一人身上。满怀对家人的愧疚，
他还是那句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
组织安排。”

第二次进藏，孔繁森任拉萨市副
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
职期间，他跑遍了拉萨市8个县区的所
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
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
虑。在他和全市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下，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
高到80%。

1992年，孔繁森二次援藏期满。
这时，他却又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扎根西藏
足迹遍布阿里任一角落

1992年年底，孔繁森第二次援藏
期满，山东省已为他做出安排，妻子也
满怀期待，等待他早日归家。但恰好
就在此时，原阿里地委书记因身体不
好调离，急需一位干部接任，在西藏自
治区党委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孔繁森
是最合适的人选。

区委主要领导找到了孔繁森：“你
愿意去吗？”

孔繁森毫不犹豫回答道：“我去。”
“那你家中困难该怎么办？”
“困难有，我努力克服吧。”整个谈

话仅用了半个小时，孔繁森的态度令
人感动。对年近半百的孔繁森来说，
这第三次选择是他人生路上的关键转
折。

孔繁森到阿里以后，面临的第一
个难题就是有40多封请求调离的报告
摆在他面前，这对人才奇缺的阿里来
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要求调走的那些同志在阿里工
作 了 多 年 ，这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奉 献 。
现在，他们申请调离，主要是对阿里
的前途缺乏信心。我看，问题的关
键是要找到阿里发展的突破口。”孔
繁森说。

孔繁森归纳了阿里发展的六大优
势：畜产品优势、矿产品优势、旅游优
势、边贸优势、政策优势、人口少的优
势。在任职期间，他力主恢复了郎久
地热电站，阿里防抗灾基地、狮泉河给
排水工程、五县住房改造工程等基础
设施工程也在稳步推进中。

行走草原，他还经常被阿里随处
可见的“海子”迷住。湖是阿里的财
富，这里有鱼、盐粒、硼砂……在日土
县，孔繁森推动建立了年产值上亿的
山羊绒梳绒厂和鱼骨粉加工厂，此外，
硼矿脱水厂、水泥厂等相继投产。

在孔繁森等地委、行署党员干部
带领下，阿里经济快速发展。1994年，
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国
民收入超过1.1亿元。

以身殉职
他仅仅留下了2件遗物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前往新
疆塔城考察边贸事宜，在返程途中因
路面太滑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时
年50岁。在料理他后事时，人们只看
见了2件遗物，一件是8元6角钱，另一
件就是他去世前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
济的12条建议。

12月的阿里，天幕低垂，雪山肃
穆，这股寒风，吹进了阿里人民的心
中。

消息传来后，当年12月5日，在阿
里地委院内，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民
群众。只有6000人的狮泉河镇，却有
2000多名群众自发地聚集前来，深切
地悼念敬爱的孔书记。在葬礼上，一
副挽联概括了孔繁森的一生，也道出
了藏族人民对他的怀念：

“上联：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
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下联：二离桑梓
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
山。”

这天，阿里地委、行署收到群众为
安葬孔繁森的捐款1.4万元。几位藏族
老人扑到灵堂前，面对孔繁森的遗像
哽噎道：“孔书记，你对阿里人民恩重
如山，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西藏和平解放40多年来，有两人
去世后反响最大，一位是班禅大师，另
一位就是孔繁森书记。”当时，阿里地
区一位干部曾这样说道。

1994年12月15日，西藏自治区党
委和政府举行了孔繁森安葬仪式，当
天，拉萨烈士陵园里黑压压地挤满人，
自发而来的群众遍布各处，以至于当
天不得不限制名额。墓穴周围，许多
藏族群众长跪不起，失声痛哭，老百姓
献上的白色哈达，堆成了一座白色的
小山。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
山。”孔繁森的一生，正如同他诗中所
写，将一颗火热的心奉献给青藏高原，
同时，这也是长期默默无闻、坚守高原
的党员干部群像的真实写照。

1995年，孔繁森被追授“模范共产
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2009年当
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他还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
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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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工作期间，孔繁森（左）辅导藏族儿童读书。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孔繁森（右）在西藏阿里日土县过巴乡看望孤寡老人益西卓玛。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