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21年1月1日 星期五

走进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太阳光辉照耀“藏东明珠”
本报记者 李嘉宝 鲜 敢

横断山脉连绵巍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并行奔腾，瑰丽的山水融入独特的高原气候，
造就了令人神往的“藏东明珠”——昌都。

昌都市地处西藏自治区东部，滇川青藏四省
交界地带。这里曾是茶马古道重镇，康巴文化产
生的沃土，也是今日川藏、滇藏公路的必经之地。

1950年10月，昌都解放，拉开了西藏解放
的序幕。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雪域高原冉
冉升起。

如今，11.86万平方公里的昌都大地上，生
活着藏族、汉族、回族、纳西族、白族、蒙古
族等36个民族，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总

人口中占比超过95%。近日，中国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公布第八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
范单位，昌都市榜上有名。

70多年来，太阳的光辉照耀美丽的“藏东明
珠”。昌都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迈
向美好的新生活，民族团结格桑花正处处绽放。

谁不说“金珠玛米亚木哥！”

昌都市江达县岗托村旁，滔滔金沙江奔
涌向南。隔江望去，对岸就是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德格县。

1950年10月6日凌晨，住在岗托村山中
的小普巴被一阵密集的枪声惊醒。天亮后，
他听到大人们都在激动地说：“是金珠玛米

（藏语“解放军”） 来了！”
普巴后来才知道，那天，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十八军强渡金沙江，在岗托村打响了昌
都解放的第一枪。战斗结束后，岗托村里升
起了五星红旗。

“那个旗红红的，真是好看！”8岁的小
普巴心里这样想。

小小孩童对“金珠玛米”好奇得很，他
常常一个人溜到解放军的驻地附近偷看。

“小时候，我被凶恶的农奴主欺负怕了，胆子
很小，不敢靠近解放军。”普巴说，“后来我试
着丢过去几个小石子，他们都冲着我笑。”

渐渐地，解放军的驻地成了小普巴最爱
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第一次吃上热乎乎的
白米饭，知道了延安、北京，知道了毛主席。

“解放军不要一头牛羊，还给我们分粮
食、修路。谁不说金珠玛米亚木哥 （昌都藏
语方言‘好’）！”普巴说，“咱们也和解放
军亲如一家！那时候，村里的9条牛皮船都
拿出来，支援解放军后续部队渡江。大人们
端着酥油茶，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五星红旗照耀下的岗托，人人喜笑颜
开。“民主改革后，我们分到了土地、草场
和耕牛，翻身做了主人。自从金珠玛米来
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普巴高兴地说。

随着川藏公路全线贯通、金沙江大桥建
成，国道 317 线在岗托村连通了金沙江两
岸，岗托村的区位优势不断凸显。2012年，
在专项资金的扶持下，岗托村实现道路畅
通。许多村民瞅准机会，跑物流、开民宿，
风风火火干起来，钱袋子越来越鼓。2018
年，村里3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摘帽。

漫步金沙江畔，一座当年藏汉军民团结
战斗的雕像格外引人注目：十八军战士们高
举旗帜，吹响号角，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藏族
群众牵着牦牛，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70
多年过去，民族团结的红色基因，早已融入
了岗托人的血液中。

“岗托村藏汉党员干部齐心协力传承优
良传统，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岗
托村选派第一书记薛伟告诉记者。从参军入
伍到扎根基层，这位不到 30 岁的汉族小
伙，在西藏一待就是10年。

村民泽旺平措家的房子挨着金沙江，观

景视野极佳。得知他想开民宿，薛伟忙前忙
后，联系技术人员帮助他设计装修。平日
里，不论大事小事，薛伟总是随叫随到，成
了藏族群众的贴心人。“薛书记的电话早就
存好喽！”普巴笑着说。

今天，在岗托村许多户人家的屋顶上，
一面面五星红旗猎猎招展。最令岗托人自豪
的，是“西藏解放第一村”的红色名片。

年岁已高的普巴，每个月仍坚持爬上屋
顶，换上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10岁的孙子普
布次仁和7岁的孙女江拥卓玛常常陪着他。

“小时候，金珠玛米告诉我，五星红旗
上的星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族
人民大团结！党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能
忘！”两个娃娃簇拥在普巴身边，静静地听
爷爷讲过去的故事。那情景，一如 70 多年
前那般动人。

