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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贵南，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那里
有勤劳朴实的藏民、雄浑连绵的高山、清澈湛蓝
的天空、一望无际的草原，以及随风摇曳的格桑
花。十多年来，贵南一直是我深埋心底、难以名
状的情愫，似乡愁萦绕心间，浓得化不开。

2010年初，中央决定组织对口援助青海省
的六个藏族自治州。根据组织安排，我有幸成
为第一批102名援青干部中的一员并于7月23
日到北京京西宾馆报到。7月30日，培训结束
后，组织上安排一架专机把我们第一批援青干
部和相关省市部委的领导专程送到青海西宁。
从西宁到海南藏族自治州再到贵南县的三百多
公里，各级领导都给予盛大的欢迎。

初到青海贵南的印象，总结起来就是三句
话：空气特别清新，就是氧气太少；阳光特别灿
烂，就是紫外线太强；星空特别璀璨，就是入睡
太难！对于到青海工作的援青干部来说，首先
要克服的是高原关、饮食关、语言关和孤独关。

在青藏高原，缺氧时时伴随，让人感觉头晕
头痛，呼吸不顺畅，经常要大口喘气；走路时特
别是上楼梯，双脚就像踩在棉花上，不稳当；食
欲不振、恶心，持续的腹胀，吃什么都没有胃口；
难以入睡，经常失眠，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眠，
一夜会醒来数次。到青海后我买了一块运动手
表，可以实时查看海拔高度，提醒我不要在海拔
较高的地方停留太久，以减缓减轻后期高原反
应的症状。高原上由于空气纯净，阳光几乎是
直射无碍照向地面，紫外线烈度比较大，最易受
到伤害的是眼睛，眼睛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流
泪。高原上的紫外线过强对皮肤的伤害也是显
而易见的，我的脸和胳膊很快就被晒黑了。有
一次，陪县委书记蒋树成连续几天到森多、过马
营和沙沟等乡镇调研。在回县城的路上，蒋书
记盯着我说，“你头上怎么脱皮了？”我找来镜子
一看，太阳穴上面果然有一块皮翘了起来，轻轻
地一撕，居然撕下了一片有一元硬币大小的薄
薄的死皮，把我乐得不行。

高邮人通常在数九隆冬时，才会吃点羊肉、
喝点羊汤御寒。蔬菜品种也特别多，四季各有
不同，没有蔬菜吃很难受。但贵南地区的饮食
却以羊肉为主，蔬菜很少，主食是馒头、面片和
糌粑，喝的是酥油茶。在起初睡不着、吃不好的
日子里，我很快瘦了8斤。县领导在得知这一
情况后，特意让小灶增加了一些蔬菜。藏族同
事打趣说，你喜欢吃草，是羊；我们喜欢吃肉，是
狼！在贵南的几年里，能吃上可口的家乡饭菜
是我内心的期盼和梦想。

过语言关也很难。难以听懂的首先是青海
方言。初到贵南开会的时候，听不懂发言的人
在说什么，只有对照会议材料才能略知一二。
贵南人口中有75%是藏族人，县级领导、部委办
局和乡镇中，藏族的干部占绝大多数。对我而
言，藏语更难懂，那完全是另一个语系。有个藏
族副县长叫才让加的，对我们援青干部特别友
好，把我们当亲兄弟一样，一有机会就给我们讲
当地的风土人情，并教我们一些青海方言和简
单的藏语，慢慢地我也可以听懂不少青海话和
藏语单词了。在三年援青结束的欢送会上，我
用藏语演唱了一首歌曲《姑娘走过的地方》，赢
得一片赞叹！

孤独寂寞在每个援青干部心里都是绕不开
的话题。我是第一批的援青干部，在贵南县的
江苏干部只有我一个。白天工作的时候还好，
一到夜晚，空荡荡的大楼，除了门卫老人，只有
满天的繁星和央视的《新闻联播》与我作伴。但
援青对我而言是使命是责任，辞别故土，远离亲
人，在青藏高原上感受孤独、体验寂寞，更是内
心的一种修行和历练。

