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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藏三十周年

家，重建工作才算是成功的。”

上海队伍尽管技术力量过硬，但

毕竟是在西藏，多少会有些“水

土不服”，尤其在一些理念上。

“也正是通过沟通，我们知道藏

民喜欢大开窗，希望房间尽量少

隔断……”

大多数人的居住习惯都是坐

北朝南，但在和村民交流时，有

村民提出有三四幢楼希望改为东

西朝向。这几乎是违背建筑设计

常理的要求，上海的同志起先并

不理解。后来和村民坐下来聊才

知道，那几幢楼位于风口，当地

每到下午就会“刮妖风”，而那

个时间老百姓又习惯在户外晒太

阳。

“后来我们真正体验过风沙

后，就能深切体会老百姓为什么

会提这样的要求。”梁靓感慨，

设计方案有规范，但也需因地而

异，“特别是在西藏，我们要充

分吸取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智慧和

经验”。

上海援建按照不同的标准设

计出多套方案。4 月中旬，国家

和自治区层面对灾后重建的标准

进行最终决策。根据国家规定的

标准人均 25 平方米，森嘎村出 6

种针对不同人口数量的户型。其

中考虑到森嘎村未来的发展，还

增加了 50 多户底商户型，供村

民开小卖部、餐厅、藏式酒吧等。

为了缩短工期，现场参建人

数超过 500 人，在高原上，这样

规模的施工队也需要提前召集。

上海援建提出以工代赈的方案，

解决了部分工地人手需求之外，

从震后至今，定日县农牧民的增

收达到 13.1%，超过了同期日喀

则农牧民收入的平均水平。

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对自己

新家的进度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村民中很多人都是有过工地工作

经验的，他们说上海建工用的砖

都是最好的，钢筋是最粗的。他

们成了上海援建最好的宣传员，

后来只要提起“是上海团队来援

建新家”时，大家再无异议。

7 月 1 日，一场党建联建活

动在新落成的森嘎村感恩广场上

举行，这是一次特殊的“封顶仪

式”。大批村民受邀前来参观四

套已经建成的样板房。他们有人

提着暖水壶，挎着一摞纸杯，见

到每一位工人都迎上去倒一杯酥

油茶；也有人拎着糌粑小零食，

逢人就往手上塞；更有人将哈达

系在了脚手架上。

吉角村整体搬迁，

更安全、更智慧

为了提高高山地区农牧民的

生活质量，近几年，拉孜县吉角

村实施整村易地搬迁。对森嘎村

而言，吉角村的诸多经验值得借

鉴。

事实上，定日县地震，相邻

的拉孜县同样受灾严重，但吉角

村因搬迁幸运地“逃过一劫”。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上海市第十

批援藏干部联络组拉孜小组组

长，拉孜县委常务副书记、政府

常务副县长宫爱如在接受《新民

周刊》采访时，第一句话就是：

“还好搬下来了。”

搬迁前的老吉角村海拔近

4900米，是拉孜县海拔最高、最冷、

自然条件最脆弱的村庄，在此次

左 图： 重 建 的 森
嘎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