康巴好姐姐成了致富带头人

江达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驾校，着
实不方便。

这座被称为“藏东门户”的县城，毗邻四
川、青海两省，是沿川藏线317国道入藏的第
一站。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许多江达人就开
始靠跑运输谋生计。然而，为了拿到驾驶
证，江达人一度要翻过海拔超过 4000 米的
宗拉夷山，到数百公里外的昌都学开车。

“为什么不在江达办一所驾校？”2014
年，嘎通村村民拉措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说
干就干，她拿出自己打工的积蓄，又东挪西
借凑足钱，办起了江达县第一所驾校。六七
年时间里，这所驾校为江达县各族群众提供
了极大便利，2000多名农牧民在这里拿到了
驾驶证。

在驾校的训练场上，身着深红色藏袍的
拉措正热情地迎来送往。这位身材高大的康
巴女子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笑声爽朗，令
人如沐春风。

“看着大家开着自己的车子，奔波在自
己的致富路上，我很开心！”拉措笑着说。

这几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拉措的驾
校承办了“精准扶贫驾驶技能培训班”。建档
立卡贫困户来学车，所有费用全免。许多贫困
户靠着这本驾驶证，找到了工作，摘掉了穷帽
子。2017年，闲不住的拉措又办了一个民族服
装加工厂，车间就设在驾校院子的一栋楼里。

“在我这儿工作的，各个民族都有哩！”
拉措说。

住在嘎通村的梁震余年近古稀，生活困
难。拉措一直牵挂着这位汉族老大哥。几年
前，她请梁震余来驾校负责简单的安保工作。
看到梁震余的生活有了保障，拉措放下心来。

“藏汉一家亲嘛！不分你我。”拉措说，
“梁大哥还给自己起了个藏族名字，叫扎
西。大家的关系更近啦！”

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西
藏自治区“最美格桑花”、全国“三八红旗
手”、十九大代表……各种荣誉纷至沓来，
拉措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创业“能人”。

如今，担任嘎通村党支部书记的拉措，仍
是群众们眼中热心肠的“好姐姐”。村民们到
县里办事不会讲汉语，她跑前跑后，跟着当翻
译。疫情期间，她停下服装生产线，组织工人
生产了5000多个口罩，到菜市场挨户分发。

“熟悉的汉族朋友叫我‘多管局局长’，
意思是什么事都爱张罗着管一管！”说到这
儿，拉措的笑声格外爽朗愉悦。

民心工程让群众端稳“饭碗”

记者第一次走进苏洼龙水电站建设现场
时，是 2020 年的初秋时节。藏东高原上的
阳光依旧炽烈，滚滚江水泛着点点银光。大
坝上，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运输车辆穿梭
往来，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苏洼龙水电站位于四川巴塘县与西藏芒
康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上，是“十三五”中央
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由中国华
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

“国家建的这个大项目，给了孩子一条
好出路！”说这话的，是住在附近的藏族大
姐次仁拉姆。那时，她刚收到女儿昂旺卓玛
从四川寄来的工资。次仁拉姆心里欢喜得
紧，脸上的笑藏不住。

次仁拉姆今年 50 岁，曾是芒康县索多
西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过去，她靠四处打
零工独自拉扯着两个孩子，日子很苦。大女
儿昂旺卓玛在学校成绩不错，但因生病没能
参加高考，这可愁坏了次仁拉姆。

2018年，昂旺卓玛经过资格审定和层层
选拔，考上了中国华电助力藏区脱贫攻坚

“三定培养”班。这个项目主要面向川藏两
省 （区） 中国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项目所在
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适龄青年，进行“定
向招生、定向培养和定向安置”。

“学费全免，还分配工作，总算可以放
心啦！”得知女儿是索多西乡仅有的 8 名学
员之一，次仁拉姆很骄傲。

在两年的时间里，昂旺卓玛系统学习了
水电站运行及管理的专业知识。培训结束
后，她被安排到中国华电在四川的一家运行
水电站实习。等 2021 年苏洼龙水电站全面
建成投产后，昂旺卓玛会回到苏洼龙工作，
不仅离家近，工资还能翻一番。

