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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脱，“高原孤岛”上的坚守
当李自玲主动申请去墨脱时， 大家

无不露出惊讶的神色：“小姑娘， 你可想
明白，那里连公路都不通的！”然而，李自
玲不为所动。2011年8月， 作为中国农业
银行的一名员工，她走进了墨脱，并且爱
上了那里。

墨脱， 西藏东南部最为偏远的一个
县，藏语意为“隐秘的莲花”。辖内奇山异
水恍如世外桃源， 却又因交通不便被视
成“绝域”。“山顶在云间，山脚在江边，说
话听得见， 走路要一天”。 孤岛式的存
在让墨脱长期保持着原始状态。 可是，
中国农业银行却始终坚守在这里。

几十年来， 依靠一部卫星电话， 通
过人背马驮， 全手工操作， 中国农业银
行墨脱支行为当地农牧民提供着优质的

金融服务， 成为他们心中最亲近的贴心
人。 而在业务之外， 该行员工也履行着
建设墨脱、 巩固边疆的光荣使命。

如今， 这接力棒又交到了李自玲一
辈手中。

一

“我被吓惨了！” 这是李自玲来墨
脱路上的唯一感受。 她是中午十二点从
林芝坐车出发的 ， 深夜两点才到达波
密， 然后， 在夜色中翻越嘎龙拉山。 天
快亮了 ， 当她看清楚路时心就悬起来
了： “这哪是路啊！ 没有一点平地， 全
是大石头， 左边大山， 右边悬崖， 一拐
弯儿就好像没有路了。” 这时司机和行

长米玛都笑李自玲： “山都快下完了，
真正险的地方过去了， 你还怕啥？！”

是的 ， 和当年米玛行长进出墨脱
比， 李自玲已经算是幸福了。 毕竟她是
有车坐的。

2004年， 米玛从中国农业银行朗县
支行调任墨脱支行， 升为副行长。 对于
此次升职， 他夫人却很不乐意： “去那
里还不如不干了！”

西藏人都知道墨脱路的凶险。 在扎
墨公路开通前 ， 从林芝地区到墨脱县
城， 需要徒步行走200余公里， 行程3至
4天。 途中既要翻越海拔4500多米终年
积雪的雪山， 又有悬崖峭壁凿出的羊肠
小道， 还要穿过遍地蚂蝗的丛林。 在悬
崖峭壁间行走， 雪崩、 骤雨、 飞石、 塌
方、 泥石流频发， 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
丈深渊。 每年因为迷路、 雪崩、 泥石流
而付出生命的事频频出现。

米玛到底说服了夫人， 在4月20日
的晚上启程了。

车行驶到波密就不能走了。 米玛和
三个新员工下来 ， 和挑夫一起徒步上
山。 凌晨一点钟， 四面漆黑一片寂静无
声。 只有这一队人打着手电筒默默走在
雪地里。 这是米玛第一次夜间翻山———
白天怕太阳照化雪山引发雪崩， 不能走。
走到半山腰时， 寒冷、 疲惫、 恐惧一并
袭来， 几乎击垮了米玛。 “有一阵子，
我想， 干脆掉头回去算了。” 然而， 他咬
了咬牙， 把夫人给的葡萄糖兑上水， 喝
了几口， 终于没有放弃。

第二天11点钟， 他们才翻过第一道
山梁。 到了五十处， 米玛他们交了好
运， 搭上了一辆东风车。 只是这好运没
有持续多久， 他们就不得不再次下车。
“山路太险了， 双排的车轮子， 有一个
不着地， 挂在路外空转。 还是走路踏实
点。” 司机也怕， 把车丢在路边， 跟他
们走起来。 又走了两天， 米玛终于到了
墨脱县城。

