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到西藏阿里地

区，在导航软件上看，最短路程是 5938 公

里，需要 67 个小时，线路刚好从中国版图

的“鸡头”划了一条对角线到“鸡尾”——

这条路，就是援藏干部、中石油阿里销售

分公司党委副书记、阿里地区第四届“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葛立均这两年来的人

生轨迹。

“为什么要从老家这么远的地方来阿

里援藏？一是我有‘西藏情结’，想来西藏

走一走、看一看；二是想用自己的能力，为

阿里石油事业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情。”葛立均爽朗地说道。身材高大、声音

洪亮的他是个典型的东北汉子，一聊天就

让人有说不出来的亲近感。

2017 年 10 月，葛立均告别 90 岁高龄

的老母亲和妻子以及一双儿女，不远千里

来到中石油西藏销售公司挂职。援藏一

年时间里，他了解到阿里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相对滞后和当地石油分公司经营出现

滑坡的情况，于是“西藏情结”上升为“阿

里情结”。2018 年 10 月援藏期满后，葛立

均又主动申请调任阿里销售分公司党委

副书记，成为中石油系统历年来总计 8 批

援藏干部中，唯一一个到高海拔地区和二

级公司任职的干部，并于 2019 年 10 月正式

主持阿里公司工作。

来阿里之前，1965 年出生的葛立均已

经 53 岁，本来不符合中石油选派干部的条

件，但葛立均向领导发出了一个东北汉子

的铮铮誓言，赢得了领导的信任：“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请放心，我去阿里不干出

一番成绩决不回来！”此去西行路漫漫，唯

有壮志伴鞍马。

葛立均没有食言。他不仅人来了阿

里，还把在内地多年的工作经验带到了阿

里，一年多时间里，成功树立起了“有红旗

就扛、有荣誉就争”的阿里石油人精神，团

结带领全体干部职工，抓党建、促经营、保

稳定，很快就使公司面貌和业绩出现大幅

改善和提升。

葛立均根据西藏公司党委中心组学

习安排，先后制定了阿里公司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论题，党支部按月积极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进行了基层两个党支部和

团委的改选工作，并联合共青团阿里地区

委员会共同开展以“引领青年新风尚”为

主题的学雷锋进社区活动；带领公司牵头

举办了阿里地区首届中直单位党建业务

交流会，为中直单位搭建了一个共同学习

交流、相互促动提升的平台；联合电信阿

里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在普兰县挂牌成

立首个“央企驻藏联合党支部”，与中国农

业银行阿里分行在札达县成立了央企驻

藏第二联合党支部；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开展集中学习 10 次，专题

研讨 2 次，班子成员上党课 3 次，撰写学习

研讨材料 46 篇，组织党员、预备党员赴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阿里分工委旧

址参观；带领党员到分公司驻村点——海

拔 4800 米的革吉县雄巴乡结克村开展结

对帮扶活动，为雄巴乡捐赠了 15000 元助

学金。

今年春节、藏历新年和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在分公司其他班子成员全部因

各种原因无法在岗的情况下，葛立均作为

一名内地来的汉族干部，主动放弃了回家

过年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独自一人坚守岗

位，确保了公司抗击疫情、维护稳定和经

营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期间，他冒着严

寒，克服缺氧，行程 4000 多公里，对阿里地

区所辖 7 个县、12 座中石油加油站干部职

工逐一走访慰问，配发消毒液、口罩等防

疫用品。

“援藏以前，我每年都会陪着母亲过

春节，陪着爱人在大年初五过生日，可今

年这些都不能实现了，算是个遗憾吧。”说

到家事时，平日里热情爽朗的葛立均声音

也低了下来。为了支持他的援藏工作，家

人实在付出了太多太多：已是一所公办幼

儿园园长的妻子，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老

人和孩子，主动调离了重要岗位；而姐姐

更是辞掉了在天津的两份工作，离开自己

的爱人和孩子，回到牡丹江全天照顾老母

亲。

而他自己，2017 年 6 月刚做完胃部异

物摘除手术，肚子上开了十余厘米的刀

口，还没彻底康复就在 10 月进藏，如今来

到阿里后更是长期承受着缺氧、整夜睡不

着觉的痛苦，满头黑发变成了灰白相间，

脸上晒出了一块块色斑。更令所有人意

想不到的是，因为种种客观原因，作为分

公司的主要领导的他，至今仍领取着内地

水平的工资。“今年 2 月，我领到工资 5000

多元，3 月更少，只有 3000 多元，”葛立均笑

着说，“但是不管工资有多少，工作还得干

下去，还得干出色。”

