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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孔繁森精神 踔厉奋进新时代

（一）

孔繁森出生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家族
中的老人对他说，咱是孔子的后代，要“忠”要

“孝”，好好上学，学好学问为大家办事，自己
不受欺负，还能为乡亲增光。老师也常讲，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朴素的优
良传统教育，为他人生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他求学当兵时期，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是王进喜、焦裕禄、雷
锋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深入人
心。在这个时期，革命文化锤炼了他公而忘
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作实践为孔繁森
精神形成、发展和提高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孔繁森出生于1944年，17岁光荣参军，在部
队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他从部
队复员后，先当工人，后被提拔为国家干部。
在工作中，他接触的老干部较多，这个时期的
领导干部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
时期参加工作的，都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崇
高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孔繁森正是在这种耳
濡目染的熏陶和教育中迅速成长起来的。
这些老干部对他提到最多的就是“约法三
章”：不贪污浪费、不打人骂人、不犯生活作
风错误。以上三点是他“三观”形成的重要
原因和坚实基础。所以，孔繁森精神是经得
起考验的。

人生在世，不能糊糊涂涂地活着，得有信
仰和做人的标准、自我行为规范。用孔繁森
的话说就是“说一万句空话，不如办一件实
事”，这些在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格言诠释正确
的“三观”。“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为政
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我
们不为民解忧，何以言公仆”“做一个合格的
领导干部胸怀要宽广，要光明磊落，要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以上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形成的
观点，都是他的行为规范。他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他用自己的人生，履行了这些
诺言，直至把生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西藏人
民。

孔繁森“三观”的正确和坚定，为年轻干
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曾任地委书记的孔繁森对权力有着自
己的诠释：权力是组织代表人民给的，不论
职务高低、权力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
民的公仆，要为人民负责、为党组织负责、为
自己负责；不能把权力当成捞取私利的“工
具”；个人服从组织，不计个人得失；两次援
藏服从组织安排，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有强烈
的事业心、责任感，这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
心态。

一个有权力的人的影响力有两种：一是
权力的影响，二是非权力性的人格力量。前
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两种因素互相作用、
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孔繁森精神的实质，就
是这些因素的综合组成，概括起来就是四个
字——“无私奉献”。他殉职后，追悼会上一
副对联写道：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
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
结重如冈底斯山。

用了阿里名水、名山对他十年西藏工作
进行总结，是对他人生价值的高度评价，也确
实名副其实。

（二）

“他有一颗火热的心，对党的工作、对人
民负责”“他像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等等，这都是他殉职后广大干部群众的评价。

援藏期间，孔繁森与藏族同胞结下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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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藏族老阿
妈熬好鸡汤送到医院祝他早日康复；山东记
者去西藏敬老院采访时，藏族群众含泪述说
孔市长对他们的关爱；阿里军分区离休的80
岁老司令员贵宝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得知孔
繁森殉职后，哭得拉不起来，拿出珍藏多年的
一瓶好酒，交给时任阿里地委副秘书长的李
玉建，让他在墓前代为祭奠；在拉萨举行骨灰
安葬仪式前，街铺里的白花、花圈全部被群众
买光……这种事例太多，不能一一列举。这
就是非权力性人格力量所致。“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身正为范”，孔繁森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敬重。

随着职务升高，孔繁森的非权力性人格
力量也随之增加，群众威望变得更高。他把
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落实到行动上，“以心换
人心”“以爱博得爱”，给人办了好事要立即忘
掉，别人对自己有恩不要忘记，时刻想着报
答。在工作生活中加强感情投入，好好学习，
学文化、学纪律、学国法、学党章、学英模人
物。提高理论水平、工作能力、认识水平，为
人生为事业打好基础，才能把为人民服务的
权力掌好、用好。当前为何出现一些违法乱
纪的干部，就是没有把好权力关口，忘乎所
以，走向不法之路。

孔繁森是党员干部，对于金钱的认识是
检验人生观的核心问题。金钱是好东西，人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离不开钱，它能带来富
裕和幸福。但金钱也是个坏东西，它能使人
灵魂扭曲，甚至丧失伦理道德。

如何看待钱，如何得到钱，又如何使用
钱，价值观不同的人看法也不会相同。有的
党员干部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捞钱，有了
钱为富不仁，无恶不作，甚至不惜以身试法，
完全忘掉了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

但孔繁森不同，在他殉职后，许多离退休
老干部在采访座谈会上说，“孔繁森把自己兜
里的钱往外掏，掏给困苦的藏族人民，一掏就
掏光，没有了就跟家人要，甚至为了抚养自己
收养的孤儿，他曾化名‘三木’去医院卖血。”
这些话道出了孔繁森价值观的真谛。

