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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四川和西藏交界处的村
庄岗托，格外热闹。金沙江畔的西藏
和平解放雕塑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
员干部展开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巨
大的岩石上写着“西藏”二字，这是
进藏第一站的标志，而岩石旁的广场
上，游人列队，参与岗托村的升旗仪
式，追忆红色岁月。

西藏，这块神秘而艰苦的土地，
不光有旖旎的自然风光，还有极为丰
富的红色资源。在“建党百年红色旅
游百条精品线路”中，西藏共有2条线
路入选，它们集中展示了西藏的红色
历史，也向世人昭示了西藏和平解放
以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进藏第一村”旅游旺

岗托，这个坐落在金沙江畔的村
庄，既是西藏和平解放第一村，也是
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精品
线路的第一站。

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
军扫清了进军西藏道路上的反动势
力，胜利强渡金沙江。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西藏升起的地
方，是江达县岗托镇岗托村。七十载
沧桑巨变，曾经的岗托，只有一座窄
小的桥梁与对岸的四川相连，如今，
笔直宽阔的公路桥飞跨金沙江。岗托
村里，家家住的几乎都是崭新的楼
房，许多村民院子里停着私家车。不
少村民把家里的房子开成了民宿，供
往来游客入住。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业日

渐兴旺，岗托的变化，也是西藏变化
的缩影。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实现了

“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发展，各项发
展指标均呈现巨大进步。“来岗托，既
能了解西藏的历史，也能看到新旧西
藏的对比。”当地村干部介绍。

村民普巴经常向游客介绍岗托的
红色历史。“现在，来岗托的人越来越
多。”普巴说，岗托解放后，公路修到
这里，自古视金沙江为天堑的岗托人
有了通途，日子有了新模样。

穿村而过的317国道，公路越修越
好，货运越来越忙。改革开放后，岗
托村民依托国道跑起了运输，100余户
中有 16 户从事运输业。以运输业为基
础 ， 村 民 还 积 极 参 与 工 程 建 设 等 ，
2020年人均纯收入超过1.2万元。

岗托村党支部书记永红介绍，随
着近年来西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这
个“西藏解放第一村”正着力向“进
藏第一站”转型，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由岗托一路向西，十八军渡江索
桥等多个红色遗址一一呈现在游客眼
前。在路上，时常能见到来自各地的
游客驻足拍照留念，大家既被横断山
区壮丽的自然景色所震撼，也为革命
先辈一往无前的勇气所折服。

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

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的
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弘扬“老西
藏精神”“两路精神”精品线路离开江
达县后，有三站坐落于拉萨。

第一站，就是青藏铁路拉萨火车

站。对很多进藏旅游的游客来说，拉
萨火车站是认识西藏的第一站，这座
车站凝聚了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它
是青藏铁路的终点，是“两路精神”
的重要象征。如今，“坐着火车去拉
萨”是进藏旅游的重要途径。

当火车飞驰在青藏高原上时，很
多游客都会凝神车外，欣赏外面的大
好风光。在一些重要的点位，车内的
乘务员还会向游客讲解青藏铁路的历
史，让人们了解这条“高原天路”修
建中所遇到的诸多困难。

如 今 ， 老 景 点 有 了 新 内 涵 。 今
年，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
路通车，复兴号实现全国 31 个省区市
全覆盖，拉萨也是拉林铁路上的重要
节点。从西藏第一条铁路到复兴号飞
驰雪域高原，拉萨站见证了西藏交通
事业的变化。

拉萨烈士陵园始建于 1955 年，园
内主要由纪念馆、纪念碑、悼念广
场、墓林、英烈亭、英烈墙组成，安
葬有烈士墓 1202 座及因公牺牲、病故
的 十 八 军 战 士 等 其 他 公 墓 1086 座 ，
2016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烈士
纪念设施”。在西藏和平解放及解放后
的各个建设时期中，许多人把热血抛
洒在西藏，把生命奉献给西藏，忠魂
护佑雪域高原七十载。

对拉萨居民向军来说，拉萨烈士
陵园有着家里两代人的记忆。作为十
八军战士的后代，向军父亲的遗物收
藏在拉萨烈士陵园的展览馆内，父亲
曾作为战士参与修建川藏公路；而他
的表弟，一名军人，也在出差时因公

