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繁森（1944－1994），山东聊城人。1961年8月参军，196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济南军区总医院警通排战

士、共青团聊城地委常委、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79年，他作为援藏干部赴日喀则地区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改任

岗巴县委副书记兼县检察院检察长；1988年第二次进藏，先后任拉萨市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兼阿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

记、阿里地区政协主席。他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行程8万多公里，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1994年11月29

日，在新疆考察边贸工作途中因车祸不幸殉职。被称为“新时代的雷锋”“90年代的焦裕禄”。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称号，被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被追认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孔繁森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

先锋奖章；2019年9月25日，被评为“最美奋斗者”个人。

记者手记

孔繁森：最高境界的爱

孔繁森是座
永不熄灭的灯塔

□ 本报记者 高田

外出求学时，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聊城人，接
着问我是聊城哪里人，我说东昌府区人，对方一脸懵，
不知道东昌府区在哪儿。当我骄傲地说出我是孔繁森的
老乡，对方立马了然。

工作后，也曾多次采访孔繁森的事迹，每次采访，
都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今年春节前后，我又多次来到孔
繁森的老家堂邑镇五里墩村。孔繁森少年时曾梦想改变
的地方，正在后人的努力下焕发新颜。

采访中，几位少年时与孔繁森交好的老人回忆说，
那个年代物资极度匮乏，就连吃“公家饭”的孔繁森也
不宽裕。1991年，有一次，孔繁森援藏回家探亲，休假
结束，本该启程的孔繁森一直在屋里打转，熟悉孔繁森
秉性的大哥看见了，知道他心中有事儿便问他为何还不
走。原来他想要去聊城大学探望几位藏族大学生，可是
囊中羞涩，大哥掏出钱给孔繁森解了燃眉之急。

不富裕的孔繁森既大方、又“小气”。孔繁森在莘
县任县委副书记时，少年玩伴刘瑞祥去看他，刘瑞祥回
忆说：“三哥（孔繁森）明明可以让工作人员安排我住
县招待所，可他觉得太浪费，让我跟他挤一个被窝。”
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那些缝补着粗大针脚的毛衣、棉
袄，那个新发现的针线盒……

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
发展的民族，总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意志。面对祖国发出
的援藏号召，孔繁森两次进藏，把自己最宝贵的年华、
汗水和生命奉献在了西藏土地上，把真情撒在藏族人民
的心间。孔繁森用短暂的一生，生动践行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他留下的那句话——— “一个共产
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已经成为党员领导干部
共同的精神财富。

在孔繁森的家乡正涌现出一个个农业合作社、美丽
乡村、田园综合体……孔繁森精神是照亮家乡党员干部
前进的灯塔。

□ 本 报 记 者 高 田
本报通讯员 王忠友 付真真

“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
民。”在聊城市东昌府区聊冠路北侧，一行鲜
艳的大字引人注目。随着这行字的指引向北行
五里，就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的家
乡——— 东昌府区堂邑镇五里墩村。

五十多年前，孔繁森带着“我要用所学的
知识，让家乡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坚定信念，
离开五里墩村外出求学、参军。如今堂邑镇马
颊河西岸的这片土地，在党员干部、广大人民
群众的齐心协力下，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一幅
乡村振兴的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孔繁森精神
党性教育基地拔地而起，笔直平展的乡村公路
直接通达每户村民家门口，“红色之旅”公交
车穿行在沿线各村，原本只长芦苇的碱洼地长
出了一座座闪着银光的高科技大棚，古老的马
颊河东岸即将变成康养基地……

茫茫雪域高原留下孔繁森深深

的足迹

1995年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
讯《领导干部的楷模——— 孔繁森》，并发表题
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当月14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开
展向孔繁森学习活动的通知。一时间，孔繁森
的名字响彻全国，孔繁森的事迹感动国人。

孔繁森，一个无愧于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
名字。

出生于1944年7月的孔繁森，参过军、当
过工人。1979年，担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的孔繁森主动报名到西藏工作，并写下了“是
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
条幅。孔繁森第一次赴西藏工作，担任日喀则
地区岗巴县委副书记。在岗巴工作3年，孔繁
森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与藏族群众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

