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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在一呼一吸间——
“曾经，漆黑的深夜，急促的呼

吸，砰砰的心跳，欲炸的头颅，让我
感觉每一秒都是生与死的较量。”

那曲平均海拔 4500 米，空气稀薄，全年大气

含氧量最高时也仅是内地的 56%左右。因此，高

原反应是援藏干部必须战胜的第一关。高反剧

烈时，人彻夜难眠，寂静的深夜里，心跳一次比一

次快、一下比一下响，每一刻都是一种煎熬。

2013 年 7 月，王晓军刚到那曲报到，在那曲

人民会堂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第一次经历突如其

来的高反，一时间头疼欲裂，身体虚脱。20 年的

军旅生涯，铸就了王晓军过硬的心理素质，他不

仅没有被吓到，还当作一种宝贵的援藏体验，并

积极思考应对之策。从那一天起，他在衣兜里、

手提包中、办公桌上和公寓床头，随时都备着速

效救心丸，以应对这个频繁造访的“不速之客”。

那曲的恶劣气候在西藏也是出了名的，有人

形象而不失幽默地总结：那曲一年只有两季，一

个是冬季，另一个是大约在冬季。因此，在那曲

学会照顾自己，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

组织负责，更是对援藏事业负责。于是，毛衣、毛

裤和冲锋衣，王晓军一年四季不离身。经过一段

时间的科学调养和正确应对，他逐渐适应了当地

的气候环境，为投入援藏工作打下了良好的身体

基础。

建功在一方一寸上——
“下乡的路，崎岖坎坷，难卜险

安，遇到多少次山体滑坡？遇到多
少次隔河相望？怕只怕，再也没有
机会在惊恐之余，亲吻路边的格桑
花。”

那曲地广人稀，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

市，36.97 万平方公里内分布着 11 个县、114 个乡

镇、1283 个自然村，距离那曲市政府所在地最远

的自然村有 832 公里，而且大部分都是土路。而

援藏六年，王晓军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这样的路

上颠簸。

“不以事艰而不为，不以任重而畏缩。”经历

一次次艰辛，遭遇一回回险境，王晓军走遍那曲，

深入基层，从一点一滴的调研中获取了那曲财政

事业的第一手资料，为那曲财政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重要依据，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

当。

第一次调研，王晓军到了巴青县玛如乡坡钦

村。坡钦村是巴青县最偏远的自然村，调研结

束，为避免因山洪而被滞留村里而耽误接下来的

工作，虽然天要见黑，王晓军一行还是匆匆往县

城里赶。5 个多小时的回城路，一会儿雪花纷

飞，一会儿大雨瓢泼。当他们到达最后一座桥

时，10 多米长的桥面已被湍急的河水淹没，只在

水面露出一小截护栏。过，充满危险；不过，方圆

80 多公里没有人烟，高原野外过夜同样十分危

险。看着还在不断上涨的洪水，他们一咬牙，决

定过桥。当越野车开上桥的那一刻，整个车身都

在晃动，在桥上的每一秒都那么漫长。而当他们

顺利通过险桥，爬上 300 多米的高坡回望时，发

现小桥已经被洪水冲走了。三年来，类似的情况

遇到多少次，王晓军自己也记不清了。

第一个三年，王晓军先后深入 8 个县的财政

局和 10 多个乡镇财政所，走访了 30 多户农牧民，

就涉农资金发放、乡镇财务人员队伍建设等 5 大

类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为局党组提升基层财务

管理水平提供了准确而详实的资料。根据调研

情况，他还牵头制定了《那曲地区援藏资金管理

办法》等 10 多项制度，极大地推进了财政资金管

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在抓业务工作的同时，王

晓军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当地财政干部队

伍建设上，编制了《那曲地区基层财政干部培训

规划》，依托辽宁省财政厅组织举办了多次财政

干部培训和财政干部知识竞赛等活动。

关爱在一点一滴中——
“此时此刻，我不敢回望，不敢

回望阿妈那含泪的目光。三年来，

我所做的太少、太少，阿妈却把我当

恩人。假如，还有机会，我会尽我所

能，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好。”

那曲恶劣的自然条件，不仅严重制约了当

地的发展，也导致当地群众高原病频发。比如，

因为水质偏差，当地居民患结石病的比例很高。

而由于很少体检，很多人等到出现症状，甚至病

情严重了，才想起到医院检查。这样一来，很多

本来可以防患于未然的小病，就拖成了大病。

王晓军通过进一步了解发现，即使在那曲财

政局，全局干部职工一年体检一次的不足 30%，

两年体检一次的不到 50%，不少人三年都没有体

检过。了解到这一情况，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通过多方考察、沟通，王晓军最终确定了解