殉职。在向军周边，像他一样的家庭
并不少——家里不止一个人为建设西
藏而牺牲。看着往来的游客，向军认
为，只有把这些故事让更多人知道，
才能将英雄精神传承好。

民族团结奏欢歌

“门巴风情·雪域欢声”线路主要
位于山南市，沿途不仅有少数民族的
门巴风情、壮丽的自然风光，更有边
境小康村建设的累累硕果。

来自北京的游客李楠，从山南出
发，一路走到森木扎景区。问及观
感，他大呼：“和想象的西藏不一样！”

“门巴风情·雪域欢声”线路从山
南市泽当出发，一路向南，途经拿日
雍措、百花滩观景台、门巴民族新
村、岗亭瀑布和扎木森景区，大多都
在错那县境内的勒布沟风景区。这里
海拔 2400 米，气候湿润舒适，是门巴
人的聚居区。这里和游客想象中的西
藏旅游体验有不小的差别。

走进麻麻乡的门巴民族新村，一
栋栋富有门巴风情的四层小楼错落有
致。村里道路整洁，小桥、流水环绕
其间。依托独特的门巴风情和相对完
善的基础设施，这里已经成为当地有
名的旅游新村。

旅游能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改
善。对世代居于勒布沟的居民来说，
这些年交通条件的进步，始终离不开
西藏自治区推进的边境小康村建设。

据 介 绍 ， 近 年 来 ， 西 藏 各 边 境
县、乡、村充分享受到国家优惠的政
策，水、电、路、居等人民生活急需
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也大大加强。
截至 2020 年底，边境一、二线行政村
公路通达通畅，主电网延伸到全部边
境乡 （镇），实现村村通邮，移动通信
网络全覆盖，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得到
保障。

在 这 里 ， 绿 水 青 山 成 了 金 山 银
山。勒布沟区域的森林植被完善，野
生动物集聚，猿猴呼啸山间，让人深
感自然之趣。

在这里，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
幸福家园建设者”，成为了一种自觉。

走在崭新的村庄、平整的路面，
看着门巴同胞表演的精彩节目，游客
更加明白了“门巴风情·雪域欢歌”这
一线路的内在意蕴。

上图：复兴号列车行驶在西藏山
南市境内。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
本报记者 徐驭尧 琼达卓嘎

夏天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
绿意盎然。驰骋草原之上，清新脱俗
之感油然而生，呈现在眼前的尽是无
边无际的辽阔。湛蓝的苍穹，洁白的
祥云，碧绿的青草，翱翔的雄鹰，驰
骋的骏马，成群的牛羊，汇成一幅美
轮美奂的人间画卷。

向呼伦贝尔西南穿行，进入新巴
尔虎右旗贝尔苏木，有一颗硕大明珠
镶嵌在草原上，它就是远近闻名的贝
尔湖。“贝尔”，一个如此惬意的名
字，蒙语意为“雄水獭”，古时这里盛
产水獭，故此命名。贝尔湖与呼伦湖
相距100多公里，它们遥相呼应，好似
一对隔着草原相望的夫妻，你守望着
我，我远眺着你，而哈拉哈河、乌尔
逊河则像一条源源不断的血脉，将情
意连接起来，经年焕发着爱的力量。

当地传说有这样一个凄美的爱情
故事。在这片草原上，曾经有对恩爱
的夫妻，妻子叫呼伦，丈夫叫贝尔，
他们勤劳朴实，放牧着牛羊，过着幸
福的生活。但是，这让千里之外的大
恶魔心生嫉妒，派人抢夺了他们的房
屋和牛羊，还拆散他们到很远的地
方，永世不能相见。接着，大恶魔又
用魔法干枯草原。善良的呼伦和贝
尔，为了帮助牧民拯救草原，他们不
停地挖掘泉水，挖出的两眼泉水慢慢
变成两个湖泊，滋润着这片草原。但
是，呼伦和贝尔仍不能相见，于是他
们勇敢地跳进泉眼，化作泉水流向了
对方。

从地图上看，贝尔湖呈椭圆形，
好似一枚秀色可餐的大芒果，长 40
公里，宽 20 公里。作为中蒙界湖，贝
尔湖婀娜多姿，水韵犹丰，景色宜
人，堪称湖光美色，水之经典。它隽