高山草原的夜色非常美。满月的时候，碧
空万里，月光如水，街道、楼宇和远处的高山都
沐浴在银色的月光里，宁静而祥和。残月如钩
的夜空，又是另一番场景。如果夜里醒来睡不
着，我就索性坐在阳台上仰望星空，哼着《草原
夜色美》，任思绪自由地飞扬……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调适，我逐渐适应
了在高海拔地区开展工作，开始深入调研了解
贵南的社会经济状况，有的放矢，以便更好地开
展援助工作。当年贵南县的基本状况是，面积
6650平方公里，有六个乡镇，人口7.8万。县级
财政收入在1500万元左右，主要的产业是畜牧
业（以饲养高山牦牛和藏系绵羊为主）和种植业
（以种植青稞、高原油菜和土豆为主），几乎没有
什么工业，是典型的高原农牧县，人员工资和社
会发展所需资金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和上级

各类项目支持。
通过相互交流和多方座谈，我们共同明确

了项目选择的基本原则：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生
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人才交流和智力帮
扶为导向，优先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最
突出、最紧迫的问题，先筛选一批项目组成项目
库，根据江苏省每年援助资金的规模，分年度逐
项实施。在最后形成的项目库中，援建项目
116项，总投资27.48亿元；负责招商引资的项
目31项，总投资24.78亿元。

当年，由于全国六个省市援建资金的额度
还没有明确，导致贵南县申报的一些迫切需要
解决的项目暂时无法实施，援青项目的进展缓
慢和当地干部群众的迫切希望形成很大的反
差。那段时间，我唯有加大与两地政府和部门
的对接，主动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两地干
部和人才交流，重点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2010年11月，贵南县在全州率先和高邮
市建立友好县市。

2011年5月，贵南县组织50人的医务人员
和教师赴高邮进行为期2个月的进修培训。

2011年6月，贵南县政府通过全国农村中
（藏）医药工作先进县的验收。

2011年9月，贵南县近100名村、社区的党
支部书记到高邮观摩，学习如何发展村级经济，
做好村民致富的带头人。

2011年11月，贵南县在全州率先完成第
一个重点援建项目——格桑幼儿园的主体工程
建设。

印象很深的是全国农村中（藏）医药工作先
进县的创建。我是学医的，在医疗单位和卫生
主管部门工作了20多年，做过多年的卫生局局
长，有难以割舍的卫生情结。或许是县里主要
负责同志看过我的履历了，在我的分工中加了
分管卫生工作一项，让我的援青工作和贵南的
卫生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青海西宁，我曾经参观过藏医药博物馆，
了解到藏医药在我国传统医学中占据重要的地
位。在人体解剖学方面，藏医比西方医学还要
早很多年，这是藏医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贵
南县藏医医院在周边很有影响力，能够治疗高
山草原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在肝病的治
疗方面远近闻名。

2011年初，贵南申报创建“全国农村中
（藏）医药工作先进县”，目的是通过创建这个载
体，促进贵南的藏医药工作有质的飞跃，能够带
动全县整体卫生工作水平的提升。贵南县的面
积大、人口少，所有医疗单位的建制和工作内容
都要比我们东部地区少许多，但创建的标准是
全国的通用版本，上面有不少项目和标准在地
广人稀的藏区不适用，也无法做到。我和县卫
生局以及藏医医院的一班人反复研究会商，逐
条分析创建项目和标准的内涵实质，来明确贵
南县藏医工作的规范和具体做法，指导并督促
各单位认真落实。因为创建的是国家级先进
县，全县卫生系统的干部职工群情激昂，经常加
班加点，工作特别有干劲。

奋战了几个月后，终于迎来了考核结果。
让人兴奋的是总分1000分考核标准，贵南县得
了920多分，位列青海省第一批全国农村中
（藏）医药工作先进县的第一名！这也是贵南县
政府拿到的第一块“国字号”的荣誉奖牌！

贵南县格桑幼儿园是海南州第一个建成
并使用的江苏援建项目。在2010下半年筛选
援建项目时，贵南县把新建一所幼儿园列为援
建项目的“一号工程”。由于贵南县地处高原，