决办法，把拉萨五洲医院最先进的多功能综合移

动体检车请到了那曲，连续两年为全局干部职工

及家属进行定期全面体检，先后为 200 多人次进

行脑电图等 20 项生理指标检查，对 29 名干部职

工体检中出现的异常指标作出了健康等级预警，

或提出复查、治疗建议。

为解决局机关干部关心的实际问题，王晓军

多次奔波辽宁与西藏两地。经过努力，在辽宁省

财政厅的大力援助下，先后解决了那曲财政局机

关干部职工的周转房漏风漏雨、局机关办公楼锅

炉故障和冬季取暖资金多年拖欠等问题。为改

善当地财政系统的办公条件，他又经过多方协

调，解决了相应资金，完善了远程财政信息化会

议系统，为 20 多个乡镇财政所更换了电脑、打印

机……

王晓军心中最惦记的，是当地还处于贫穷线

以下的群众，他知道，他们更需要党、国家和整个

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和几位援藏干部一

起筹建了格桑花爱心服务队。工作之余，王晓军

会就近到当地困难群众家中走访，和他们唠家

常，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需，宣传党和国家

的政策，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格桑花

爱心服务团队先后筹集物资 8 万多元，为那曲孤

儿院 500 多名孤儿筹集了 600 多套御寒衣服和

180 多套新玩具。此外，王晓军自己先后拿出 3

万多元资助贫困家庭和困难学生，由他资助的藏

族贫困大学生其美巴姆已经顺利完成学业。

思念在一朝一夕外——
“那曲，短短六年，你却在我不

经意间，偷走了我全部的情感，我对
你的情，你对我的爱，如一坛酿造多
年的美酒，封存在你我的心间。”

在六年的援藏工作中，王晓军将自己的全

部精力和情感倾注到了那曲，而对自己的家庭，

对家里的爱人、儿子和父母，他却怀着无限的愧

疚。

2013 年 7 月，王晓军接到援藏任务后，毅然

来到那曲，那时儿子刚上高一。2016 年 6 月，王

晓军完成第七批援藏任务回到沈阳，儿子已经考

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可以说，在儿子人生中

最为关键的三年里，父子俩聚少离多，他几乎把

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那曲的工作中。

2014 年春节过后，王晓军从辽宁返回西藏，

刚走到重庆就传来了老母亲因急性心梗去世的

消息，他立即改变行程，赶回河南洛阳老家。但

是他没有时间悲伤，那曲的工作还在等着他，匆

匆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他就带着对母亲深深的追

思，匆匆忙忙回到了那曲。

2016 年 7 月，完成第七批援藏任务即将离开

时，王晓军以为自己将不会再有机会回到奋战了

三年的那曲。

援藏以来，家里一直都是妻子在打点，王晓

军觉得对不起妻子。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援藏三

年来，王晓军内心埋藏着对家人深深的愧疚和思

念。既然三年之期已到，那应该回归家庭，回归

自己本来的角色了。

但另一方面，他是真舍不得那曲。想想，还

有太多的事情让他放心不下——由他负责编写

的《那曲财政制度汇编》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由他

主抓的《那曲地区基层财政干部培训规划》正在

调研；由他负责的安居工程正在进行；由他推动

的那曲财政局饮水工程还在协调中……

因此，当辽宁省财政厅党组经过研究，要求

王晓军作为第八批援藏干部继续在那曲工作三

年时，他在对家人的愧疚中，心情慢慢明朗了起

来：“舍小家，为大家。那曲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

来做。首先，那曲财政局藏汉兄弟姐妹们还在低

氧的环境下辛苦工作，再有三年，也许通过我的

努力，能把弥散式制氧机装在财政局的办公楼

里，让那曲财政局的干部职工也能多吸上一点氧

气，减少高原缺氧对他们身体的损伤。”王晓军坚

定的话语，完全出于他对那曲的热爱，对那曲的

同事、朋友和农牧民群众的深深惦念。对于家

人，唯有更多的愧疚与思念。

谋划在一字一行里——
“ 告 别 了 ，我 陌 生 而 熟 悉 的 那

曲！告别了，也许，只有梦中才能相
见的羌塘！那曲，羌塘，请允许我，
将你轻轻地托起，放在我的心坎儿
上，好让我随时随地，回味与你在一
起的甜蜜时光……”