葛立均就这样坚守岗位、坚韧不拔，舍

小家顾大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带领中石

油阿里销售分公司在 2019年完成成品油销

售 6.1万吨，创造了自分公司 1973年成立以

来最好的销售成绩，实现利润 1726万元，成

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还荣获了“阿里地

区 2019年经济特别贡献奖”，阿里公司团支

部首次荣获西藏自治区 2020年五四红旗团

支部称号，他个人也获得了阿里公司“特殊

贡献奖”以及阿里地区 2020年第四届“五一

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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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

不缺精神；海拔高标准更高；越是艰苦越

要有风骨……”葛立均以特有的意志和毅

力，践行着“忠党爱国、能源兴藏、忍耐牺

牲、民族团结”的西藏石油精神。

今年就满 55 岁的葛立均说，只要身体

吃 得 消 ，他 还 想 在 阿 里 多 干 两 年 ，尤 其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大喜

日子，他要用更优异的成绩向党的百年华

诞献礼。天上不会掉馅饼，也没有人能随

随便便成功。为了当初的“西藏情结”，年

过半百的葛立均依然扎根在藏西大地上，

风霜也许会继续染白鬓角，但永远不能阻

挡这个东北汉子前行的步伐。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自 2019 年河北省第九批援藏

工作队入驻阿里地区以来，坚持把旅游援藏作为工作重点之一，针对

阿里地区旅游市场主体少的短板，着重把旅游招商放在首位，紧紧依

托阿里地区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精心谋划包装项目，组织实施精准

招商，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多次“走出去、请进来”，实现了阿里地区旅

游招商引资新的突破。

据了解，河北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积极争取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的支持，出资 30 万元搭建中国北方旅游交易会“藏西秘境·天上阿里”

60 平米旅游特装展室，展室吸引大批旅行商和公众参观咨询，商品成

交额 12.74 万元。成功举办 2019 年阿里旅游京津冀专场推介会，京津

冀三地 100 余家涉旅企业和户外组织、30 家新闻媒体参加了会议，推介

会反响强烈。组织河北旅行社阿里考察团专程赴阿里考察营商环境

并踏查线路，冀阿两地市场主体实现有序无缝对接。印制 2 万册阿里

旅游宣传册投放河北省重点旅行社，阿里旅游影响力不断提高。专门

拿出 50 万元用于札达县游客招徕奖励，撬动和吸引涉旅企业和游客关

注札达、走进札达。

工作队积极协调地区行署召开阿里地区旅游发展优惠政策制定

协调会，动员 16 个地直单位和部门助力旅游业发展。指导地区旅游

发展局制定阿里地区游客招徕奖励办法，从产业发展资金中拿出 60

万元专门用于游客招徕奖励，鼓励涉旅企业走进阿里。与地区旅游

发展局共同研究，提出落地阿里旅游客商将三年内无偿使用地区旅

游培训楼三间办公用房的激励政策，以解决客商来阿无地办公的困

难。

在工作队的不懈努力下，河北省客商在噶尔县狮泉河镇注册成立

阿里地区风云旅游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目前，

该公司已开展日常运营，并与日土县达成意向，投资班公湖度假村基

础设施提档升级。下一步，该公司将在整个阿里地区建立旅游服务网

点，织密旅游服务网络，总体提升阿里旅游服务水平。此外，西藏雪豹

旅行社等拉萨市数家旅行社也有意向在阿里地区设立分社。工作队

还积极与西藏雪鹰通用航空洽谈入阿开展空中旅游项目，与西藏旅投

文创公司洽谈联合开发阿里旅游商品项目。

春风轻抚着藏西大地，翠绿的嫩芽也

将头慢慢探了出来。春日暖阳下，普兰县

普兰镇西德村堆康组举行简短而热烈的

开耕仪式，播撒下 2020年第一粒种子。

仪 式 上 ，身 着 节 日 盛 装 的 群 众 将 一

条条哈达系在整齐排列的十余辆犁地机

上，互敬青稞酒和糌粑，并以传统的“煨

桑 ”仪 式 ，祈 愿 今 年 风 调 雨 顺 、五 谷 丰

登。随后，汉子们或是开着犁地机翻地，

或是挥着铁锹施肥，妇女们则将一把把

青稞种子挥撒在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每

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

憬和向往。

西德村的村民古入忙活了一上午，但

挂满笑容的脸上丝毫看不到疲惫：“我们

盼了好久，终于盼来了开耕仪式，尽管今

年开耕时间比过去有些推迟，但相信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

今年一定可以取得丰收，增加收入。”

