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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算得上是理塘县最偏远的村庄。从
县里乘车2个小时到下木拉乡，从乡政府到我
们村还有3个小时车程。虽然路途遥远，但村
里的交通条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村前那座
山上有个垭口，通过垭口的道路把我们这个世
外桃源和外面的世界紧紧连在一起，我们的幸
福生活从此离不开这条致富路。

这么远的地方，政府硬是把道路给我们
修通了。我们表达谢意的最好方式就是勤劳
致富，千万不能辜负关心我们的人。因此，
村里根据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靠山吃山，
把原始森林的自然资源尽量开发出来。比如
夏天将新鲜松茸等野生菌及时运出大山卖个
好价钱，同时制成野生菌干片，一来可以保
存更久的时间，二来通过网店可销售到更远
的地方。农闲的时候，我们除了到山上采挖
红景天、黄连等药材，还在自家菜园子里种
上一些珍稀药材。现在我又垫资3万多元专门
收购红景天在网上销售，前几天刚收获一个
大订单，应该能卖个好价钱。路通了真好，
很多东西都变成了宝贝，不仅药材走俏，就
连编的背篼都能卖个好价钱。以前编的背篼
在村里一个只能卖5元，现在运到外面身价翻
番可以卖到一二十元！如此一年忙下来，家
里的净收入已经超过3万元了。

现在我家住的房子宽敞漂亮、整洁舒适、
冬暖夏凉。冰柜里有吃不完的肉，储藏室里有
用不完的山货，酥油茶、牛肉干想怎么吃喝就
怎么吃喝。行走在下马岩村，真的感觉不到偏
僻，城里有的我们这里也有，城里没有的我们
这里还有。村里的这条路，不仅是一条致富
路，更是一条民心路。这条路就像一条金哈
达，连着大家的心，马达一响，村里就热闹，
喇叭一响，就有好事来临。 周晓宏整理

1959年，西藏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民主改革，雪域高原告别旧制度迈入历史新纪元，百万
农奴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60年后的今天，藏族民众彻底告别了落后生活：当暖气入户，拉萨人告别千年牛粪取暖历
史，老阿妈的手掌不再因寒冷而干裂；当网络进村，最偏远地区的牧民都有了手机，不再为联
系不畅大费周章；当电通到各家各户，藏族民众告别了漫长黑夜，数字电视使人们的生活变得
丰富多彩；当一座座现代化医院在高海拔地区拔地而起，生命禁区里有了生命保障……

我今年60岁，出生在拉萨曲水县曲水镇
曲水村。我是农奴的后代，妈妈一出生就登
记在农奴名单上，8 岁开始就得为农奴主干
活。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小腿上还有被农奴主
用皮鞭鞭打过的痕迹。

西藏民主改革前，我们家世代都是农
奴，受尽农奴主的折磨和摧残，农奴主们用
缴税这种看似“合理合法”的方式管理领地，
当农奴交不起税或丢失农奴主家财产时，税则
转变为债，让农奴世代为奴，永远过着悲惨的
生活而不得翻身。奶奶跟我说过，为了养活孩
子，从农奴主借糌粑后还不起，就成了农奴。

西藏民主改革彻底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和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家分
得了牛羊、土地，盖起了新房。我母亲在世时一
直在说，共产党是大恩人，不仅解放了我们，
还分了土地，这在旧西藏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出生于1959年，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
的同学全是像我这样的农奴的孩子。后来我到
拉萨学医3年，毕业后先后在曲水县人民医院
藏药科、县防疫站任职，直到2016年退休。

我现在所在的曲水县60年来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全是泥土路，虽然距离拉
萨市区只有70多公里，但路程要花3个小时。
如今，柏油路通到家门口，路两边是一排排色
彩亮丽、特色鲜明的藏式楼房，跟大城市没区
别。春天到了，我家院子里的小草开始泛绿，
二层钢筋水泥楼房在城里人看来如同别墅。家
里几年前就有了液晶电视、冰箱、消毒柜等一
应电器。我自己享受退休金，孩子们也都有工
作，家里算是小康了。现在什么样的衣服、鞋
子都能买到，糌粑、酥油、肉干和蔬菜水果随
便吃，生活是越过越好了。

是共产党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让
我们的子孙后代都生活在幸福的时代。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整理

西藏大学的校园很美，春天满院子开满
了花，我的学习生活很简单，从图书馆出
来，到篮球场上打上一场篮球，再回宿舍捧
上一本书细细品读，简单、充实、幸福。

和祖祖辈辈被土地束缚不同，我不仅能够
在拉萨的大学校园里幸福地求学，将来毕业后
的选择也是多种多样，既可以到内地发展，也
可以考公务员或者回乡创业。我的两个哥哥现
在分别在西南交大和北京印刷学院求学。