1988年，山东再次选派进藏干部，组织上认
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藏工作经验，便决
定让他带队第二次赴藏。进藏后，孔繁森担任拉
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到任
仅4个月的时间，他就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所有
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1992年，拉
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强烈地震，孔繁森在羊
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领养了3名藏族孤儿———
12岁的曲尼、7岁的曲印和5岁的贡桑。

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在藏工作期满，
西藏自治区党委任命孔繁森为阿里地委书记，
这一任命意味着孔繁森将继续留在西藏工作。
面对人生之路又一次重大选择，他毫不犹豫地
服从了党的决定、人民的需要。1993年春天，
年近50岁的孔繁森赴任阿里地委书记后，在不
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遍了98
个，行程达8万多公里，茫茫雪域高原留下了
他深深的足迹。他为了制订使阿里地区经济上
新台阶的规划，准备在最有潜力的边贸、旅游
等方面下功夫。为此，他曾率领相关单位，去
新疆塔城考察边境贸易。1994年11月29日，他
完成任务返回阿里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
殉职，时年50岁。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
狮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
重如冈底斯山。”这是藏族人民对他的怀念。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后事时，看到两件遗物：一
是他仅有的8元6角钱；一是他去世前4天写的关
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这就是孔繁森留
下的遗产，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党建引领“繁森新村”走向乡

村振兴

虽然孔繁森同志已经离开我们27年，但他
的精神常在，不仅留在西藏，更在他的家乡
“枝繁叶茂”。

记者近日走进五里墩村，看到亮着“红色
之旅”灯牌的公交车驶进了村中心，三五个候
车的村民互相招呼着上了公交车。

多年前，贫穷曾是五里墩村的底色。“我
们这片土地是盐碱涝洼地，庄稼收成都比别的
村少。”65岁的五里墩村村民刘瑞祥说。刘瑞
祥与孔繁森是邻居，比孔繁森小了12岁。“当
年孔书记在聊城地委工作时，家人都在村里生
活，两地相距五十里地，他每周回家都是骑自
行车，一趟单程就得一个多小时，到堂邑镇北
关片区我工作的地方喝口水歇歇脚或者是吃了
饭再回村。现在日子好了，直通村中心的公交
车5分钟一趟，半个小时到城里。”

帮五里墩村乡亲们通公交车的是村里的第
一书记李光，李光的另一个身份是孔繁森同志
纪念馆副馆长。“自己身为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工作人员，能为孔书记家乡的父老乡亲服务感
到十分荣幸，但是又害怕干不好，辜负了组织
信任。”刚上任时，李光有这样的担心。后
来，他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儿做起，五里墩村村
民越来越信服这个城里来的第一书记，“李书
记”的称呼也越喊越亲。

看到村民出行不便，他积极与聊城市公交
集团二公司协商，一条以“孔繁森”命名的红
色文旅定制公交专线从城区直达五里墩村，解
决了周边十余个村几千人的出行难题。

五里墩村村委会主任孔令鱼告诉记者，借
助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基地落户五里墩村的机
遇，由党支部领办、以孔繁森故里文化旅游开
发服务为主题的专业合作社已经成立。

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基地是山东四大党性
教育基地，位于五里墩村东侧。基地分为教学区
和生活区，能容纳600人培训、400人住宿。目前，
17栋楼已全部开工，9栋楼已封顶，8栋楼正在主
体建设中。“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基地建成后，
也将为我们当地的发展注入红色动力，我们借
力发展红色旅游帮助繁森故里的乡亲们脱贫致
富。”东昌府区堂邑镇党委书记靳广力说。

五里墩村北邻的教场李村，挂上了繁森新
村的牌子。据村党支部书记田红伟介绍，新牌
刚挂了几个月，教场李村将与五里墩村等周边
几个村联合组成繁森新村，五个村抱团发展，
共同实现乡村振兴。

走进教场李村，道路宽敞整洁，一家一户
的二层小楼整整齐齐，外墙彩绘上各种生动的
图案，有反映乡村生活场景的，也有反映教场
李村发展历史的，如今的教场李村不仅仅是省
级美丽乡村，去年11月还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很难想象，教场李村曾经是省定贫困村、党组
织软弱涣散村。