每年的施工时间只有夏季前后的几个月，我们
就抓住这个窗口期，奋战半年完成了幼儿园的
主体工程。同时，还选派了多名幼儿教师到江
苏、山东培训学习，力求引进东部地区先进的育
儿理念和管理办法，整体提升幼儿园的幼教水
平。格桑幼儿园建成使用后，先后有多批青海
省教育厅和海南州的领导前往考察调研，由于
其设施完善，育儿理念先进，管理规范，获得各
界交口称赞。

自2010年8月走进青海后，我仿佛打开了
人生的另外一扇窗户。那里的景致秀美壮丽，
那里的藏民质朴虔诚，那里的战友情真挚纯
洁！在那样的环境下浸染、熏陶和感悟，让我更
加豁达、开朗、超脱、平和。三年的援青经历对
我来说是一次工作能力的提升，一轮性格的重
塑，更是一次心灵的净化！

三年间，大美青海的景致让人心胸开阔。
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有气势磅礴、绵延千

里的昆仑山脉，有大漠苍烟、神秘奇幻的戈壁无
人区，有风光迤逦、鲜花盛开的高山草原，每到
一处，都仿佛走进了画卷，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从贵南去州上恰不恰镇开会，必须经过羊
曲黄河大峡谷。每次从这边的山顶下到谷底，
过黄河，再沿着蜿蜒向上的盘山公路上到对面
的山顶，开车大约需要30分钟左右。走多了就
会发现，其实大峡谷两侧的山顶海拔高度相近，
都是很平坦的大草原，而峡谷的落差有几百米，
谷底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

一次，随同贵南党政代表团开车到格尔木
市考察，经过都兰县时，远远地看到一道青白色
的堤梁横亘在荒漠之中。走近一看才知道这堤
梁是由亿万个贝壳堆积而成的。数亿计的贝
壳，同含有盐碱的泥沙凝结在一起，层层叠叠，
构筑了一道“贝壳长城”。都兰县的平均海拔
3180米，贝壳梁的存在说明这里原本是一片碧
波浩渺的大海，而今古海退去，陆地隆起，贝壳
梁就是那古海遗踪，也是沧海桑田的最好见证。

这些自然景观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和心灵
的震撼，是人类庄严情愫升华的理想所在。青
海就是这样，她毫不遮掩，非常大气地把各种色
彩在天空、高山、草原和戈壁大地上铺展开来，
这是东部平原地区生活的人们无法享受到的美
景。我仿佛看到了地球起初的影子，那是千万
年不变的原始的美、苍凉的美，是彰显力量与个
性的雄浑粗犷的美、大气磅礴的美。

三年间，青海藏民的开朗和淳朴、率真和热
情以及对佛的那份虔诚，让我看到了藏胞的真
善美,看到了藏胞的执着与坚韧！

青海高原上的气候恶劣，缺医少药，缺少现
代元素，环境特别艰苦，但这些都没有妨碍藏族
同胞去享受生活的快乐。他们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延续着千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早上女
人们挤牛奶，打酥油茶，做糌粑；男人们负责放
牧。到了傍晚时分，赶着牛羊回家，结束一天的
劳作，这种生活方式简单到让人无法复杂起来。

藏族同胞待人真诚，性格豪迈，人与人之
间非常透明，隔阂非常少。和他们在一起，除
了语言上交流不怎么顺畅以外，你会感到从未
有过的轻松自然，什么烦恼和忧愁在他们的感
召下都会烟消云散。县上的藏族干部和同事
对我都很好，从开始的不熟悉到熟悉，到后来
亲如兄弟一般。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有时候会
在半夜时分提上白酒和几瓶啤酒，敲开我的房
门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喝酒。我开始不习惯，后
来知道这些藏族同胞已经把我当成铁杆兄弟
了，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我的感情。按

照他们的说法，朋友在一起时酒不能不喝，哪
怕是啤酒。下酒菜是极简单的，或是几块手抓
羊肉，或是一小袋花生米，或是几只苹果，有时
候干脆啥也没有。三五人在一起，酒是感情的
纽带，边喝边侃，边喝边唱，边喝边跳。待酒全
部喝完了，唱累了跳累了，醉意朦胧的他们张
开双臂和我拥抱几个来回后，才依依不舍地回
去休息。

