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对话中共西藏
自治区委员会党校（西藏自治区行政学
院）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曲宗，深刻解
析“老西藏精神”的丰富内涵，感受厚植
在此精神背后的家国情怀。

羊城晚报：“老西藏精神”的内涵是
什么？它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曲宗：在西藏，缺氧不缺精神，艰苦
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越是在艰
苦的环境中，越能锻造出特殊的精神。

“老西藏精神”就是在特殊的自然环境、
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孕育发展的。

“老西藏精神”的核心内涵常常被
概括为“五个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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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五个特
别”，它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一个内
涵丰富的巨大精神宝库。

“老西藏精神”经历了孕育、发展、
升华、光大的过程。孕育期是在 1950
年到1959年，以十八军为主力的进藏部
队顺利完成进藏、筑路和生产任务，孕
育了“老西藏精神”。

发展期是1959年到1978年，驻藏部
队在平叛斗争、民主改革、自卫反击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展了“老西藏
精神”。这一时期，上百个“第一”涌现在
雪域高原，推动西藏走向初步繁荣。

升华期是 1979 年到 1994 年，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思想阵地的激烈交
锋，升华了“老西藏精神”。这一时期的

“老西藏精神”以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为
核心，激励西藏各族人民打破封闭、开
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光大期是1994年至今，广大援藏干
部的无私奉献光大了“老西藏精神”。
30年来，一批批援藏干部发扬“老西藏
精神”，舍小家顾大家，接续奋斗在雪域
高原，写下了动人的奋斗诗篇。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的经济发展非常
快，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成就和变革。

“老西藏精神”在岁月变迁中得到了
继承和发展，如今已经超越地域和年代
局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羊城晚报：如何理解“老西藏精神”
中的家国情怀？

曲宗：“老西藏精神”中的家国情怀
是特别突出的。这种家国情怀在以孔
繁森为代表的广大援藏干部、进藏干部
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每一名援藏干
部都把自己的事业、理想与西藏各族人
民的发展和幸福相融，和国家的发展相
结合。

比如，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的英语
教师王超华参加援藏工作时，她最小的
孩子才上小学二年级。尽管两个孩子
都处于最需要妈妈疼爱的时候，可得知
西藏阿里地区急需英语教师，她还是义
无反顾地主动参加到第三批“组团式”
教育援藏工作中来。

这样的例子在援藏干部中数不胜
数。今年是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一批
批援藏干部与西藏广大干部群众同甘
苦、共命运，在智慧援藏、医疗援藏、教
育援藏、经济援藏、就业援藏、科技援
藏、干部人才援藏等方面，全方位、多领
域、深层次地开展工作。他们为西藏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背后凝聚的其实
就是一种深厚的家国情怀。

羊城晚报：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和弘
扬“老西藏精神”？

曲宗：“老西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西藏的具体体
现，是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在扎根边疆、建
设边疆、奉献边疆的过程中用鲜血和生
命铸成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深度发掘。

“老西藏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呈
现了不同特点，但其中不变的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是人民至
上、国家至上的使命担当。

西藏各族人民也更加深刻地体会
到，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
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承
弘扬“老西藏精神”，西藏才有繁荣进步
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强烈
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向以孔繁森为
代表的进藏、援藏干部学习，把时代精
神与“老西藏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把
中央的亲切关怀化作推进西藏长治久
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不懈奋斗。

进军西藏壹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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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藏精神”的背后
凝聚深厚的家国情怀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罗仕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党校（西藏自治区行政学院）
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曲宗：

总策划：杜传贵 林海利
总统筹：林洁 黄丽娜 侯恕望
执行统筹：董柳 宋金峪

文/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柳卓楠
图/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除独立署名外）

“波拉（爷爷），我来看您了！”每年清明节，曲印
都会带着鲜花、祭品、哈达，来到拉萨市烈士陵园，看
望曾收养他的“孔爷爷”。1992年，曲印在地震中成为

孤儿，收养他的“孔爷爷”名字叫作孔繁森。
从旧西藏到新西藏，从战天斗地到改天换地，短短几

十年，雪域高原天翻地覆，换了人间。这背后，有着千千
万万个“孔繁森”的前赴后继。他们胸怀家国来到雪域高
原，排除万难、艰苦奋斗，孕育并不断丰富发展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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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内容的“老西藏精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国对口援藏30
周年之际，羊城晚报记者来到雪域高原，追寻“老西藏”们
的足迹，感悟“老西藏精神”中的家国情怀。

胸怀家国战天斗地
雪域高原改天换地

在青藏高原，千千万万的祖国优秀儿女前赴后继，
与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内的谭冠
三纪念园，“谭冠三同志之墓”纪念
碑傲然挺立。谭冠三，这位曾担任
十八军政委的湖南人，选择将自己
的骨灰埋在他深爱的西藏。

