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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29 年的两封书信

发挥全国“一盘棋”优势

“每个杭州人少吃一根棒冰，少抽一支烟，

省下的钱可以建三四所希望小学……”

1995 年 8 月 25 日，来自浙江的首批援藏干

部姜军的求助信在《杭州日报》头版刊登。短

短一周时间，5.6 万余名市民、120 余家企事业

单位踊跃参与。一年后，那曲杭州希望小学正

式落成，改变了许多那曲孩子的命运。

“是你们的爱，为我们种下了‘希望和爱的

种子’，让我们牧区的小孩，都能实现自己的梦

想。我也会把这份爱和温暖传递下去。”

毕业于那曲杭州希望小学的达扎旺堆，如

今已从事教育工作 19 年。2024 年，他在准备

一堂主旨为“爱”的主题演讲时，提笔为当年那

群“援藏的叔叔”写了一封信。他还特意带着

学生来到杭州，想看一看“梦开始的地方”。

两封跨越 29 年的高原书信，承载着援藏

干部与当地群众的深情厚谊。学校几经更名，

从那曲杭州希望小学变身为如今与内地学校

别无二致的香茂乡小学，正是 30 年间全国援

藏工作在西藏结出的累累硕果之一。

西藏，汇聚着全中国的牵挂。自 1994 年中

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分片负责、对

口支援、定期轮换”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以来，

全 国 已 有 10 批 、近 1.2 万 名 干 部 人 才 进 藏 工

作。30 年来，援藏工作不局限于某一领域或某

一地区，而是实现从产业、教育、医疗到就业、

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全方位、立体式支援。

江苏与拉萨共同打造的音乐剧《天·梦》

上演，讲述出身贫困家庭的藏族少女卓玛在

援藏干部帮助下来到江南参加培训，成长为

西藏第一批直升机飞行员的故事；安徽省援

藏工作队以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为试点，组

建美术、书法、剪纸、太极拳、锅庄舞等社团；

福建省援藏工作队推动福建漆画和昌都唐卡

相融合，探索发展唐卡漆画文化产业……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汇聚成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

大复兴梦想的合力。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朴表示：

“30 年来，对口援藏工作从启动到成熟，事实上

形成了一种工作机制，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08 年汶川地震、2010

年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对口支援新疆工

作，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等，都借鉴了对口支援西藏的经验，全国

“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29 年前，当杭州的爱涌向高原，《西藏日

报》刊发头版头条文章《来自大后方的回响》：

援藏干部是一粒种子，大后方则是一棵根深叶

茂的大树，“西藏只有在祖国大家庭中才能繁

荣兴旺，祖国永远是西藏的坚强后盾”。

高原与首都师生“云端”共学

创新“组团式”援藏模式

首府拉萨，蓝天碧水，绿树掩映。这天，北

京援藏教师王瑞蕾走上讲台，为拉萨北京实验

中学的学生们讲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民族精神”思政课。教室多媒体屏幕上，北京

顺义一中的学生跨越 3500 余公里，与他们的

同龄人“云端”相聚。

平均海拔 4000 余米的西藏与平均海拔 40

余米的北京，两地学生“云端”同上一堂课。在

拉萨市实验小学原校长叶静看来，西藏教育的

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叶静 1962 年从上海来到拉萨，“当时学校

没有操场也没有任何运动器材，连个沙坑也没

有，我们就带着学生到拉萨河拉沙子回来。”

如今，西藏各所援建学校基础设施日益完

善，崭新的教学楼里书声琅琅。今年 7 月，拉

萨市实验小学信息科技教室正式投入使用，该

教室由北京援藏指挥部联合多家互联网企业

打造，为全校超过 2000 名学生提供网络平台

支撑。

今年是北京市开启“组团式”教育援藏的

第 10 年，299 名干部、教师分批次奔赴拉萨，不

仅带去北京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将先进的教育

理念留在雪域高原。

“组团式”援藏，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西藏所需医

疗、教育等方面专业技术人才的实际情况，创

新实施的援藏举措。教育援藏着重解决教师

队伍建设问题，从“输血供氧”转变为“造血制

氧”，为西藏培养一批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医

疗援藏则通过“专家带骨干”等模式，全方位帮

扶培养本地人才，不断补齐西藏医疗短板，让

当地居民享受到高水平医疗服务。

“从师父身上能学到真本领。”拉萨教师白

玛央金道出了不少当地教师的心声。一有时

间，白玛央金就坐在援藏教师陈雨嘉的课堂后

排，认真学习。

“教育援藏不仅是‘输血’，还应帮助当地

转变理念，提高教师队伍能力素质。”援藏教

师、拉萨市实验小学副校长林洁介绍，学校持

续推进教师结对工作，15 名援藏教师与 37 名

拉萨教师互帮互学、共同成长。

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是援藏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口援藏省市