藏族同胞对佛教的虔诚令人感叹，都说藏
人信教是从娘胎里开始的。在藏传佛教的熏陶
下，藏族同胞心地善良，敬畏自然，善待生灵。

三年间，使我心灵得到净化的还有许多师
长和战友，是他们的真挚情感让我在雪域高原
上如沐春风。

赵芝明，海南州委常委、副州长，第一批江
苏援青干部的领队，是我们团队中年龄最大
的。年轻的时候曾经赴海拔4500米的西藏浪
卡子县中学支教，这次援青是他第二次登上青
藏高原。他常和我们讲他早年在西藏的经历，
看到他炯炯有神的目光和满脸兴奋的样子，你
就可以知道他对藏族同胞有很深的感情，他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
的女儿。”尽管年龄偏大，身体不太好，但他工作
起来就象拼命三郎，充满激情，不辞劳苦。针对
藏区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状况，他提议并多
方协调在南京市江宁中学开设海南民族班，从
高一开始招收海南州的学生来江宁上学，与江
苏的学生同学习同进步。这么多年下来，青海
省每年高考成绩前十名的考生中，在江宁上学
的海南州的藏族孩子们占一半以上！他用这个
项目告诉海南的藏族同胞，教育是基础更是长
久大计，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地区甚至一
个民族的命运！

蒋树成，贵南县委书记，青海大通人。戴
副眼镜，头发有点稀疏，魁梧的身材，走起路来
虎虎生风。他始终把反分裂反渗透作为藏区
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亲临基层一线督查
指导，坚决制止一切借宗教活动之名搞非法

“藏独”活动，既维护了藏传佛教寺院的正常秩
序，又保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同时，蒋
书记对我们援青干部更是高看一眼厚爱一层，
让我们身在他乡倍感温暖。他时常叮嘱炊事
员要学做江苏菜，少放辣椒，在他调去黄南州
工作后，还经常电话询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
况，并一直延续至今。

韩玉清，西宁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支队长，
高邮马棚人。他父亲在抗美援朝后转业到了青
海，他应该算是援青二代。他对我的关心可以
用无微不至来表达，只要知道我到西宁了，都要
找时间陪陪我，生怕我一个人在异乡孤独寂寞；
只要家乡有领导和同事来青海考察，他一定会
要求在西宁亲自陪同；只要我有什么困难找他，
他从不回绝，甚至会在我的咨询电话中嗅出我
想要解决的事情，主动对我说：“你不要再操心
了，这事我来帮你解决。”这就是韩玉清，就像兄
长一样关心照顾了我三年。

张昊，中电投火电部工程处副处长，在贵南
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与我在贵南共事一年
半。瘦高个，英俊帅气，早期留学国外，思维敏
捷，睿智沉稳。由于环境和工作的因素，我们俩
很快就熟悉，发现彼此三观相同，性格差不多，关
键是爱好还相近，都喜欢摄影和K歌。前几年在
北京相遇，我曾经建议他，应该找机会到下面的
省分公司锻炼锻炼，如果下来的话，就到江苏来
啊，这样原先一起援青的战友又可以在一起了。
哪知道没过多久，就接到他的电话，说真的到江
苏省分公司任副总了，还笑称我的嘴真灵，是不
是“开过光”的。张昊是一个有思想、有涵养、品
德高尚、真诚待人的人，也是我这辈子的好兄弟！

想说的战友还有很多，除了我们江苏的援
青兄弟外，还有同在海南州挂职的梁宝生、黄祥
华、蔡爽、王继辉、俞宪海，以及沈伟志、李宽、张
自栋、朱立群、张兆西、康晓风等等，一个个鲜活
的面孔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十年的时光，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我回到高
邮市从事几年的政法工作后，现在又到陕西省
米脂县挂职，开展苏陕合作和脱贫攻坚工作。
2013年后，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一趟青海，看
到青海这几年的巨大变化，心里由衷地高兴和
开心。我真的体会到了“三年青海行，一生青海
情”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自觉，一种游子对故乡的牵挂，也仿佛是凤凰对
涅槃之地那种深深的依恋和眷恋。

青海贵南，是永久镌刻在我生命中的名字！

三年青海行 一生青海情
□ 徐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