据了解，为确保当地春耕春播工作顺

利开展，普兰县农业农村局先后组织 20 余

人次到基层和田间地头，检查指导春耕春

播工作，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

就病虫害防治、种肥搭配比例、播种管理、

种子精选等对群众进行技术指导，确保农

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肥、放心药”。普兰

镇与普兰县农业农村局共对接购买“藏青

2000”种子 51.75 吨，调运化肥 82 吨、农药 2

吨，并对各村（居）购买的种子进行精选、

包衣处理，计划完成春播面积 8919.4亩，粮

食播种面积 8300亩。

今年，普兰镇西德村堆康组作为普兰

县农牧区改革试点，以保证农牧民增收为

主线，着力在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农村土

地上寻求创新和突破，在转变农业经营形

式、组织模式和发展方式上开创出新的路

子，为普兰县乃至阿里地区现代农业发展

探索路子、积累经验，让农牧民在农区改

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确保农牧民

“愿意改、能持续”。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通讯员 久太加）近日，阿里地

委宣传部、阿里地区“四讲四爱”活动办、地区文明办联合地直相关部

门和日土县直相关部门，来到日土县日松乡甲岗村开展阿里地区 2020

年文化、科技、卫生、法律、爱国爱教“五下乡”活动，为当地群众送上满

满的关怀和实惠。

在首先进行的“四讲四爱”“脱贫攻坚”的政策宣讲中，宣讲员用接

地气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事例让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随后，

日土县民间艺术团和象雄艺术团用一个个精心编排、内涵深刻的节目

为现场群众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无论是传统藏戏《阿吉拉

姆》，还是诙谐幽默的相声《骰子比赛》，都激起了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

热烈掌声，引得现场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拍照录像。

文艺演出结束后，各相关部门通过宣传讲解、发放物品、发放宣传

手册、现场服务等形式，把文化知识、科学知识、卫生知识、医疗服务、

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惠民大餐”。

在日土县人民医院设置的义诊台前，群众们排起了长队，在这次

“五下乡”活动中，日土县人民医院通过发放药品和免费体检的方式，

为当地牧民群众排忧解难。甲岗村 56 岁的次珍大妈乐呵呵地对记者

说：“我本来腿脚就不太方便，今天医院的医生来到家门口给我看病，

我真的太高兴了！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做的一切！”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惠及甲岗村群众 150 余人，地委宣传部发放各

类宣传手册 300 余份，地区人民医院和藏医院合计诊治群众约 200 人

次，日土县人民医院诊治群众约 100 人次，日土县其他成员单位发放各

类资料 1000余份。

此次“五下乡”活动通过开展文艺演出和文化下乡，广泛开展科技

服务和科学普及活动，深入开展医疗服务、送医送药、政策讲解、法律

知识进乡村和爱国爱教宣传、巾帼志愿服务等一系列贴近生活、贴近

基层、贴近群众的活动，使“五下乡”活动真正达到了下基层、接地气、

送温暖、弘扬正能量的目的。

葛立均：

跨 越 中 国 对 角 线 的 援 藏 情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图为葛立均（中）在考察中石油阿里销售分公司加油站过程中走访慰问干部职工。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摄

河北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

按下旅游招商引资“快进键”

阿里地区

把“五下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不 负 好 春 光 农 忙 正 当 时
— 阿 里 地 区 普 兰 县 开 耕 仪 式 见 闻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图为普兰县开耕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摄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阿里地区职校坚决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从

农牧民脱贫思想教育、学生招生就业、结对帮扶和农牧民短期培训等

方面入手，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

近年来，阿里地区职校陆续组织安排酒店、导游、民族音乐、汽车

维修等专业学生前往区内外进行参观学习和培训，安排学生参观学习

培训 5次 129人；组织安排老师学生到改则县、日土村、狮泉河镇康乐新

区等地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6 次；深入开展“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

活动、“讲团课”活动、民族团结宣讲、脱贫攻坚政策宣讲等思想宣传教

育活动 61次，从思想根本上解决贫困、消除贫困。

按照“扶贫先扶志，彻底斩断贫困链条”的总体思路，深入推进教

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通过教育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自我

发展能力，从根本上消除贫困。4 年来，累计招生 1127 人，其中，脱贫攻

坚专项招生 261人，优先推荐专项生就业 34人。

根据当前工作实际情况，开发面向贫困农牧民的公益性转岗，面

向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进行招募，在提供岗位的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引导和鼓励贫困群众自力更生。共安排学校保安、清洁员、绿化工

等工作岗位 19个，安排康乐新区困难群众 7人。

大力开展农牧民技能短期培训，将技能培训与心理扶贫教育相结

合，广泛引导广大农牧民自力更生，自主择业。4 年来，共安排农牧民

培训 24期，培训 667户 16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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