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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霞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治国必治边 治边先稳

藏”的思想。我国大力

实施的援藏制度，有利

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发

展，体现了华夏儿女守

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团

结精神。多年来，援藏

工作取得了许多特色鲜

明的成绩，涌现了一批

又一批优秀的援藏干

部，为汉藏优势资源的

交流互补、汉藏文化的

交融发展不断开创新

篇章。

从现实来看，全国

承担援藏任务的地方，

对援藏干部的选择与派

遣坚持严格标准，把好

政治觉悟、工作经验、

身体素质等方面关口，

体现了对党的工作和

事业坚定的拥护和支

持。许多援藏干部到

西藏新的工作岗位后，

能够很快适应环境，以

“缺氧不缺精神”的工

作态度，撸起袖子加油

干，脚踏实地履职责，

做出了一系列可圈可

点的成绩。文化和旅

游部中国艺术科技研

究所援藏干部容铁，就

是其中的一位。艺术创

作需要扎根生活，需要

发挥主观能动性，容铁

正是以只争朝夕的奋斗

精神，把应做的事、想做

的 事 ，千 方 百 计 完 成

好。在贫困藏民家中，

在艰苦与绮丽并存的西藏自然风貌

中，在务实高效的藏汉文化交流活

动中，都一点一滴凝聚了容铁的担

当、才情和汗水。“为什么我的眼中

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这是容铁援藏心境的真实

写照。

对口援助西藏是党中央作出的

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自1995年以来

中央和全国各省开始选派干部人才

援藏，至今已有八批援藏干部人才

进藏工作,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各直

属机关、各地县，20 多年来为西藏

发展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援藏

干部人才群体学习传承书法，其意

义不仅在于提高了援藏干部人才文

化素养，丰富业余生活，而且促进了

西藏书法事业繁荣，并通过援藏干

部人才这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加强

了与西藏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文化

交流交融。

容铁曾于2016年6月9日到西

藏自治区党校，以“带你走进中国书

法艺术”为题为西藏干部作了精彩

的书法艺术报告。从中国书法内

涵、中国书法的传承以及如何学习

书法等方面做了深入精辟的讲解，

并跟学员做了互动交流，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说到援藏干部，很多人投去敬

重的目光。的确，他们在几年的时

间里远离家乡，顾不上照顾家庭，同

时，还面临着艰巨的工作任务和恶

劣的气候环境，但使命高于一切。

选择了援藏，就是选择了奉献与牺

牲，同时也是选择了一份责任与荣

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

趋之。”在民族利益面前，每个人都

应当“站起来是根柱，躺下去是

条梁”。

援藏经历是一份荣耀，援藏干

部是人力资源中的重要财富。要把

援藏这项具有时代战略意义和历史

责任感的事业更好地富有成效地推

进，进而为民族崛起和国家强盛聚

势赋能。

援

藏

是

责

任

更

是

荣

光

□ 王振霞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

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

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怀揣着

对藏族人民的深厚情感，肩负起文

化交流的神圣职责，扎根雪域高原

的文化和旅游部援藏干部容铁，拥

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援藏经历，既给

组织交上一份优异的答卷，又让自

己的人生增添了厚重的色彩。

一片丹心献高原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指出，文艺要融入人民生

活，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

民。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从

2014年底，年过五旬的容铁怀着一

颗赤诚之心，三次深入藏区，用自己

的亲身实践，尽最大努力将优秀文艺

作品带到西藏，带到雪域群众中去。

2014年7月，容铁参加中国书

法家协会主办的“书法进万家——

走进西藏”走基层活动。他来到了

日喀则市江孜县江热乡班久伦布

村，受抗英 110 周年精神鼓励，容

铁将创作的近百幅艺术作品，无偿

赠送给当地的农牧民。这是他第

一次来到西藏，并从此爱上了西藏，

初次离开西藏时，他说：“西藏的山

水风光、人文情怀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让我决心停下脚步，去感受

这份淳朴。”

一个月后，容铁又来到了西

藏。这次他参加的是“翰墨西藏光

明行”活动，他不仅为藏区人民义务

创作作品，而且还与其他书法家一

起，为西藏白内障患者捐资96万元

医疗费。一位70多岁的老阿妈成功

手术后，拉着容铁的手千恩万谢。

看到质朴、善良的藏区人民，容铁潸

然泪下。“那种眼神是发自内心深处

的感激，比任何奖项都更加触动我的

心。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为

西藏的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容

铁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4年底，容铁主动请缨赴西

藏工作，得到了组织上的同意，成为

第七批文化部援藏干部。有人不

解，说容铁犯傻，放着北京优越的生

活不过，非要跑到西藏寻苦吃。容

铁说：“人民养育了艺术家，艺术家

要为人民抒写、抒怀、抒情，这是艺

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西藏的文

化发展与内地相比差距大，我在西

藏更能发挥作用。”