2006年， 中国农业银行林芝分行开
年初工作会， 米玛在参会的路上遇上大
雨， 并引发了泥石流。 他被困在八十
处。手机没有信号，卫星电话也因为停电
而拨不出去。整整一个星期，音讯全无。
家里人慌了神，跑到行里去“要人”。当米
玛赶到林芝时， 工作会早结束了。 领导
说， “你辛苦了！ 人没事就好！”

李自玲听了这条路的很多故事后逐

渐放松下来。 “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更
早点来， 要不然我非得打退堂鼓不可。”
她说。

到了墨脱， 李自玲住在行里分配的
宿舍里 。 宿舍里竟然还有一个超小电
视。 这让她惊喜万分。 尽管这个电视没
有遥控器， 按钮也是坏的， 需要用一个
钥匙插进去才能换台， 但是毕竟这是一
台电器。 原来， 她甚至担心在墨脱恐怕
连洗发水都买不到的， 现在看还不至于
这么惨。

不过 ， 墨脱还是让李自玲很不适
应。 这个重庆姑娘在这里吃不到心爱的
火锅 ， 也无法逛街 ， 连新华书店都没
有。 一条主街才百十米， 从这头能望到
那头。 她在网上订购了一些书， 邮递如
此之慢， 致使邮递员电话来时竟然忘了
自己订过什么。 “这里连我们老家那个
县城的一角都比不上。”

前辈们的故事仍然能舒展李自玲的

心。 2009年以前， 墨脱不仅不通公路，
而且不通电缆。全县仅有一个卫星小站，
4部卫星电话线。米玛给夫人打电话都得
“抢线”。有一回，他抢到晚上12点都没打
通。李自玲至少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她
可以自由地向妈妈倾诉。

尽管很苦， 但是李自玲从来没有想
过走。这里有她的爱情、有她的事业。“我
挺爱我的工作的！”她要把根扎在墨脱。

米玛也是。 当初他进墨脱时， 夫人
说， “去了就好好工作， 不然， 咱们分
开就没有意义了。” 现在， 他夫人也来
到墨脱， 和他一起工作了。

二

2012年9月， 中国农业银行监事长
车迎新走进墨脱县米日村德吉措姆的

家。 德吉措姆对他说， “5年前， 农行
给我贷款3万元 ， 开始做小商品经营 ，
家庭生活好起来了。 感谢农行帮助我过
上好日子。” 车迎新听罢颇感自豪。

他对墨脱支行全体员工说： “你们
在这里工作， 肩负着将党中央、 国务院
赋予西藏的特殊政策传递到边疆地区的

神圣职责， 肩负着农业银行发展、 乃至
整个金融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通过你们
坚持不懈努力， 撑起了墨脱县金融服务
的一片天， 撑起了金融支持经济建设的
一片天， 撑起了祖国边陲安全稳定的一
片天。” 车迎新深知墨脱支行的不容易。

1995年， 中国农业银行墨脱县支行
成立时只有9个员工 ， 即便到了今天 ，
也不过20个。 正是这么点人担负着墨脱
县95%以上的金融服务工作。 无论条件
如何的艰苦， 他们都坚持以支农为重，
以信用为先 ， 在逆境中求生存 、 求发
展。 依靠唯一的一部卫星电话办理了全
行所有的汇兑业务， 而且还挤出有限的
人力、 物力和时间投身当地民生工程建
设， 成功代理了新农保、 城居保、 财政
直补资金发放等相关业务。

米玛还得意地说， 1995年， 全行当
年各项存、 贷款余额分别只有334万元
和95万元， 到2012年， 全行各项存款余
额已达到 20805万元 ， 各项贷款余额
3345万元， 分别较成立初期增长了61倍
和34倍。 “我行的农牧户小额信用贷款
还成功覆盖全县80%以上的农牧民， 大
大超过了全国34%的平均水平。”

或许有的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

起， 可是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墨脱的工作
环境就会看法不同。 米玛说： “墨脱地
广人稀， 墨脱县没有基层营业网点， 群
众到县支行办理业务， 一个来回少则步
行两天， 多则需要半个月。 为了帮助他
们节省食宿开支， 我行员工一直坚持提
供 ‘全天候’ 服务， 多年来， 没有上下
班和节假日之分， 随来随办...”

