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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踏雪看望受灾群众的场景孔繁森踏雪看望受灾群众的场景◀◀孔繁森写有遗嘱的日记本孔繁森写有遗嘱的日记本

文/图 本报记者 朱玉东

“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
我在哪里发生的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
孔繁森生前写有遗嘱的日记本，每个参观者
走到这里都会驻足凝神观看。在由中共山东
省委宣传部等部门主办的“让文物讲好山东
故事”活动中，评选了百件代表着山东文化的

“齐鲁瑰宝”，其中就有孔繁森写有遗嘱的日
记本。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里共陈列着千余件
馆藏文物，仅孔繁森同志第二次援藏工作期
间的工作日记本就有 36 个，其中，14 个日记
本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日记本里的遗嘱内容是孔繁森在西藏工
作时一次遇险的真实记录。孔繁森两次赴西
藏工作，前后曾经历三次生死考验，大难不死
的他，并没有因困苦的环境而退缩，毅然决然
地再次投入到工作中。

●两次进藏 经历生死考验●
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展厅里，藏族群众用

担架抬着孔繁森奋力前行的雕塑，再现了孔
繁森第一次遇险落马，藏族群众救人的场景。

那是 1980 年 5 月，西藏岗巴县塔吉区孜
克公社发生暴风雪，孔繁森带队组织救灾，当
翻过一个山坡后，他骑的马受惊狂奔，孔繁森
从马背上摔下来，马拖着他跑了二三十米
远。当地的藏族群众见状，急忙围上前去，轮
流抬着担架，跋涉十几公里，把他送到了岗巴
县人民医院。曾经参与抢救孔繁森的岗巴县
人民医院曲桑院长和达瓦医生说，孔繁森当
时已神志不清，很让人揪心。在昏迷三天三
夜之后，孔繁森终于转危为安。清醒后，孔繁
森激动地说：“我这条命是藏族老百姓捡回来

的！”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这段经历时，他写
道：“我的魂留在了那里！”

1989年11月，孔繁森驱车下乡检查工作
途中，发生车祸，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颅底
骨折。在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下，他不顾
病痛折磨，又带领考察组到北京、重庆等地16
所西藏中学考察，由于没有得到彻底治疗，孔
繁森留下了右眼成像重影、视力下降、颈腰损
伤等终身残疾。

●暴风雪中 他留下149字的遗嘱●
1994 年 2 月，西藏阿里地区遭遇了一场

罕见暴风雪，让还没解决温饱问题的藏族群
众雪上加霜。雪灾增加了数以万计的灾民，
50多万头牲畜因冻饿而死，直接经济损失过
亿元。孔繁森率领工作队踏着齐腰深的积
雪，深入受灾最严重的革吉、改则两县调查受
灾情况。“索郎旺堆死亡80 只羊、18 头牛；江
措死亡61只羊、22头牛、1匹马。”孔繁森挨家
挨户走访牧民、分发救灾物品和救济款，并把
每户牧民的受灾情况一一记在日记本上。

1994 年2月27日凌晨，由于连日超负荷
的工作和长时间的高原反应，孔繁森心跳加
快，胸闷气短，天旋地转，有高原生活经验和
医学常识的他，预感到死神的临近。听着窗
外呼啸的寒风，孔繁森艰难地支撑起身体，在
日记本上给公务员小梁写下了149字的遗嘱：

“不幸的消息不要给我家乡讲，更不能让我母
亲和家属孩子知道。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
家写一封平安信。我在哪里发生的不幸，就把我
埋在哪里。切记！切记！”短短的几句话，充满了
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怀和对家人的无限留恋。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进行改扩建时，对孔繁
森踏雪走访灾情进行了场景再现：朵朵白云
下，是连绵不绝的雪山，在帐篷旁，孔繁森踩着
厚厚的积雪，为受灾群众发放救灾物资……

●4页信笺的绝笔 一片赤子情怀●
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三次与死神遭遇，

都没能挡住孔繁森前行的步伐，孔繁森时时
刻刻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呕心沥血。

担任阿里地委书记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在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的阿里，孔繁森
深入基层调研走访，106个乡镇他去过98个，
行程共计8万多公里，茫茫雪域高原到处留下
了他的足迹和对阿里人民深深的爱。

孔繁森的勤奋工作，让阿里经济有了较
快发展。1994年，阿里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
过1.8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
过1.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6.7%。他为了制定

把阿里地区的经济带上新台阶的规划，准备
在最有潜力的边贸、旅游等方面下功夫。为
此，他带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亲自去新疆塔
城进行边贸考察。

1994 年 11 月 29 日，孔繁森在塔城考察
返回途中遭遇车祸，以身殉职，时年 50 岁。
当人们为孔繁森料理后事时，发现他的两件
遗物——一是兜里仅有的8元6角钱；二是他
去世前4天在新疆昆仑宾馆的4页信笺上写
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这是他留
在雪域高原的绝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孔
繁森最牵挂的依然是阿里的发展，西藏人民
的生活。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
民，孔繁森用生命践行了他的座右铭。

孔繁森壮志未酬身先去，让人扼腕叹息，
这位西藏人民爱戴的孔书记倒在了为人民谋
幸福的追梦路上。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
境界更高”，在孔繁森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
阿里地区干部群众勠力同心，脱贫攻坚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阿里地区群众医疗、教育和住
房安全等得到全面保障。截至2020年底，阿
里地区7个县全部脱贫摘帽，139个贫困村退
出，23159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
困发生率下降到0。2020年，阿里地区完成生
产总值 68.6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4.45 亿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4万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4 万元。
2020 年 12 月，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这是国家
电网公司建成的又一项突破生命禁区、挑战
生存极限的世界超高海拔、超大难度的输变
电工程，这标志着全国陆路地区最后一个地
级行政区域正式接入国家大电网。

如今的阿里，正如孔繁森当年期盼的那
样，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要做到情为民所系，就要以党的先进人
物为榜样，培养和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
情，要学习孔繁森同志的境界感。”28年后的
今天，孔繁森这个名字始终没有被人忘记，党
和人民先后给予了孔繁森“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先进个人”“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等多
个荣誉称号。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
狮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
重如冈底斯山”。当年，阿里地委宣传部副部
长、地委秘书长柴腾虎撰写的这副挽联，形象
地概括了孔繁森的高尚品格。孔繁森精神过
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和精神食粮，历久弥新的孔繁森精神必将激
励着广大党员干部砥砺前行，汇聚起磅礴力
量，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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