我的家在日喀则市谢通门县达那答乡扎
西顶村，距离日喀则市区 30 多公里。爷爷告
诉我，家里上几辈人都是农奴，以前村子周
围的大片土地都是贵族的。经过民主改革和
土地联产承包，由于我家人口多，分到的土
地有70多亩，种植青稞、小麦、豆子和油菜。

我的小学一二年级是在村里念的，条件
相对较差，一个老师、两间教室、3 门功课，
四五个人看一本教材。国家和自治区对义务
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到了三年级，我到乡
里的完小读书，条件好了很多。从 1985 年
起，西藏实施教育“三包”政策，在免费接
受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农牧民子女包吃、
包住、包学习费用。到2012年，西藏全面实现
了从学前到高中的15年免费义务教育。我上的
是师范专业，连上大学都是免费的，每学年还
能领到国家给的3000元助学补助，县里还给每
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奖励2000元。

西藏大学食堂的饭菜很好吃，品种比以
前上高中的时候丰富多了，过段时间就换一
批新菜，上百种的菜品好多都是没吃过的。
我现在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骑自行车在拉萨
周边畅游，最远的一次从学校骑到了罗布林
卡，特别惬意。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和爱好
篮球的同学组建一支业余球队。

本报记者 袁 泉整理

说起来藏族女工本措，总是有些心酸。
沉默寡言的藏族姑娘本措，8年前曾在歌

手韩红的北京藏餐厅“央金玛”工作。她记得
韩红教她们不识字的藏族服务员写字，没有客
人的时候给她们买好吃的聚餐……年迈的阿妈
一直叫她回家，电话里总是哭。于是2010年，
本措离开北京回到青海。行李箱里装着韩红送
给她的羽绒服，可她一直没舍得穿。

本措刚刚来网店干活的时候，大约是一
群藏族女工里面最瘦弱的那个人。我以为她
撑不下去加班的重活，可是她装货时总是那
样利索。她家离网店最远，走路要一个多小
时，冬天的早晨，走到店里头发上都是白
霜。本措既不会骑摩托，又不会骑自行车，
晚上还要走回家给老人和孩子做饭。她对我
说：“嫂子，让我好好干吧，我能行。我想给
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多挣一点儿钱。”

夏天很热。我常常在下午给女工们放假
去县城的澡堂洗澡。本措每次洗好久，说洗
澡好舒服呀。她一个人要照顾一家老小，一
个女人出门总是有风言风语，所以很少有机
会专门到县城去洗澡。我听了心酸了好久。

本措说话的声音渐渐大起来，也渐渐有了
笑声。记得有一天中午，大伙干活的时候，我
听到一个很好听的声音，在用藏语唱歌，柔美
动人，竟然是本措！她说，从结婚到现在，还
是第一次唱歌，那还是小时候阿妈教的藏歌。

可是有一天，本措说不能再来工作了，
怀了第二个孩子。后来其他女工在街上碰到
本措，告诉我：“看见她，眼泪就出来了，她
那么黑那么瘦，挺着五六个月的大肚子……”

一直到第二个孩子出生七八个月了，我
和本措在另一位女工家里相见。她有着属于
母亲的幸福笑容，还是那么瘦弱，但孩子健
壮又结实。本措说，再没法出门干活了，只
能在家里好好照顾老人和孩子。我说，多好
啊，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

说话的时候，本措眼睛里泪水在打转。
她说，嫂子，你啥时到我家来，我给你做羊
肉面片吃。

我所在的德钦县80%以上是藏族
人。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发生在
父老乡亲身上的巨大变化。

我 自 己 的 故 事 也 许 更 有 说 服
力。上世纪 90 年代，我还在读初
中。那时从老家到镇上的中学没有
公路，我和同学们要背着沉重的行
囊徒步到镇上的学校，虽然只有 20
公里，但沿途的悬崖峭壁注定了山
路的崎岖蜿蜒，我们得走上一整
天。如今从我家到学校早已修好了
公路，在悬崖峭壁之中凿出了一条
柏油马路，开车 20 分钟就走完我们
当时需要走一天的路程。

过 去 ， 藏 区 农 村 基 本 可 以 用
“穷”字概括，大山阻隔了散落在其
深处的村庄的发展，吃饱穿暖是生
活的最高奢望。如今，德钦县先后
引进香格里拉酒业、法国轩尼诗酒
业等前来落户，同时在全县推广规
模种植葡萄，7万人的小县城种植了
优质的冰葡萄达 1.3万多亩，极大提