在藏工作期间，孔繁森在依靠党委、政府
积极改善当地医疗条件的同时，每次下乡都随
身携带着一只小药箱，用自己的钱购买治疗牧
民常见病的药品，在工作之余为群众听诊把
脉、发药打针，直到小药箱空了为止。

孔繁森的经济来源是自己的工资，他的
工资分三部分使用，一是基本生活支出；二是
抚养两个孤儿的开支；三是帮助生活困难的
藏族同胞、学生、身边工作人员和更新小药箱
内的药品等费用。

孔繁森为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他把钱看得很轻，对于遇到困难的
人，他慷慨解囊相助。他会为藏族老人买酥
油茶、送药，给小学生买校服，给生活困难者
买棉鞋、棉被、棉衣，对失去父母的两个孤儿，
他尽心抚养，等等。他手里没钱了，就从家里
带走了3万元，这是妻子为了女儿结婚，辛辛

苦苦攒了几年的卖棉花钱。
对于自己，孔繁森处处节俭，甚至“吝

啬”。他舍得给考上军校的通讯员梁福兴买
一身好西服，说上大学穿好点，但不舍得给自
己买套新衣服。他到北京找有关部门为西藏
争取救灾款时，住的是小旅馆，吃的是小地
摊。他们三人住的旅馆只有两个床铺，他就
睡到地板上。去北京参加第三次西藏工作会
议时，他顺路回聊城老家看老母亲，给女儿花
10元钱买了件裙子，女儿说“这是过时的”。

孔繁森很鄙视不义之财，曾经有个包工
头来到阿里，用信封装了2000元见面礼给他，
想承包阿里地委行署的基建工程。孔繁森
说：“这些钱在你身上不算多，在我身上可不
算少，这种钱花的就是我们的基建工程费，许
多干部就是被你们腐蚀坏了。”“你要是有技
术能力，就去投标……你若再把钱塞到任何
人的手里，就别想在阿里砌一块砖……”最
后，他把包工头撵了出去。

孔繁森把钱财看成身外之物，在他看来，
多做点儿工作，给人民和社会多留点东西才
是真正的财富。

孔繁森殉职后，人们在料理他的后事时，
只找到两件遗物，一件是他仅有的8元6角
钱，一件是他去世前写下的“关于阿里发展的
十二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全国人民在学习
孔繁森活动中，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
张全景问时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吴仁宝“您
对学习孔繁森有何感怀”时，吴仁宝当即答了
两句很有哲理的话：“财产如山，黄金万吨，一
天不过三顿；高楼大厦，独占鳌头，晚上不过
一个床头。”“一个人有能力应该给大家和后
人、为社会多留点财富，多做些好事，人生价
值就是奉献和创造”。

1993年12月2日，孔繁森给西南政法大
学上学的小女儿孔玲写信说：“我马上进入50
岁了，我要在今后的岁月中加倍努力多做点
工作，给人民和社会多留下东西。”愿我们的
广大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像孔繁森那样
为党的事业只讲奉献不计得失，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永远有一颗公仆心，只有如此，我
们的党才能取信于民，立于不败之地。

（三）

死亡，是对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
导干部最严峻的考验。战争年代的英雄、地
下革命工作者是鞠躬尽瘁、死而无憾。毛泽
东同志对刘胡兰烈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的题词，正是对人生价值与死亡的高度概括。

孔繁森是人不是神，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
七情六欲，他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寿命的长
短，“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年”，人生的意
义在于对党和人民、社会多作贡献。毛泽东同
志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孔繁森
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重于泰山。

人生都有追求，追求什么？为谁追求？
孔繁森是为人民的利益追求不断突破自我。
加倍努力忘我工作，实现人生价值。孔繁森
也和普通人一样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又和
别人不一样，他有时刻为人民的利益不怕艰
难困苦、不怕牺牲的思想准备。1979年，孔繁
森第一次援藏，在日记中写道，“青山处处埋
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1988年，他第二次
进藏，我送他到济南空军招待所，出发前一天
的晚上，他到山东幸福杂志社总编赵建国家
去做客，说：“我万一发生不幸，请在过春节
时，给我摆碗水饺、放双筷子。”赵建国夫人批
评他说：“老孔，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孔繁森殉职后，赵建国在吃年夜饭时，摆上了
一碗水饺，放上了一双筷子，还特地倒上一杯
水酒，祭奠英灵。