项目、资金在使用时，严格落实“两个倾斜”“两

个 80%”政策，即向农牧区和基层倾斜、向民生

倾斜，确保 80%以上的援藏资金用于民生领

域、用于基层和农牧区。

广州大道、南粤大道、深圳大道……行走

在林芝市，处处可见的广东元素引人瞩目。对

口援藏 30 年间，广东省帮助林芝主城区实现从

“没有一条水泥路”到“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的

转变。截至 2023 年底，林芝市行政村公路通达

率、通电率、通水率、宽带通达率均实现 100%。

“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关爱病患 情暖人

心”……走进全国对口援藏 30 周年成就展，一

面面锦旗记录着援藏医疗队为西藏医疗事业

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对口援藏已成为实现

“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

举措，成为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的生动实践。

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牧区

续写“老西藏精神”新篇

“真没想到，一觉醒来已经做完了，一点

都不难受！”前不久，41 岁的孙可成为西藏安

多 县 首 位 接 受 无 痛 胃 镜 检 查 的 患 者 。 醒 来

后，他欣喜地对东部战区总医院麻醉科医师

谭远辉说。

安多县平均海拔 4800 米，当地高油高盐

的饮食习惯，导致居民胃病、肝胆疾病等消化

系统疾病多发。长期以来，当地医院条件有

限，去上级医院又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许多农

牧民难以及时就医。

2001 年，原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与安多县

人民医院建立协作帮扶关系。今年 4 月，东部

战区总医院派出谭远辉来到安多县人民医院，

帮助该院开展内镜中心建设。7 月，该院再次

抽调麻醉科、消化内科专家组成援藏专家组赶

赴安多县，展开学科建设经验培训，对医护人

员进行“手把手”教学帮带。

“迷彩绿”情系“高原红”。曾经，为了使西

藏从黑暗走向光明，无数进藏和驻藏部队官兵

以生命赴使命，将大爱洒向雪域高原，与援藏

干部共同铸造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

精神”。

进入新时代，“老西藏精神”依然流淌在驻

藏官兵的血液中，代代传承、历久弥新。

喜马拉雅山麓中段，广袤的草原、连绵的

雪山，将这片平均海拔 5000 余米的土地装点

得如诗如画，岗巴县吉汝村正坐落于此。走进

村庄，民族团结墙上一面面巨型彩绘描绘着驻

军官兵投身乡村振兴、军民携手巡边的生动场

景。阳光大棚内，莴笋、西葫芦、小白菜等蔬菜

长势正好，为海拔 5000 多米的“生命禁区”增

添生机活力。

“部队官兵提供技术上的帮助，让我们吃

上了新鲜蔬菜。”吉汝村党支部书记热旦介绍，

“目前大棚里种有 5 种蔬菜，每年 3 到 10 月份

基本能自给自足。”2022 年，吉汝村入选岗巴县

乡村振兴示范点。

吉汝村是以畜牧业为主的边境村，日喀则

军分区对口帮扶该村后，帮助成立养殖合作

社，村民以牲畜入股合作社的方式开展集中养

殖。“2022 年，官兵给我们合作社捐资，我们用

那些钱买了很多羊，到年底村民就有了分红。”

合作社负责人嘎罗布说。

附近的吉汝草场，成群的羊儿悠闲散步。

牧民次仁巴桑闲适地坐在草地上，黝黑的脸庞

绽放出幸福的笑容：“金珠玛米，呀咕嘟（藏语，

意为‘解放军好’）！”