王晓军清楚，第二个三年也终有结束的那一

天，即使自己在那曲干一辈子，也难免有这样或

那样的遗憾。

其实，早在援藏初期，他就暗暗下定决心，要

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让那曲长期受

益，让西藏长期受益。

在财政口工作的王晓军，带着这样一种思

考，凭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敏感，经过一个

阶段的调研，很快认识到，在西藏这样一个生态

地位极其重要、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方，只有

发展旅游业，才能在兼顾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带

领广大牧民群众致富。但西藏的旅游业发展并

不理想，虽然近年来旅游人数和收入增长都非

常显著，但对于地域辽阔、风景迷人的西藏来

说，旅游业的提升空间还非常巨大。以 2018 年

为例，西藏全年接待游客 3368.72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490.14 亿元。可是一个小小的杭州，

同年接待游客 18403 万人次，实现收入 3589 亿

元。

王 晓 军 清 楚 ，造 成 这 种 差 距 的 因 素 很 多 ，

问题是，在承认差距的情况下，怎样更好更快

地 发 展 。 让 王 晓 军 备 感 欣 慰 的 是 ，从 中 央 到

地 方 对 西 藏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都 非 常 重 视 ，特

别 是 近 年 来 ，西 藏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投 入 力 度

非常大，尤其是交通领域，很多振奋人心的大

工 程 、大 项 目 或 提 上 日 程 ，或 已 经 开 工 建 设 ：

青 藏 铁 路 电 气 化 改 造 、川 藏 铁 路 、中 尼 铁 路 、

新 藏 铁 路 ，以 及 G6 北 京 到 拉 萨 及 G216 新 藏

高等级公路，还有西藏 8 快 9 纵 3 横 20 联省道

网，等等。

在为内地游客铺好路、搭好桥的情况下，怎

样更充分地把内地游客吸引过来，特别是自己能

做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成为王晓军一个时期反

复思考的问题。

最大的援藏，就是无论走到哪里，永远不忘

记西藏，永远思考为西藏人民谋幸福。

一 次 下 乡 途 中 ，看 到 不 远 处 金 字 塔 形 雪

山，王晓军顿时眼前一亮。他第一次进藏就见

到 过 许 许 多 多 这 样 的 金 字 塔 形 雪 山 ，出 于 好

奇，询问周围人这种雪山形成的原因，发现对

于这个问题，谁也没有定论。他上网一查，更

有意思，有人将其解释为神力所为，有人说是

外星人所造，众说纷纭，神秘之极。而西藏不

仅这样的金字塔形山多，类似的自然奇观与神

秘元素结合的景观也非常多。如果有一部小

说能通过扣人心弦的情节和抽丝剥茧的探索、

揭秘，以及身临其境的带入，把整个西藏的景

点穿起来、推出去，一定会起到良好的宣传效

应，说不定会吸引一批又一批人来感受西藏的

壮美与神秘。

于是，经过长期酝酿，一部 36 万字的小说

《寻找沙姆巴拉》诞生了。小说集探险、纪实、科

幻于一体，虚实结合，七分探险、三分虚构，把科

幻和现实有机融合。小说中记录的西藏自然形

成的金字塔、自然形成的西藏魔镜、西藏最大的

人脸地形山、巨石中长出的天铁铁柱、固定岗仁

波齐的不动地钉、捡到的西藏陨石等景点，每一

个都是王晓军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在西藏真实

存在的。这些神秘之地，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被披

露，涉及拉萨、那曲、阿里、林芝、日喀则、山南等

地区的 100 万平方公里区域，将能极大地满足人

们的求知欲。

从一口氧气到一本小说
—记辽宁省第七批、第八批援藏干部王晓军

本报记者 谢伟 万靖 曲珍

1942 年 11 月 28 日，正是纳粹军队在斯大林

格勒陷入重围、在非洲遭遇溃败之时，盖世太保

头子希姆莱拜见希特勒，他们进行了六个小时的

单独会谈并递上了一份长达 2000 页的报告。希

姆莱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建议——

立即派遣由经验丰富的登山运动员和学者组成

的特工小组前往西藏，去寻找沙姆巴拉洞穴。希

姆莱坚信，沙姆巴拉洞穴是世界轴心，如果把世

界轴心向相反的方向旋转，就可以使时光倒流，

让纳粹德国回到不可一世的 1939 年，就可以改

正所犯的一切错误，重新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

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5 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