“墨脱特殊的交通条件和地貌环境
使得我行的每次押运工作只能依靠人背

马驮来完成。 我行员工常常需要凭着经
验， 用双脚步步丈量， 在齐腰的大雪和
淤泥中顶着被雪崩、 泥石流、 暴雨以及
蚊虫、 蚂蝗的叮咬等危险艰难前行。 数
不清有多少次， 我的同事们遭遇险境，
差一点就葬身在这条押运路上了， 也不
记得有多少次 ， 当资金安全卸下入库
后， 体力透支的押运员们席地就打起了
呼噜……”

事实上， 米玛第一眼看到墨脱支行

时也吃了一惊。 房子竟然是沙石结构的，
房顶还是木板的 。 营业大厅只有20平方
米。 这样的银行是多么少见！ 更令他吃惊
的是， 全行最先进的设备是一个利息计算
器。 而李自玲在墨脱支行的第一感受是数
钱的滋味真不好受。 2012年7月以前， 这
里还无法联网上线， 几乎所有的业务都得
用现金。 李自玲数钱数到手破皮。

即便如此， 也影响不了农行人为农牧
民服务的心情 。 他们不仅提供全天候服
务， 还一直坚持办 “流动银行”。 背包下
乡， 走村串户。 农行员工的足迹踏遍了全
县的每一个村落。 据统计， 5年来， 他们
下乡流动服务近30次， 徒步行走4万多公
里。 米玛讲了自己走得最长的一次路： 为
了更好地了解农牧民的需求、 宣传党的金
融优惠政策， 墨脱县支行曾组织了两个小
分队进行拉网式的调研。白天，他们走在路
上； 晚上， 他们在村支书家给老乡们讲政
策、问需求、摸家底。饿了就在村小卖部买
点吃的。困了就在老乡家打地铺。他们到的
最小的易公白村，才八九十人，十几户门巴
人家； 他们到的最大的地东村， 也才不过
300人。这一走就是28天。等到再回县城的时
候，多数人的衣角、裤脚都已经磨破了。

三

2013年10月31日， 在海拔2100米的达
木乡波弄贡村， 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
宣布： 墨脱公路正式通车。 这标志着墨脱
正式摆脱 “全国唯一不通公路县 ” 的历
史 。 那一天， 父亲给李自玲打了个电话
问： “公路都通了， 从波密到墨脱， 为什
么还得六个小时？ 也就100多公里啊。” 不
过， 李自玲倒是挺满足了。

街上的变化总是让李自玲欣喜 。 比
如， 去年墨脱开了四川火锅分店， 吃火锅
就不成问题了； 新华书店的房子已经粉刷
好， 就等开业了。 现在公路也通到了家门
口， 怎么能不让人高兴呢？ “有了路， 爸
妈说明天夏天要来看我了！”

事实上， 近两年来 ， 墨脱县在农行
的金融服务支持下 ， 注重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 ， 全力实施重点项目带动 ， 着力主
攻特色优势产业 ， 全县经济社会呈良好
快速发展趋势 。 2012年全县实现生产总
值2.665亿元 ， 同比增长34.59%； 财政收
入达8073万元 ， 同比增长489.27%； 农牧
民人均纯收入实现 5267元 ， 同比增长
25.97%。 可以说 ， 墨脱县正走在发展的
快车道上。

不过， 有的同学至今不理解李自玲的
选择， 认为她才20多岁就过上了老年人的
生活， 可是李自玲却不这么想。 她说， 她
就爱生活的这份简单。 工作之余， 李自玲
更愿意安静地读书， 车迎新监事长带来了
一千多本书， 建立了阅览室， 李自玲暗下
决心要读个遍儿。 有时候， 她也喜欢和朋
友们走进墨脱美丽的大自然中去。 墨脱的
山水就连见多识广的驴友都大为赞叹。 在
这里更不必担心拥挤 、 堵车 、 雾霾 。 何
况， 这里的人们如此的淳朴热情， 是多少
繁华也换不来的。