对口援藏 30 年来，人民子弟兵是支援西

藏、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一支重

要力量。雪域高原上，“茶与盐巴”的故事仍在

不断续写。

上图：安徽省援藏干部王天柱（左三）为西

藏错那市贡日门巴民族乡斯木村干部群众讲

解莓茶采摘技术要点。

新华社记者 姜 帆摄

大 爱 跨 山 海 真 情 汇 高 原
—对口支援西藏工作30周年成就一瞥

■本报记者 于心月 特约记者 汪卫东

318国道，全长 5476公里。起点是上海市黄浦
区人民广场，终点是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县城
中心同样有一座人民广场。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双肩挑起“人民”二字
的，不只是这条中国最美景观大道，还有一批批与
当地群众并肩奋斗的援藏干部。

1994年至今，上海、山东等省市对口帮扶日喀
则市。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日喀则市“孔子学
堂”、城区主干道吉林路……一批批援藏干部在珠
峰脚下留下一串串深情印记。欢声笑语响彻一东
一西两座人民广场上空，西藏各族群众与全国人民
携手迈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
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
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
藏工作新局面。”1994年召开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作出对口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指引下，援藏
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前所
未有。

手牵手，心连心，同奋斗。广大援藏干部正与
西藏各族儿女一道，共同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西藏林芝市鲁朗国际旅游小镇由广东和西西藏林芝市鲁朗国际旅游小镇由广东和西

藏两省区共同打造藏两省区共同打造，，助力当地居民助力当地居民““端生态碗端生态碗””

““吃旅游饭吃旅游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张汝锋摄摄

蓝天、白云、草地、大山、牛羊……曾经，

这是我眼中的全部世界。直到 2022 年 4 月 21
日，一群身穿白色军装的海军叔叔到来，我知

道了山的那边还有一望无垠的大海，大海上

有海军叔叔驾驶的战舰。

在 海 军 叔 叔 到 来 之 后 ，我 们 学 校 发 生

了很多变化：学校挂起“八一爱民学校”的

牌子，叔叔们送来好多图书、文具和衣服；

教 学 楼 、操 场 换 上 海 军 蓝 主 色 调 ，新 建 了

军 事 体 验 场 、军 事 文 化 长 廊 、海 军 主 题 陈

列室……

今年 7 月，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加了

“海疆万里行·北海之旅”夏令营活动。从未

走出过拉萨市的我们，第一次离开西藏、第一

次坐飞机、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走进海军

部队、第一次登上威武的战舰。在军营里，我

们每天整内务、练队列、爬战术、唱军歌，体验

海军叔叔的日常工作生活。我们还参观了海

军博物馆，了解人民海军的光辉历史和海军

官兵的英雄事迹。登上拉萨舰，我们与战舰

同框，听海军叔叔阿姨讲述他们驰骋大洋的

故事。

在走近他们、认识他们的过程中，我更

加理解了军人的辛苦和付出。长大以后，

我 也 想 当 一 名 海

军 ，驾 驶 威 武 的 战

舰 ，保 卫 祖 国 的 万

里海疆！

山的那边还有海
■西藏拉萨市尼木县麻江乡完全小学学生 罗 吉

从拉萨市到海军拉萨舰驻地，距离 3000
余公里，海拔落差 3000 余米。遥远的距离不

会阻隔战舰与城市的深厚情谊，我们因共同的

名字紧密相连、热情相拥。

2022 年，我作为拉萨舰官兵代表第一次

抵达拉萨，与北部战区海军保障部援建工作

组一同来到麻江乡完全小学。孩子们红润

的脸颊、腼腆的微笑、澄澈的眼神，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这群牧区长大的孩子有着纯真

质朴的理想，很希望走出雪山，看看大海的

样子。

两 年 多 来 ，我 们

将援建麻江乡完全小

学作为“城舰共建”的

重要内容，捐赠文具书籍，发放劝学卡片，持续

不断的爱心助学，让梦想和希望跨越山河奔向

海洋。

拉萨舰组建以来，拉萨市党员干部与拉萨

舰全体官兵共读英雄史诗《雪域长歌》、共唱

《歌唱二郎山》、共学十八军进藏事迹。在“老

西藏精神”的激励下，全体官兵深研装备性能、

苦练过硬本领，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在奋

进深蓝的新征程上挥洒青春与热血。

“老西藏精神”犹如雪域高原上一座耀眼

的灯塔。我们一定不断弘扬“老西藏精神”，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泽洲采访整理）

跨越3000公里的牵手
■海军拉萨舰军官 梁 羽

亲历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