去年5月，东昌府区公开遴选村党组织
书记，三十多岁的田红伟主动报了名，
她担任堂邑镇文化站站长多年，熟
知堂邑文化、历史典故，相比于
干乡镇文化站站长，村党支部书
记的岗位让她对乡村工作有了
更深刻的体验。

在田红伟和教场李村第一
书记王洪礼的带领下，去年下
半年，教场李村流转了一百多
亩土地，引来了葫芦产业园项
目，并完成了村内雨污分流改

造和旱厕改造。
记者了解到，东昌府区坚持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十三五”期间全区新增农副产品加工
企业2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937家，被评为山
东省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县。

沿着孔繁森的足迹前行

在距离聊城八千里之外的西藏阿里地区，
孔繁森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有一位聊城人正沿
着孔繁森的足迹前行，他就是阿里地委组织部
副部长卢青山。

“孔繁森同志两次援藏，在雪域高原工作
长达十年之久，无条件听从党的安排，不为
官、不为利，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他的感人
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卢青山说。

卢青山来自聊城阳谷，从军19年，从一位
战士成长为一名博士。2015年，他从部队转业
后回到家乡工作。2016年10月，一则通知改变
了卢青山的人生轨迹。当时，中组部和团中央
正组建第17批赴藏博士服务团，选拔各行各业
的优秀博士。他看到消息后立即报名。在西藏
自治区纪委服务期满后，他主动申请延期服
务，到条件最艰苦、海拔最高、发展较为滞后
的阿里地区工作。在阿里地委担任副秘书长期
满后，他干脆写了留藏申请，从一名山东挂职
干部变成了西藏干部。2019年3月，组织安排
他到条件更为艰苦的阿里日土县担任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去年12月他担任阿里地委组织
部副部长。

四年时间，多次请战，卢青山把人生最美
的时光奉献给了雪域高原。在担任日土县委宣
传部长期间，他带队下乡进村入户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时，晕倒在宣讲现场，连日奔波导致他
缺乏充足的休息。随行同事劝他好好休息，可
第二天他又奔赴下一个村庄继续开展宣讲。

“长期以来，孔繁森精神深深植根在我心
底，给了我无限的勇气和动力，在我心中树起
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作为他的老乡我感到
特别光荣，一直将他作为我的人生榜样和动力
源泉。”卢青山说。

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
部孙希江博士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
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
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
亡’。孔繁森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
境界就是爱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党
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始终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将孔繁森精神转化为勇
于担当、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不
懈动力、具体措施和实
际行动。”

堂邑镇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同志的家乡，

孔繁森同志二次进藏，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都献

给党和人民，他的事迹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我们将继续发扬孔繁森精

神，聚焦重点项目，整合堂邑镇独有的自然、文化、红

色资源，实现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积极探索

产业升级，推进多产共融共促；优化营商环境，发展以

仓储、电商、育养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强化服务职

能，提升为民服务水平，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以

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开创乡村振兴发展新局面。

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党委书记靳广力

老中青三代话感悟

刘耀 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刘庄村党支部书记

孔繁森同志是楷模，是榜样，在与他的交往中就能

感受到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他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令人敬佩。我1993年任村党支部书记，我始终相信农村

是一片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在“十四五”

开局之年，我将继续紧跟上级党委政府的步伐，在实现

乡村振兴的征程中继续努力，加强村内党组织建设，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让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成为现实。

杨佳文琪 聊城一中高一十班学生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坐落在美丽的东昌湖畔，我和同

学们曾多次去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参观学习。他两次进

藏，一次延期，最终以身殉职倒在了他所热爱的雪域高

原。他无私、忘我、奉献的伟大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们。

二十多年来，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民群众深切地

怀念他。作为一名高中生，我将以孔繁森爷爷为榜样，

努力学习，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也要践行孔繁森爷爷的精

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记者 高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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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内，孔繁森雕像前摆满了市民敬献的鲜花。 小图：孔繁森手迹——— “关心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工
作中注意领导是关键、班子是要害、群众是基础，要同群众心连心同命运共呼吸。”（□记者 高田 报道）

在西藏工作期间，下班后，孔繁森经常亲自为收养
的孩子做饭。（□郜雪梅 供图）

本版美编：于海员 马立莹

孔孔繁繁森森同同志志纪纪念念馆馆外外景景。。（（□□孔孔繁繁森森同同志志纪纪念念馆馆 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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