普通的墨脱农户家里几乎没什么像样

的家具。 往往是一条长凳、 一张桌子和一
个土灶就是全部的家当。 主要的财产是马
和猪。 可是， “你去老乡家里， 他会拿出
最好吃的东西给你。 在这里你不会有外乡
人的感觉 。 噢 ！ 对啦 ， 我的婚礼很棒的
了！ 每个人都给你献圣洁的哈达， 围着你
唱歌， 真心地祝福你， 你能想象那种情景
么？” 2012年， 李自玲嫁给了当地一个门
巴族汉子。

如果有什么让她担心， 那就是医疗条
件。 “我25岁了， 考虑当妈妈的事儿了，
可是这里的医院连常规产检都做不了。我
还是有点小揪心的。”她笑着说。然而，她马
上又说对墨脱很有信心。“你看，去年，我们
县支行已经联网上线了，今年年底，我们的
ATM就能用了 ， 有的村庄还有了转账电
话、POS机。” 未来农行支持墨脱的力度会
更大，墨脱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2012年6月， 她休假， 和丈夫一起回
成都看了母校西南财经大学，又去了广州、
深圳，狠狠地过了逛街的瘾。然而，很快的
她就想墨脱了。“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都
不是我的家。我要赶快回墨脱去！”

185团分理处： 距离边境
线最近的网点

在中国 “公鸡型” 版图的尾巴尖上有
一片土地， 它是中国西北边境额尔齐斯河
流入北冰洋的出境口处， 另一条阿拉克别
克河对岸就是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 此岸
则是 “西北边境第一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十师185团的所在地。

185团实际控制着原中苏边境西段面
积最大的一块争议区， 团场的职工和居民大
部分是肩负着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军垦战士

及其后代。 “我家住在路尽头、 界碑就在房
后头、 界河边上种庄稼、 边境线上牧羊牛”，
就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真实生活的写照。

如此偏远的边境团场只有一家金融机

构入驻———中国农业银行新疆阿勒泰兵团

支行185团分理处。 这是全国农行系统距
离中哈边境线最近的营业网点， 只有10公
里 。 分理处的5名员工 ， 服务于团场的
3000名职工和居民。 如果说团场的全体干
部职工肩负的使命是不让一寸国土流失，
那么农行185团分理处的5名员工们则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树起了祖国西北边境的 “中
国金融界碑”。

一

分理处主任徐彬已经在185团工作了
将近20年时间， 每年冬天都是他最发愁的
时候。 大雪有时堵得房门都无法打开，人
们不得不挖雪洞进出。 这一堵可能堵上个
10天半个月，更有甚时，会与外界交通隔绝
近两个月时间，这时的185团场就像茫茫雪
海中的孤岛，道路中断、通讯中断、断水断
电，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

2010年1月10日， 阿勒泰兵团支行运
营管理部接到185团分理处的紧急电话，重
要空白凭证和保险单据都已用完， 急需支
行调运。由于连续多天的特大暴风雪，造成
沿线多处积雪深达两三米，运送专车连送3
天都没有成功。

1月13日， 支行运送组到达离185团最
近的县城哈巴河之后，由185团派出铲车开
道，铲一段，运送车跟一段，而身后的路随

即就会被暴风刮起的大雪封堵。 就这样一
路堵，一路铲，一路走，短短70多公里的路
整整走了3天3夜。

2012年2月份，正逢农户贷款发放前期
调查的高峰期，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又一
次疯狂地袭击了这片地区， 为落实贷款人
和担保人见面制度，确保签字的真实性，徐
彬和分理处的客户经理刘军还是决定亲自