在西藏特别是阿里工作，艰苦的环境让
很多援藏干部很不适应，随时都有发生危险
的可能。1994年2月2日，孔繁森在革吉县考
察，因高原缺氧和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他在
牧民帐篷里，感到呼吸困难，预感生命垂危，
于是强打精神，用手电筒照明，给通讯员梁福
兴写了封信。

小梁：不知为什么我头疼得怎么也睡不
着觉，我是在海拔6000公尺的地方给你写的
信，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我有一事相
托，万一我发生不幸，第一你不要难过，第二你
给地（委）行（署）领导讲不幸的消息，不
要给我家乡讲，更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
孩子知道，第三你要每月以我的名义写
一封报平安的信，第四我在哪里发生的
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切记，切记！

他对自己后事做了安排，成了不是
“遗书”的“遗书”。

孔繁森对藏族同胞有深厚的感情，高原
环境虽然艰险，他坚持顽强适应，他要战胜困
难，完成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任务。殊不知，死
神光顾已不是一次了。第一次，他从马上摔
下来，昏迷10多天；第二次是1992年，因遭遇
车祸，他摔成了脑震荡；第三次，在他从新疆
乌鲁木齐前往塔城的路上，车子拐弯时差点
碰到山上，幸好有惊无险地过来了；第四次，
在克拉玛依遭遇车祸，他没能躲过去。

在艰难的环境中，孔繁森有随时可能牺
牲的思想准备。1989年7月，他在日记中写
道“热血洒边疆，丰碑树高原”。他就是准备
在高原埋忠骨，他达到了为党和人民的革命
事业视死如归的境界。

（四）

孔繁森殉职后，在聊城老干部座谈会上，
一位老干部讲述他的事迹时，提到他有三不
说，“西藏的艰苦环境不说，自己的困难不说，
他做的好事不说”。孔繁森有他自己做人的
准则，那就是忠诚。对革命事业忠诚，为之奉
献了全部直至生命；对自己忠诚，属于自己的
生命只有一次，在有限的生命里努力工作，全
心全意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他人生的意
义和价值，就是创造和奉献。一名共产党员，
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清醒地知道人生不
能虚度，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要找到适合发
挥自我潜能的位置。孔繁森找到了这个位
置，那就是“人民公仆”。

为使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孔繁
森两次援藏，本来任务完成应该回来，组织
要求他留下来，到阿里任地委书记。在征求
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安排。一年多的
时间，为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他跑了全区7
个县，106个乡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
饿了就着榨菜吃口干粮，渴了啃一口雪当
水。通过调查研究，他看到了阿里发展经济
的极大潜力，概括了“六大优势”，提出了“十
二条建议”。他跑北京落实建设项目和救灾
资金，联系开发阿里经济的途径，跑灾区，跑
敬老院、学校，跑边防哨所问寒问暖，对西藏
人民倾注了全部心血，献出了毕生精力直至
生命。

孔繁森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生前，国
务院授予他“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
殉职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他为“模范共产
党员、优秀领导干部”。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广
大党员干部学习他的模范事迹，中宣部批准
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近年又建立
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这些地方都成了群
众学习楷模的教育基地。孔繁森殉职30年
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已
成为新时代的教育基地。他的事迹，对广大
干部起到很好的教育启迪作用。

孔繁森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长起来的
新一代领导干部的楷模，他的一生是革命的
一生、奋进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
生。他的事迹感人肺腑，他的精神令人鼓舞，
塑造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他用自己
的政绩夯实了他的执着人生。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
已经死了。孔繁森虽然离开我们30年了，但
他还活在我们心中，他已载入史册，激励着人
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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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殉职30年了，全国

学习孔繁森事迹的人越来越

多。孔繁森精神为什么能在

人民群众、广大干部中起到重

大教育作用，一个共产党员应

该有什么样的精神？一个党

的领导干部需要有什么样的

精神？通过孔繁森的一生，我

们看到了答案，那就是理想的

力量、信念的力量、植根于群

众之中的力量，他的事迹展示

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

尽瘁、奋斗不息的理想追求和

崇高的精神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

语》中写道：“要学习孔繁森同

志的境界感，他有一句名言：

‘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

我和孔繁森相识、相处、相知

25 年，他殉职后，全国各地都

在宣传他的英雄模范事迹，他

的事迹对群众的教育启迪作

用很大，常常是台上哽咽讲，

台下抹泪听。耳闻目睹，我自

己有了越发深刻的感悟。他

的人生经历充满了峥嵘坎坷、

酸甜苦辣，也可以说是光辉的

一生，他的精神如永不熄灭的

火炬，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里的小药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