秀、清纯，令人顿生爱慕，大地想接
近它，蓝天想拥抱它，太阳想亲吻
它，这就是美丽的贝尔湖。

过了乌尔逊河入河口，贝尔湖一
览无垠，碧波万顷，天水相融，合二
为一，让人感觉不到哪里是天，哪里
是水。

贝尔湖水清澈无比，甘甜爽口，
因与呼伦湖水脉相通，心心相印，流
水鲜活，造就了没有半点污染的美味

水产，很多来此的游客都乐意吃一桌
地道的“全鱼宴”。贝尔湖内鱼种繁
多、鱼量丰富，有鲤子、鲫鱼、鲇
鱼、狗鱼，还有翘嘴白、蒙古红等，
附近的贝尔湖渔业公司产量惊人，有
时渔船一天能网上千斤鱼，它们活蹦
乱跳，腾挪跌宕，让人好生羡慕，渔
民们也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如果在
天热晌午或傍晚擦黑，有时会有鱼跃
水面、鱼跳龙门的景观。

冬天，是贝尔湖最平静的日子，
湖面铺设上一层厚厚的冰，银装素
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雪后冰上
架设起一座座锋利的乳白色冰峰，在
太阳的照耀下，晶莹剔透，蔚为大观。

到 了 四 五 月 份 ， 贝 尔 湖 开 始 苏
醒，它拼命挣扎着，冲破厚厚的坚
冰，敞露那俊美的脸庞，和久别的人
挥手致意，并接受大自然的洗礼。这
个季节也是贝尔湖最热闹、最繁忙的
时候，各色水鸟或低空翻飞，或“蜻
蜓点水”，或盘湖翱翔，此起彼伏，争
鸣斗蛟。湖边上，灰鹤仰首望天，低
头饮水，振翅高飞，排空万里；水面
上，野鸭成双成对，游嬉戏水，或浮
于水面，或沉入水底，忽跃水洗翅，
忽腾空飞翔。

六七月的日子，贝尔湖畔熙熙攘
攘，人声鼎沸，浅水区人水共舞，洗
头浣足，扎猛凫水。八九月朝见明湖
托霞，鸥群南翔，渔舟出洋；夕观碧
波耀金，彩云缀空，归鸥双飞，归渔
划浪；晚看渔户星火闪闪，码头灯光
穿湖，熠熠生辉。

好一派宁静祥和的场景。然而，
谁会想到，80 多年前，在贝尔湖附近
的诺门罕地区，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诺
门罕战争，苏蒙联军和日军投入 20 多
万人的兵力和大量重型武器，时时有
大规模的空战在贝尔湖上空响起……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驻
守在贝尔湖畔上的官兵娴熟地驾驶船
艇，巡逻在碧波荡漾的贝尔湖上，艇
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迎风飘扬，
威风凛凛，官兵们刚毅神勇，劈波斩
浪，纵横驰骋，注视着界湖上的风吹
波动，守卫贝尔湖的幸福平安。

上图：贝尔湖风光。 来自网络

草原明珠贝尔湖
洪建国

从西安去商州，高速公路早已开通。而我们因为路不熟，
阴差阳错上了312国道。过灞河大桥，经蓝田收费站，悟真寺高
大的牌坊进入视野。下车进寺，沿着缓缓的山路拾级而上，凉
风习习。因为下雨，路有些滑，走了不远，就回到了山门。

山门旁边竖有白居易的《游悟真寺诗》的牌子，这首130韵
的长诗是唐代山水诗的代表作。诗中的“王顺山”和“蓝溪
湾”，让我隐约猜测，莫非这条路和蓝关古道有关？

一

出了悟真寺转过第一弯，一条小河即向山道靠拢而来。由
此开始，小河和山道一路相伴，直到玉山蓝河风景区。流水撞
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河谷里溅起洁白的水花。如果说这个时
候给人的感觉还只是水碧山青，那么过了悟真寺2号隧道，拔地
而起的两山夹路的景色，则让人瞬间心绪升腾，忍不住叫出一
声：壮美！

两侧壁立千仞，并峙的山峰像是达成了默契，齐心合力捧
着山道，呵护着小溪。山壁上一块块巨石各有各的形状，各有
各的棱角，看上去像是镶嵌在一起的，仔细端详，又没有任何
人工开凿或垒砌的痕迹。一些路段橙黄色的巨石新鲜干净，仿
佛昨天晚上才有人在此开山修路，刀削斧劈。可另一些路段因
为积年流水，皴染出一条条、一片片黛青色的印迹，又证明山
壁已经在那里久经风雨。

