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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4日，孔繁森告别
拉萨赴阿里上任。两次进藏，历
时十载。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
生的选择中，他的精神境界一
次次得到升华。

初次入藏下决心，

奉献自己的一切

从踏上西藏高原那天起，
孔繁森就暗下决心：把自己的
一切献给祖国这块神圣的土
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藏族人
民。孔繁森进藏本来是作为日
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
的，报到后，区党委见他年轻体
壮、意气风发，决定改派他到海
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
副书记。征询他的意见，回答仍
很痛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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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农牧区推
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他亲自到一个
乡试点，又把经验在全县推广。

在岗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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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他骑马下乡，从马背
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当地的藏族
群众抬着他走了30里山路，把他
送到医院抢救。当他从昏迷中醒
来时，看到很多藏族群众守护在
身边。1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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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藏工作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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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当地
群众要求改变贫穷面貌的迫切
愿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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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再次入藏的命令，

家人是最难舍的牵挂

光阴似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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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山东省在选派进
藏干部时，认为孔繁森政治上
成熟，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
便准备让他带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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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孔繁森心里很清楚，
家里确有不少困难：自己的身
体状况不如从前了；年近九旬
的老母，生活已不能自理；三个
孩子尚未成年，需要有人照看；
妻子动过几次大手术，体弱多
病。自己一走，全家的生活重担
又要压在妻子一人肩上。他不
会忘记第一次进藏时家里的情
景，里里外外都是妻子操劳。有
一次，她去刨地瓜，五岁的儿子
没人照看，掉进地窖里爬不上
来……孔繁森觉得对不起妻
子，对不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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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了，
孔繁森默默地站在母亲面前，
用手轻轻梳理着母亲那稀疏的
白发，然后贴在老人的耳朵旁，
声音颤抖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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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也许这是同年迈多病
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孔繁森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扑
通”跪在母亲面前：“自古忠孝
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
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磕了
一个头。

再次入藏义不容辞，

为西藏的发展操劳

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
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

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职期
间，他跑遍了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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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一次车祸把他摔
成了严重的脑震荡，颅骨骨折，
高烧昏迷。住院治疗期间，一
天，他得知一所学校发生了问
题时，便不顾高烧未退、眼睛充
血，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现场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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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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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拼搏、奋斗、付出，否则，就有
愧于党，有愧于群众。”

从拉萨到阿里地委、行署
所在地狮泉河镇，将近2000公
里坎坷不平的路程。孔繁森离
开拉萨两天后，进入阿里地区
措勤县境。藏北大草原那雄浑、
壮美的景色展现在他面前：远
方，绵延起伏的雪山在蓝天的
映衬下格外壮丽，广袤无垠的
草原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天际。
近旁，一座座用石块垒成的玛
尼堆披挂着祈祷吉祥的五彩经
幡，一堆堆高寒地带特有的红
柳丛在阳光下像火一样耀眼。
天空，时而白云朵朵，时而乌云
密布；原野，时而大雪纷飞，时
而风沙弥漫……

孔繁森是一个感情丰富、
兴趣广泛的人，喜爱读书、写诗
和摄影。眼前这一切，使他激动
不已。为了祖国西南边陲这神
圣的土地，多少先辈曾在这里
奋斗拼搏、流血牺牲。如今，党
把自己派到这里，这是多么光
荣而又艰巨的使命。一种崇高
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在他
心中油然而生。

深入阿里发展经济，

帮助藏民脱贫致富

为了寻找阿里的发展优
势，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
个，雪域高原上留下了他的深
深足迹。风雪中，他把自己的毛
衣脱给一位藏族老阿妈……

孔繁森到阿里后，40多封
请求调离的报告摆在了他面
前。这对人才奇缺的阿里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重重心事加上高山反应，
使孔繁森彻夜难眠。他索性把
住在近旁的地委秘书长叫了过
来。没有电，两人就借着手电筒
微弱的光亮聊了起来。

孔繁森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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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
只要我们用发展这个硬道理来
凝聚人心，调动干部们的积极
性，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干的舞
台，就一定能把阿里的经济和
各项事业搞上去。”

这一夜，他俩谈地区的工
作，谈当地的优势，谈阿里的未

来，越谈越兴奋。电池用完了再
换上一节，炉火不旺了再添上
几块焦炭，一直到曙光初露。

4月25日，孔繁森主持召开
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他给大家
布置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解放
思想，转变观念，在原有基础上
进一步寻找阿里发展的优势，
从困难中寻找光明的前途。

会后，孔繁森和地委、行署
其他领导成员分头带队到基层
调查研究。

到阿里赴任前，孔繁森已
把自治区的各有关部门跑了个
遍，将阿里地区的自然概况和
历年来经济统计数字都抄在笔
记本上。为了进一步摸清阿里
的情况，他一个县、一个区、一
个乡地跑。从措勤到札达，从普
兰到日土，实地考察，求计问
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路子。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
里，从南方的边境口岸到藏北
大草原，从班公湖到喜马拉雅
山谷地，全地区106个乡，他跑
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

身患重疾毫不退缩，

最终献身这圣洁之地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高
原生活，一场严重的感冒有时
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孔
繁森恰恰一到阿里就感冒了，
咳嗽不止。为了不耽误工作，他
就大剂量地服药。病情重了，就
一边输液，一边工作。一个多月
下来，体重减轻了14公斤。由
于过度劳累，他的直肠纤维
瘤复发，鲜血浸透内裤，可他
一直瞒着别人。等大家都入
睡后，他才把内裤换下，悄悄
洗干净。

孔繁森生活极其节俭，
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工
作一忙，开水泡馒头和方便
面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许
多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
都舍不得买。每次去拉萨回
阿里，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
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有
地区差价，这样可以省点钱。
孔繁森对自己，就是这样节
俭、吝啬，而对他人、对藏族
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

在西藏工作的近10年时
间，他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
省下的工资，大部分花在藏族
群众身上。为此，他曾多次流露
出对家人的内疚之情。但为了
帮助那些有困难的藏族同胞，
他只好委屈自己的家人。

夜，很深很深了。狂风仍在
不停地呼啸。奔波劳累了一天
的孔繁森躺在帐篷里，剧烈的
头疼使他怎么也睡不着。凌晨3
时许，他感到心跳加快，胸闷气
短，天旋地转。有高原生活经验
和医学常识的孔繁森，预感到
死神正向自己逼近……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
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
在一场车祸中不幸殉职，时年50
岁。噩耗传到阿里，传到拉萨，传
到山东，人们简直不敢相信。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的后事
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
一是他仅有的钱款——— 8 . 6元；
一是他的“绝笔”——— 去世前4
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
条建议。

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
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
尚情怀！

领领导导干干部部的的楷楷模模————孔孔繁繁森森

孔繁森在拉萨期间收养了三个孤儿。这是曲印和贡桑幸福地依偎在

他身边。

孔繁森在拉萨任副市长时和藏族干部群众一起欢度节日。

在拉萨工作期间，孔繁森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推广。这是他和科研人员在田

间研究科学种田。

每次下乡前孔繁森都用自己的钱购置药品装满小药箱，工作结束后，他的

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等候看病的群众。

综合《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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