1950 年，谭冠三与军长张国华
率十八军，踏上解放西藏、建设西藏
的新征途。

“你们放心学习，我们能够为你
们守住祖国西南边陲的大门。”纪念
园陈列室展示着谭冠三写给远在北
京的儿子谭戎生的信件，字里行间
满是叮咛和牵挂。

革命战争年代，谭冠三夫妇和4
名子女天各一方。十八军进藏前，
为便于行军，谭冠三和夫人李光明
决定将4个孩子寄养在北京和河北
的农村。直到1959年，谭冠三赴京
汇报平叛和民主改革工作时，全家
人才得以团聚。“这是 1947 年分别
后，全家人时隔 12 年的第一次团
聚，当时孩子们操着不同的口音，有
的已经不认识年逾半百的父亲，令
人唏嘘不已。”纪念园陈列室讲解员
王岩介绍道。

谭冠三在西藏工作生活近 20
年，对西藏人民和雪域高原的一草
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生前多
次表达埋骨高原的愿望。

1950 年，在接到进军西藏的命
令后，谭冠三身先士卒，明确表示：

“此去西藏，如果我为国献身了，请
一定把我的骨头埋在西藏。”

1951年 10月，十八军抵达拉萨
后，谭冠三心潮激荡，挥笔赋诗写下

“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
还”。

在病重弥留之际，他依旧忘不
了魂牵梦绕的西藏。他对夫人李光
明说：“我死后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就把我埋在八一农场的苹果园里，
让我化作肥料，最后为西藏人民做
点贡献！”

遵照他的遗愿，1986 年 8 月 1
日，他的骨灰安葬在十八军将士在拉
萨建立的第一个农场——八一农场。

骨灰安葬时，谭冠三的孙女谭
奇志由于年纪小没到现场。但是近
年来，谭奇志多次到西藏“寻根”。

有一次，谭奇志和父亲谭戎生
走在街上，一位藏族老阿妈突然拦
下他们。“她拉住父亲的手说，‘我认
识你，你是老将军的儿子’。她说她
是农奴的后代，没有解放军，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她今天的幸福生活。
她拉着我们的手不放，让我非常感
动。”谭奇志说，“爷爷那一辈共产党
人怀着伟大的信仰、坚韧的意志，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解放了西藏，建
设了西藏，经营了西藏，孕育出了

‘老西藏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学习
的榜样。”

从旧西藏到新西藏，短短几十年，
跨越上千年。西藏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从落后走向了进步、从贫穷走向了富
裕、从专制走向了民主、从封闭走向了
开放，西藏的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人民
的生活蒸蒸日上。

2023年，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突破 5万元和 2万元，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2023 年，西藏边境乡、村硬化路通
达率分别达到97%和87%，建制村用电
覆盖率、幼儿园覆盖率分别达到96%和
96.5%；

西藏人口由 1951 年的 114.09 万人
增长到2023年的364万人，人均预期寿
命由1951年的35.5岁提高到2021年的
72.5岁……

“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如

今，十八军将士的铿锵誓言成为现实。
时代在改变，生活在改善，不变的

是信仰。在新时代，“老西藏精神”历久
弥新、薪火相传，成为新西藏建设发展
的宝贵精神食粮。

查果拉哨所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北
麓，是全军海拔最高、历史最悠久的哨
所之一。这里海拔 5318 米，年均气温
不足零下10℃，空气含氧量不到内地的
35%，一年中 8 级以上的大风天有 200
多天，被称为“生命禁区中的禁区”。

如今，查果拉哨所绝大多数官兵是
“90后”“00后”。他们接过“老西藏”们
的接力棒，扛起卫国戍边的重任。

“边关边关，边就是远，关就是险。
相比我的家乡，这里的条件确实很艰
苦。但每每想到‘老西藏’们的艰苦‘创
业’以及卫国戍边的光荣职责使命，我

感觉重任在肩，无比自豪。”因为水土不
服，脸上长满痘痘的广东潮州籍“00
后”士兵柯锐杰告诉记者，好男儿志在
四方，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更能体现人生价值。

谭冠三纪念园所在的西藏职业技
术学院，活跃着一个由学校师生组建的

“老西藏精神”学习与传承社团。社团
近40名学生成员，通过提供免费讲解、
开展读书会、组织宣传活动、植树等形
式，不断宣传实践“老西藏精神”。

“去年3月，我加入了社团，了解到
‘老西藏精神’和‘老西藏’们的故事后
非常受震撼。”在谭冠三纪念园进行义
务讲解的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
王岩说，希望更多人了解“老西藏精
神”，让“老西藏精神”在新时代传承光
大下去。

埋骨高原贰贰

丰碑永驻叁叁

薪火相传肆肆

在位于拉萨市西郊的西藏博物
馆，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历史照片，
静静地述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时针拨回75年前。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实现祖国统一
大业，毛泽东高瞻远瞩，果断作出“进
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