路的左侧有一块黑色的石碑，并不显眼。好在路边隔不远
即有一处从行车道扩展出去的停车观景地点，我们赶紧停下
车，走近石碑，朋友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蓝关古道！”

“筵开灞岸临清浅，路去蓝关入翠微。”许多人都会背上几
首关于蓝关古道的诗，可诗中的蓝关、蓝桥还有蓝溪，到底在
哪儿呢？

就在脚下，就在眼前。
站在石碑旁边向对面望去，一座巨石嶙峋的白色山头格外

抢眼，后面则有两座碧绿的山峰分立两旁，既有奇峰之雄浑，
又有青山之苍翠。蓝关古道，果然不同凡响。

因为知道走上了蓝关古道，所以我们格外留心路边带有文
字的标识。在一处“蓝峪介绍”的宣传栏前，我们认真阅读并
拍照收藏。原来这条山谷俗称蓝峪，而蓝峪中的道路旧称蓝关
道。由于它的重要和险峻，被古往今来、特别是唐朝的文人墨
客激情吟诵，也被称为“唐诗古道”。我们的行程，从白居易的

《游悟真寺诗》 开始的，诗中的“蓝溪”，果然就是与山道并行
的蓝水河。

蓝水河并不是一直和山道保持着相等的距离。有时它突然
一甩，流出一段弧形，此时山道便出现一处“半岛”；有时它又
穿山道而过，山道上便有了桥；有时它还会分出一股，顺着另
一条山谷流去。当然，沿途也有另外的山溪汇入其中。悟真寺2
号隧道旁边有一座石砌拱门，门内即是一条从山上蜿蜒而来的
小溪，溪水汩汩而下，汇入蓝水河。

二

穿过佛爷腰隧道，左侧山上，一束白练般的瀑布，不算壮
观，但非常动人；虽无奔涌之势，却赏心悦目。沿途有多处大
小不一的瀑布，它们冲击山石的声音和路旁小河的流水声，形
成和谐共鸣。

山道弯弯，山回路转，而每一个转弯处，都是风光最集
中、最瑰丽的地方。本来弯道这边的景色已经让人如醉如痴，
可你绝对猜不到转过弯去又是什么景色。过了佛爷腰隧道转过
一弯，我们停下车来，回头一望，迎面群峰竞秀。距转弯处不
足百米，刚刚走过的山道居然已被重重青山遮住，再也看不到
路，只有山，只有云，活脱脱一幅山水画，我们仿佛是从画里
走下来的。

蓝峪两侧，石壁多有裸露，但裸露的石壁丝毫不给人荒凉
的感觉，反倒觉得那是优美旋律中的不同节拍。

过了石洼子梁大约一公里，一个急转弯，路边一块镌刻着
“蓝关古道”的巨石进入视野，并有一条便道朝山上盘旋而去。
千百年来，蓝关古道多次改道，蓝峪旁边还有不同年代的古道
遗址。

车子开到高处一个平台，我们下了车，站在古道上向东面
的群山眺望，只见山连山，山挤山，一山搂着一山腰，一山更
比一山高。站在蓝关古道，遥想上千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冬
天，唐代诗人韩愈在此吟诵“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
前”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三

如果说古道两侧每一块石头都彰显着不同凡响的气势，那
么石壁上古栈道的遗迹则诉说着古道的沧桑。当年的蓝关古道
不仅是东南各地进入关中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央政府进入东南
的“驰道”。秦始皇就曾经两次经由此道出巡，因此，山谷中每
一点动静，都让人想起大秦帝国开疆拓土、巩固统一的马蹄声。

蓝桥镇建在蓝桥驿的遗迹之上。白居易的 《蓝桥驿见元九
诗》 中说“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
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让我们知道，当年蓝桥驿站的墙柱上写
满了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我们在一户农家乐就餐，房东告诉我们，旁边山上刻着唐
朝诗人崔护“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虽然我不能断定崔护的
诗写于蓝桥，但春天时，蓝关古道两侧一定是桃花盛开。

这次外出，我们误打误
撞上了洒满一路的美景和诗
意。在牧护关穿越秦岭巅峰
的时候，回首蓝关古道，忽
然从未有过地感受到：美丽
的风景就是诗和远方。

上图：蓝关古道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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