到团场的各个连队与贷款人见面。
平时一公里的路开车不用10分钟，可

是那天的积雪已经没过了大腿根， 只能靠
兵团的挖掘机将路上的雪推开， 一公里的
路走了一个小时。晚上赶不回团部，就只能
投宿在连队。

徐彬是在新疆出生的，1977时回到了
安徽巢湖老家上学，1994年， 徐彬大专毕
业， 先是在当地的乡镇企业找了一份驾驶
员的工作，企业不太景气，父亲便希望学财
务会计专业的儿子能回新疆工作， 一方面
是银行的工作比较稳定， 另一方面团场的
年轻人越来越少， 老人希望儿子能补充到
185团分理处的团队中来。徐彬的父亲徐厚
传也曾是185团分理处的主任，在农行工作
了41年，两年后就要退休了。

“我来之前就听父亲说过这里的环境艰
苦， 也知道这里很难留住年轻人， 这里太寂
寞、太遥远了。不过父亲退休前，还是希望我
能过来， 传承他毕生钟爱的农村金融事业。”
从1994年开始， 徐彬在185团分理处做过柜
员、储蓄会计、对公会计、运营主管、会计主管，
直到2009年10月，徐彬成为了分理处的主任。

二

除了徐彬，185团分理处还有4名员工，
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32岁。

刘永洁是分理处唯一的一名女员工。
这个腼腆、 说话小声的28岁女孩很羡慕城
市里的白领女孩能穿着高跟鞋、 漂亮的裙
子去上班。185团附近是世界四大蚊虫聚集
地之一，牛虻、蚊子无孔不入，当地人更怕
的是一种叫“小咬”的蚊虫，它甚至能把牛
马叮疯、 把鸡兔咬死，“我们这有的狗被叮
得毛都掉光了。”防蚊剂也起不到丝毫抵挡
作用， 务农的人不得不用抹了柴油的纱巾
罩着头再去地里干活。

“我夏天出去跑营销时都得戴着蚊帐，
再将袖口、裤腿扎紧，就别提穿裙子了。”这
让刘永洁一直觉得很遗憾。

夏前源是185团分理处最年轻、也是最
新入行的员工，他从小在江苏宿迁长大，上
世纪90年代随父母迁到新疆生活。 本想从
新疆师范大学的维吾尔语专业毕业后在乌

鲁木齐找一份事业单位或者教师的工作，
后来由于父母长期居住在185团，夏前源为
了能离父母近一点，所以选择进入农行，并
主动要求进入185团分理处工作。

夏前源在185团分理处工作没多久，父
母就因工作调动，搬到离团部200多公里远
的北屯市工作了。父母不在身边，这里也没
有什么认识的朋友、同学，连上学时最爱打
的篮球也没有人一起打， 夏前源感觉自己
孤零零的。

由于太过偏远， 附近团场也没有什么
娱乐设施 ，“我最发愁的是周末休息的时
候，只能在家看电视，还不如上班呢，上班
还能做点事情。”他现在最大的爱好是在节
假日时到额尔齐斯河自己钓钓鱼。

回族男孩问存星毕业于石河子大学的

电子商务专业，目前担任185团分理处的运
营主管。 由于所学的电子商务专业中涉及
一部分金融会计的内容， 所以问存星的不
少师哥、师姐们都到了银行工作。问存星听
说银行工作稳定， 很希望毕业后能成为一
名银行职员， 所以大三时就通过了银行从
业考试，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比其他师哥、
师姐走得都远。

刚来185团场时，问存星有些不习惯。因
为团场职工大多是从山东、上海、安徽等省
份前来年汉族同胞， 饮食也多以汉餐为主，
所以他这个 “民族人士” 没有地方吃饭。于
是，问存星便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
神，亲自下厨。现在，从最简单的土豆丝到新
疆当地流行的大盘鸡，问存星都很擅长。

