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25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金振东 版式：陈仰东 联系电话：0571-85310510 邮箱：zjrb@8531.cn

2024年5月25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金振东 版式：陈仰东 联系电话：0571-85310510 邮箱：zjrb@8531.cn4 景象

在西藏那曲，哪怕是初次前来，都会让每个浙
江人感觉分外亲切。进入市区，浙江的元素随处
可见，最热闹繁华的街道叫浙江路，漫步市区，不
时能看到“浙江商贸城”“浙江中学”“浙江公寓”，
甚至连熟悉的城市书房，也保留了浙江的“原汁原
味”。

羌塘草原上的色尼区香茂乡小学，杭州送来
的净水器滋润着孩子们的求学路；皑皑雪山包围
的嘉黎县仓康村，浙能集团绵延数里的太阳能板
在高原阳光下熠熠生辉；世界海拔最高的蔬菜大
棚里，藏族妇女正在收获新鲜蔬果⋯⋯在羌塘大
地，当地日新月异的生活和“浙江”早就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

尽管两地相隔 3800 多公里，但命运的齿
轮，其实在多年前就开始转动。1994 年，中央
实施对口援藏工作。从那时开始，一批又一批
浙江援藏干部人才响应党中央号召，前赴后继
奔赴这片高寒缺氧的雪域高原，努力克服自然
环境恶劣、工作条件艰苦等不利因素，用一腔热
血甚至宝贵的生命，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

近 30 年来，浙江累计投入援藏资金 61.63 亿
元，实施援助项目438个，持续深化项目和产业援
藏，为这片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寒地区带来了跨
越式发展。而今的那曲，基础设施、城市面貌不断
改善，教育、卫生等民生事业不断进步，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高原雪域之上，浙江人有了最亲近的“兄弟之
城”，相隔千里的山海情谊还在不断被续写。

本报记者 倪雁强 王建龙
西藏日报记者 万靖 摄影报道

“温暖嘉·色尼城市书房”融合了那曲本土文化及江南水乡元素，为当
地群众提供高品质的公共阅读空间。

在浙江援建的世界海拔最高蔬菜大棚里，藏族姑
娘正在补种芹菜。如今的那曲，即使大雪封山也能吃
上本地产的新鲜蔬菜。

援藏医疗队队员王清清（左二）在那曲市藏医院为病人诊疗，
30年来，一大批浙江医护人员在雪域高原书写医者使命。

““那那””么远么远““浙浙””么美么美
援藏援藏3030载载，，雪域蝶变见证山海情长雪域蝶变见证山海情长

那曲市区最繁华的浙江路，见证了浙江援藏人近30年的接力。

海拔超4700米的嘉黎县仓康村，浙能集团为当地建设的首个光伏储能项目达到全容量并网条件。

聂荣县尼玛乡，牧民仁青贡布家中暖意融融，当地采用“光伏+采暖”
运行模式，让群众实现电力自发自用，零费用采暖。

1995年，通过浙江援藏干部与浙江媒体的宣传发动，杭州百姓捐建了那曲第一批希望小学，学校几经更名，但“那曲杭州希望小学”永远嵌在了校园墙壁上。从那曲杭州希望小学到香茂乡小学，如今那曲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