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www.xinminweekly.com.cn

对口援藏拉近心的距离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一

批批支援西藏的干部，怀揣报国壮志，挥洒一腔热血，用真诚、

实干和奉献为西藏各族群众谋得了实惠，带来了变化；他们青

发而来，白发而去，甚至把生命都献给了西藏；他们铸就了与

西藏人民的鱼水之情，留下了一支支带不走的队伍，在雪域高

原上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

孔繁森，是永远留在雪域高原上的一个闪亮的名字。这个

山东汉子从 1979 年第一次进藏工作，直到 1994 年不幸殉职，

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

藏族同胞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就像高原上的蓝天一样，那

样地纯洁，那样地深沉，那样地博大。

1994 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分片负

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和“长期支援、自行轮换”

的干部援助方式，自此开启了中央与全国兄弟省市长期对口支

援西藏发展的历程。

早在 1984 年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党中央、国务院

便决定由北京、上海等 9 省市和原水电部等有关部门帮助西藏

建设 43 个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这 43 项工程被人们誉

为高原上的“43 颗明珠”。

对口援藏机制的建立，是中央支持西藏的一项创举，也凝

聚着中华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深情厚谊。走在西藏各地

市的大街上，常能见到许多以其他兄弟省市命名的道路：拉萨

市有“北京路”，山南市有“湖南路”，日喀则市有“山东路”……

看似并不起眼的道路名称，却是几十年来西藏人民对各兄弟省

市情感积淀的见证，也述说着中央以对口援藏机制推进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的历史。

西藏的冬季很冷很肃杀，上海援藏的情意很真很温暖。在

西藏日喀则市，有一条上海路，一条珠峰路，在两条路的交会处，

正是上海广场，一座由上海第一、二批援藏干部人才在一片荒

地上建造的日喀则地标性建筑。1995 年根据中央要求，上海参

与对口援建西藏日喀则。25 年里，上海共派出 9 批 600 多名援

藏干部，扎根雪域高原，融入第二故乡，创造了多个第一。比如，

西藏第一家传染病医院、日喀则第一个自来水厂、日喀则第一

个体育场、日喀则第一家“三甲医院”等等。在上海援藏的积

极推动下，日喀则地区五县的医疗、教育、民生、产业等领域

都实现了多个零的突破。继 2017 年 10 月亚东县、2018 年底定

日县率先脱贫摘帽，到 2019 年底，江孜县、萨迦县、拉孜县全

部实现脱贫摘帽。日喀则五县，犹如“五朵金花”，盛开在雪

域高原。日喀则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对上海援藏最高的

褒奖。

除了干部援藏，2015 年和 2016 年，医疗人才和教育人才“组

从2005年起，上海市政府累计投资7800万元，在日喀则新建了目前西藏自治区唯一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日喀则地区上海实验学校，并连续派出援藏团队参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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