从柏林出发，踏上了前往西藏寻找沙姆巴拉之

旅。到达西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仍是一

个谜。

小说《寻找沙姆巴拉》就从这里开始。

作者从这个真实事件入手，用日记形式，系

统重现了特别行动小组寻找沙姆巴拉洞穴全过

程。小说融纪实、探险、揭秘、科幻等为一体，将

60 年前和 60 年后两条主线巧妙融合、紧密相连，

故事情节险象环生，跌宕起伏。全书共计 36 章，

近 37万字。

《寻找沙姆巴拉》是一部探险、纪实、科幻

小说。小说突破传统探险科幻小说虚无缥缈

的模式，采取探险和科幻相结合的写作手法，

虚实相结合，七分探险、三分虚构。小说中涉

及的西藏自然形成的金字塔、自然形成的西藏

魔镜、西藏最大的人脸地形山、巨石中长出的

天铁铁柱、固定岗仁波齐的不动地钉、捡到的

西藏陨石等，都是作者亲眼所见、在西藏真实

存 在 的 。 这 些 神 秘 之 地 ，涉 及 拉 萨 、那 曲 、阿

里、林芝、日喀则、山南等地区的 100 万平方公

里区域，能极大地满足现代人们探险猎奇的心

理需求。

《寻找沙姆巴拉》是一部猎奇、神奇、揭秘的

特色小说。在世人眼里，西藏充满神秘、令人向

往，未解之谜非常多。作者有选择地把红雪之

谜、巫师之谜、伏藏之谜、虹化之谜、古格消失之

谜、金字塔之谜、魔镜之谜、六字真言之谜、识藏

之谜、七颗青稞种子封存之谜等尚未破解的西藏

之谜融入小说中，通过故事情节再现，以及真实

的数据测量、精彩鲜活的描述，再加上图片、坐

标、详细位置等佐证，给神秘的西藏又蒙上了一

层神秘的面纱。小说中的西藏金字塔、西藏魔

镜、西藏最大的西藏人脸地形山等，都是第一次

披露，必定会引起读者、探险者、科考者的极大兴

趣。

《寻找沙姆巴拉》是一部融知识性、故事性、

科学性为一体的日记体小说。小说横跨西藏、

印度、奥地利、列支敦士登等国家和地区，展示

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小说以故事的

形式，揭露了西藏农奴制社会的黑暗，展现了新

社会、新西藏人们的幸福感和快乐感；对世界性

自然环境课题进行了探索，展现了雪衣藻特定

温度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红雪景观；展示了博大

精深的藏医学的治病原理和实效，在让读者感

到神奇、好奇的同时，又留下了想象空间。小说

每个章节都体现了时间、地点、位置、天气、经纬

度等日记要素，是标准的日记形式。在日记后

面，作者有选择地配有实地拍摄的七颗原始青

稞种子封存地、西藏金字塔、西藏魔镜、山顶上

长出的天铁、巨石上长出的铁链等实物实景照

片 20 多张，全部标注了经纬度、坐标系、县、乡、

村等详细具体的位置。

2016 年 7 月，是第七批对口援藏工作结束、第八批对口援藏工作开始的时间节点。辽宁省援藏干部

王晓军，在这个月，刚参加完欢送仪式，又参加了欢迎仪式，由第七批的援藏“老人”，变成了第八批的援

藏“新人”。

对王晓军来说，留下来有太多的理由，也有太多的牵挂。他说，三年的时间太短，实际上，他觉得第

二个三年更短。意犹未尽的王晓军，将所有的筹谋、所有的感情、所有的期待、所有的牵挂，都凝结成了

一本书，而又不仅仅是一本书……

正如他所说，援藏是从吸第一口高原的氧气开始的，是从吃第一口西藏的饭菜开始的，是从学习第

一份援藏前辈撰写的心得体会开始的……从不忽略细节，也从不跨越琐碎，援藏对王晓军来说，就是一

点一滴的积累、一板一眼的坚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开始了，就不想结束。

小说《寻找沙姆巴拉》简介

王晓军深入基层调研补贴资金落实情况，途中在路边野餐。

本报记者 谢伟 万靖 曲珍 摄

从 2014年起，王晓军资助那曲福利院的一对双胞胎孤儿，定期给她们购置衣物和学习用品。 本报记者 谢伟 万靖 曲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