高了藏区民众的收入，有的农户年
收入可达七八万元。德钦县山高谷
深，可耕地极少，所以县政府主打

“特色”牌，一大批高原特产如核
桃、花椒、药材、蜂蜜等成为村村
寨寨的致富利器。

农 村 生 活 发 生 了 看 得 见 的 变
化。过去，一场本可以治愈的感
冒，可能会因为缺医少药夺走一个
人的生命。如今全县医保已达到
100%覆盖，县医院的医疗设备 CT、
B超等设施完备，远程诊疗使藏区民
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得到医疗专家的
诊治，村村都有卫生室，看病难、
看病贵已成过去。所有适龄儿童都
接受免费义务教育，高原农牧民子
女享有生活补贴，让孩子们衣食无
忧，“上不起学”也成了历史。

我第一次看电视节目是在上世纪
90年代初的中学里，全校只有一台大
概20多英寸的电视机，老师只在周末
才会小心翼翼地搬到球场上播放一

次，黑压压的几百名学生挤在一起，
后面的人根本看不到画面，只能听声
音。如今，不仅电视，就连宽带网络
也已接进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农牧
民用上了智能手机。

这几年，我走遍了全县的村村
寨寨，通讯网络全覆盖，交通四通
八达。所到之处，村寨道路两边停
满小汽车、大货车、农用车。这些
看得见的变化被父老乡亲编成弦子
唱词，融进歌舞中：“金色的太阳照
耀大地，是党的光辉温暖了人民的
心……” 江 初整理

今日藏家喜事多今日藏家喜事多今日藏家喜事多
农奴后代
幸福多
● 尼玛次仁

西藏曲水县人民医院退休医生

兄弟三人
上大学
兄弟三人
上大学
● 吉 巴

西藏大学文学院大一学生

▲ 吉巴在宿舍里温习课堂笔记

● 格绒扎西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理塘县下木拉乡下马岩村村民

本措何时
再打工

● 马金瑜
青海 草原珍珠微店店主村村寨寨大变样

● 格茸卓玛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副县长

四世同堂甜蜜蜜
● 加木考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佐盖曼玛镇洒洒拉村村民

▶ 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理
塘县下木拉乡下
马岩村村民格绒
扎西和孩子们在
自家宽敞的藏房
里。

周晓宏摄

我家所在的洒洒拉村是个海拔
3000 多米的半农半牧村，家里现有
20 多头牦牛、27 亩地。地里种了青
稞、燕麦、油菜、豌豆，还有饲草
料。因为地势坡度大、土壤肥力不够
的原因，土地每年有一半时间要休
耕。收成好的话，亩产量在270到280
斤，虽不算高，但吃饭足够。

我今年 67 岁，家里一共 11 口
人，四世同堂，两个曾孙也已上了幼
儿园。幼儿园 2017 年建成，走路二
十来分钟就到。早晨送过去，傍晚接
回家，娃娃们在那里吃得好、睡得
好、玩得好，我们很放心。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过去家
里条件差，凑不够学费，只能供大儿
子一人读书，小儿子只读到小学，女
儿只读到初中。今年我的小孙子就要
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毕业，学的是美

术专业，参加比赛拿过很多奖，找个
好工作肯定没问题。

现在，村里有卫生室，乡上有卫生
院，看病比过去方便多了，有了病不再
拖着、忍着。更让人高兴的是，现在医
药费报销比例很高，有的病能报销七八
成，负担大大减轻了。去年，大孙子动
了两次手术，在州上住院那一次，自己
掏了不到300元。听儿子说，现在都是
先看病、后付费，经济困难的老百姓也
不用担心看不起病了。

2016 年，村里通了宽敞平坦的
柏油路，我们出行再也不用走坑坑洼洼
的土路了。那一年，政府还帮我们改
水、改厕，现在家家户户人畜分离，既
卫生又干净。装上了电热水器，还能天
天洗澡。过去，男人洗澡夏天到河
里，女人一年最多只能洗两三次澡。

不久前，孩子们给我买了个手机

当生日礼物。我现在也会用微信视频、
语音聊天了。我的通讯录里有70多个
联系人，闷了就找他们说说话。最近这
几年，我和朋友们一年出去旅游两次，
北京、上海、拉萨我都去玩过了。

我小时候经历过缺吃少穿、互相
接济的岁月。现在百姓吃的穿的用的
都不缺，过上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好日子，就像草原上的格桑花一样越
来越红火！ 本报记者 付 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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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茸卓玛▲ 格茸卓玛

村里通了
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