文化援藏显担当

2015年4月25日14时11分，

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震源深度20

千米，余震31次。波及我国西藏自

治区的部分地区，有通讯中断、房屋

倒塌等情况发生。容铁得到消息后

立即带领自治区文化厅组织抗震救

灾慰问艺术团赴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安置点和定日县灾区开展慰问演

出，抚慰群众心灵，让灾区群众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坚定重新

站起来的信念。

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西

藏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增

强，特别是对图书的需求日益提

高。当了解到西藏图书馆藏图书数

量和质量有限，且近两年，西藏图书

馆来自基层边防站、学校、社区等单

位配置图书的需求不断增加等问

题，容铁援藏期间，向西藏图书馆捐

赠了由他编撰的《中国汉字历代检

索数据库》20套，并于2017年7月

将自己三年工作援藏补助津贴共计

15万元，全部购买图书捐献给西藏

图书馆。

为了让更多的藏区人民和儿童

学习书法艺术，容铁组织西藏学校开

展“从小写好中国字，长大做好中国

人”活动，并亲自编著全国首部汉藏

双语版《书法指导与练习》教程，赠送

给西藏当地学校，使很多学生对书法

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拉萨市教育

局工作人员宋晓婧说：“孩子们从小

就接触汉字书法，在心中播下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这种文化上

的认同是最深层次的民族团结。”

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

际，他组织国内100多位著名书法

家奔赴西藏采风。策划“大美西藏

北京展”，将唐卡、藏戏等精彩艺术

作品推介到全国。2017年，容铁对

接中国美术馆，策划西藏精品唐卡

汇展，部分作品被永久收藏。唐卡

画师夏鲁旺堆说：“这是当代西藏唐

卡首次进入中国美术馆，让我们从

业者倍感振奋，促进了西藏唐卡产

业发展。”

“积极推动汉藏文化交流，促进

汉藏文化融合，是我们援藏干部的

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夜深人静，

孤灯桌前，容铁在日记中写下了这

样一句话。他带着责任和使命，用

实际行动来诠释自己对国家和人民

的情怀。

翰墨丹青绘西藏

西藏有70多个县，在容铁援藏

的近三年的时间里，他走了50多个，

累计行程十几万公里。他学习藏

语，与藏区人民交流，记录心得体

会，真正融入西藏。

他刚到拉萨不久，听说两位牧区

学生家中兄弟姐妹多，父母身体不

好，生活困难，当即决定资助他们读

书到大学毕业。走基层时，他发现部

分地区贫困人口多，孩子穿的衣服破

旧不堪，就发动民盟中央美术学院的

同事们为困难人家捐款捐衣。

容铁用自己的艺术特长，在雪

域高原，组织公益书法大讲堂40余

期，给藏汉干部职工传播书画艺术，

加强藏汉文化融合。

扎根西藏的生活，让容铁原来

的细腻笔法增添了用笔的苍茫和画

面的豪放感。在一些作品中，他开

始有意地加入牦牛、山羊及牧羊女，

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绘画语言，同

时在作品画面上也呈现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精神境界。他创作的

《吉祥西藏》《金幡送吉祥》等作品，

深受业界好评。中国美术理论家王

爱红评价说：“容铁将西藏独具特色

的文化和风景融于笔端，提高了艺

术创作的水平。题材上有突破，技

法上有提高，思想上有进步。”

在容铁的速写本上写着这样一

句话：“生命的意义在于奋斗，生活

的乐趣在于奉献。”尽管容铁的作品

在市场上价格不菲，但他每次下乡

调研，都带着画笔和颜料，为藏区人

民免费创作作品。两年多来，他累

计为藏区人民捐赠作品近 2000

幅。从海拔5000多米的边防哨所、

边境文化站，到羌塘草原的牧区，都

有他的足迹和作品。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在

容铁援藏结束报告上批示：“容铁同

志工作认真负责，责任心事业心强，

为我区文化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容铁对西藏爱得深沉，他不仅

是一位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实干

家，在援藏的近三年时间里，不管是

大事还是小事，只要是好事，他都努

力去做，用心去做。他无私奉献的

精神，感动着藏区人民，也激励着藏

区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

（本版图片由容铁提供）

躬耕高原写忠诚 汉藏交融拓新篇
——记文化和旅游部援藏干部容铁

和藏族同胞亲如一家中国文联副主席董伟（中）指导《翰墨颂西藏》书法展览

送作品到边防 为珠峰边防支队题字

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深入生活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