“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
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
带着铿锵誓言，1950 年初，十八军
奉命进军西藏。近3万名将士从四
川出发，挺进雪域高原。

出生在旧西藏一户差巴（旧西
藏的农奴）家庭的建增，是近3万名
将士中的一员。会拉萨藏语和康巴
藏语的他，在十八军的主要任务是
教战士们说藏语。“当时没有课本怎
么教？只能看到什么教什么，比如
看到茶杯就教茶杯的藏语怎么读。”
建增说。

“当时行军只能靠两条腿，每天
要背着近70斤重的粮食、武器弹药
等走五六十里路，脚上磨得全是血
泡。”回忆起进军西藏的艰辛，今
年 93 岁的建增仍感慨不已，“那时
候受的苦真是没法形容，我们一边
行军还要一边修路。没有吃的，只
能找老百姓买。没有修路工具，只

能找老百姓借。在工具不够的情
况下，为了加快修路进度，人可以
休息，工具不能休息，白天夜晚都
要干。”

尤其让建增记忆深刻的是过雪
山。“翻雪山时冻惨了。由于装备、
经验不足，不少战士的耳朵、鼻子、
手等冻伤了，很多战士倒下后再也
没有站起来。”建增回忆道，雪山反
射的阳光还会灼伤眼睛，当时护目
镜很少，战士们只能用牛、马的尾巴
毛制作护目工具来保护眼睛。

爬雪山、涉激流、忍饥寒……就
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十八军将
士展现出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在
崇山峻岭中勇毅前行。1951 年 10
月 26 日，十八军胜利抵达拉萨，从
此掀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西藏和平解放后，十八军将士
继续扎根高原，开荒种地、修筑道
路、发展生产。各族军民在一穷二
白的基础上艰苦创业，在西藏建立
起第一所医院、第一所学校、第一座
大桥、第一座机场……开创了一个
又一个西藏建设史上的“第一”，创
造了前所未有的人间奇迹，为西藏
现代化建设打下重要基础。

拉萨市北京路、日喀则市上海路、林
芝市广东路……西藏各地有不少由其他
省份和城市名字命名的道路。这里，有着
全国的牵挂，留下无数援藏干部的身影。

以孔繁森为杰出代表的援藏干部，
把“缺氧不缺精神”融进血脉、“艰苦不
怕吃苦”化作行动、“海拔高境界更高”
铸成信念，用身体力行的模范实践光大
了“老西藏精神”。

1979年，时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
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赴藏工作。
1988年，山东省选派进藏干部时，他再
一次进藏。

1994年 11月 29日，孔繁森在去新
疆塔城考察工作时，不幸因公殉职，年
仅 50 岁。人们在料理他的后事时，发
现两份遗物：一份是他仅有的 8.6 元钱
款；另一份是他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
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在西藏博物馆内的群英谱浮雕墙
上，孔繁森带着微笑位列其中。

“这是一张由西藏军区总医院提供
的采血登记表，在献血员一栏中，‘洛
珠’赫然在列。这张看上去很普通的表
格，因为‘洛珠’的另一个名字‘孔繁森’

而变得意义非凡。”西藏博物馆讲解员
格桑德吉如是说。

据格桑德吉介绍，1992 年，拉萨市
墨竹工卡县发生地震，时任拉萨市副市
长的孔繁森立即赶赴灾区，3名失去父
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12 岁的曲尼、
7 岁的曲印和 5 岁的贡桑）哭喊着扑到
他的怀里。地震后，孔繁森领养了他
们，把他们带在身边，这让他本不富裕
的生活更加拮据。为了抚养他们，孔繁
森3次化名“洛珠”献血，获得了900元
营养费，“他经常吃的是咸菜就饭，穿的
是打着补丁的衣服，甚至连块香皂都不
舍得买，可孤儿的学费一分都没差过”。

孔繁森去世后，许多人在他的遗像
前泣不成声、泪如雨下，数不清的哈达
堆得像洁白的雪山。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
最宝贵的是精神。

“‘老西藏精神’背后凝聚着深厚的
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在以孔繁森为
代表的广大援藏干部、进藏干部身上体
现得淋漓尽致。”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
会党校（西藏自治区行政学院）党史党
建教研部教授曲宗表示，作为“老西藏

精神”的杰出代表，孔繁森用行动践行
着共产党人对人民的铮铮誓言。他留
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就像一座丰碑，在
雪域高原熠熠生辉。

西藏博物馆内，“老西藏精神”标语挂在展馆显眼位置

孔繁森工作过的西藏阿里地区，如今已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孔繁森（中）在西藏工作时的留影
西藏阿里地委宣传部供图

曲
宗

1950 年，人民解放军行进在海拔 5000 米的怒江山脉雪岭上 （翻拍历史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