今年已经46岁的刘军是这个分理处中
除主任徐彬外，入行时间最久的员工，他已经
在185团分理处工作了18年。刘军作为军垦战
士的第二代，从小就在185团出生、长大。他朴
实、寡言，看到他的时候，他正满头大汗地从
田地里回来。“团里全员组织种树， 每个职工
都必须参加，我们分理处由于要正常营业，所
以就让我作为代表去种树。”

刘军是个十分朴实的人， 自己有困难
从来都不说。 徐彬说，“他当兵的时候腿受
过伤，随着年纪大了越来越严重，走路的时
候有点歪歪扭扭的， 长时间坐在柜台前工
作受不了。”徐彬把刘军调到了大堂做客户
经理，可以偶尔活动一下腿。

三

185团属于国家级重点扶贫的边境贫
困团场，由于山高路远，物资都需要从外地
长途运输过来， 所以这里的物价比乌鲁木
齐还高。一盘普通的新疆拌面，乌鲁木齐卖
12元， 这里要18元；70元左右的大盘鸡，这
里要卖到100元。

如何留住人才，让员工安心工作是徐彬
考虑得最多的事情。分理处中每一个员工的
生日，徐彬都记得清清楚楚，每到员工生日
的那一天， 他都会到团场唯一的一家蛋糕
坊，花80元为过生日的员工订一个双层的奶
油蛋糕。这里重新招聘新员工十分困难， 无
论是团场还是农行内部， 都尽量为员工提供
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尽力解决员工的实际
困难。 目前185团分理处员工的平均收入超过
了团场的连级以上干部。 “能有这个收入，
我们还比较满足。” 刘永洁说， “换位思考一
下， 比起冬天和夏天那么困难的时候还坚持
务农的农户， 我们幸福多了。”

徐彬的女儿目前在长春一所大学上大

二， 她学的也是徐彬的老本行———财务会

计， 这个专业是徐彬帮女儿选的， 他也像
父亲一样希望自己退休后女儿能回到他工

作了20年的185团接过他的接力棒。 “我
也有自私的一面 ， 希望能把娃娃留在身
边， 另一方面 ， 虽然这里环境艰苦了一
点， 但是农行是一个有体制保障、 负责任
的单位， 娃娃的生活会越过越好的。”

阿勒泰兵团支行党委书记、 行长唐力
深非常肯定185团分理处五名员工的业务
水平和工作状态 。 他认为论资源 、 论条
件， 185团分理处比不上阿勒泰地区11个
网点中的任何一个，可他们在第三方存管、
对公存款、 对公结算账户方面都提前完成
了支行下达的任务，而且超出了很多。连续
多年无不良贷款，贷款收回率达百分之百；
多年连续无案件、无事故发生；多年连续荣
获总行 “精神文明先进单位”、“青年文明
号”等各项荣誉。“这个分理处离我们最远，
心却很近。”唐力深说。

185团场全团实际种田户共有1200多
户 ， 185团分理处采用 “五户联保贷款 ”
的方式每年向团场一半以上的职工发放农

户贷款， 每年贷款额都在3000万元左右，
目前贷款归还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185团场的人种地就是放哨站岗， 放牧
就是边防巡逻，他们是边境线上永不移动的
生命界碑。中央领导曾经视察过185团场，他
动情地说：“不要说为国家上缴多少粮食，创
造多少利润，只要在这里生活着，就是共和
国最伟大的公民！” （顾水根 董 伟）

农行人情系边防

185团农行信贷人员走访团场农户

在人们的印象中， 银行是开在繁华都市中的； 员工是坐在高楼大厦里的。 赚着大
钱， 拿着高薪。 殊不知， 中国农业银行441个网点是建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土地上的，
105个网点是建在边境线2公里以内的。 在那里， 它的员工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 不仅
完成着金融服务百姓的重任， 而且践行着戍守边疆巩固国防的使命。

大美农行之金融戍边

185团农行员工参与团里民兵组成的边防巡逻

墨脱支行下乡发放惠农卡现场

墨脱支行下乡开展金融流动服务和政策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