现在，次仁拉姆正热切盼望着苏洼龙水

电站竣工的日子。那天，也是她家的团圆日。
而对索多西乡安麦西村的格松曲珍来

说，苏洼龙水电站就是她的家。
2017 年，24 岁的格松曲珍入职苏洼龙

水电站物业公司，在员工餐厅做了一名服务
员。很快，这个热情开朗的藏族姑娘被提拔
为餐厅领班，一年下来能有4万多元收入。

“我还在这里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格松
曲珍羞涩地笑了。2019年，格松曲珍和来自
兰州的汉族小伙杨鑫善喜结连理。杨鑫善是
苏洼龙水电站的一名现场监理。小夫妻携手
奋斗，谱写了藏汉团结的佳话。

“这样的民族团结家庭，在苏洼龙多着
哩！”格松曲珍身边的同事打趣道。

高原葡萄酒酿出醇厚民族情

在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家家能酿葡
萄酒。在这里，自然发酵和手工酿造的传统
工艺已传承百余年。

洛松次仁从小就浸润在葡萄酒的芬芳
中。“怎样树立自己的葡萄酒品牌？”接下了
父亲的酿酒作坊后，他一直苦苦思索。

不久前，记者来到洛松次仁的葡萄酒公
司。从数百亩高品质酿酒葡萄种植园区，到汇
集多国先进设备的生产车间，再到琳琅满目
的葡萄酒展览区，健谈的洛松次仁逐一介绍。

“我的汉族老师高捷，是我的好搭档！”他说。
2009年，26岁的洛松次仁来到西北农林

大学葡萄酒学院学习，结识了葡萄酒学博士
高捷。高捷只比洛松次仁大一岁，两个“80后”
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技术，亦师亦友。

“您能到盐井做葡萄酒吗？”直率的洛松
次仁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西藏有葡萄吗？能达到酿酒标准吗？”
从没到过盐井的高捷，心里满是疑问。

在洛松次仁的邀请下，高捷来到芒康地
区考察。地处干热河谷地带的芒康，降水
少，病虫害不多，再加上高原光照充足，昼
夜温差大，无疑是种植葡萄的天然沃土。考察
后，高捷的连连赞许让洛松次仁信心十足。

2009年，高捷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和洛松
次仁共同创办了一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创业
第一年，公司就建起实验室、生产车间和包
装车间，获得了国家食品质量安全认证。2011
年，公司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的第一批优质
葡萄酒。洛松次仁以滋养高原葡萄的达美拥
雪山之名，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达美拥”。

多年来，公司的研发中心汇聚了来自不
同民族的多位技术专家。在互学互鉴的团结
氛围中，具有悠久历史的盐井葡萄酒不断推
出新品，屡获国际大奖。

“我们每年都组织技术团队到内地高校

和科研机构交流，也接纳内地大学生来公司
实习。”洛松次仁说。

盐井纳西民族乡是多民族聚居区，生活
着纳西、藏、汉、白等多民族。在洛松次仁
看来，要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必须形成
产业集群。“带动周边的葡萄种植户参与进
来，不仅能解决公司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
还能使乡亲们增收致富。”他说。

2016 年 5 月，洛松次仁的公司成立了
“达美拥扶贫办公室”。近几年，公司持续通
过“企业+协会+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
芒康县南部三乡 （曲孜卡乡、盐井纳西民族
乡、木许乡） 各族群众种植酿酒葡萄达1万
亩，每户年均增收超过8000元。

“先品一小口，再饮一大杯。”在盐井，
喝葡萄酒的习惯多了几分高原儿女的豪迈。
细细品味，甜蜜的生活和醇美的情意，都在
里头。

▲2020 年 9 月 25 日，昌都市江达县岗
托村，村民普巴在屋顶上换上崭新的国旗。

▼2020年 10月 7日拍摄的
昌都市风光 （无人机照片）。

▼2020年5月6日，昌都市芒康县木许
乡阿东村，村民在葡萄园里忙碌。

（本版照片均由新华社记者詹彦摄）

▲2020年10月8日，庆祝昌都解放70周
年专场文艺晚会上的舞蹈《美酒敬盛世》。▲2020 年 9 月 18 日，一名儿童在昌都市

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玩耍。

记者手记

因为工作原因，每年都会
到昌都采访，这些年也算是经
历了藏东大地的点点变化。

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
起的地方、西藏第一所现代
化学校办起的地方……昌都
拥 有 西 藏 的 诸 多 “ 第 一 ”。
汉、藏、纳西等民族世居在
这美丽的“藏东明珠”，来到
这里的人们无不会深切感受
到各民族团结奋斗奔向美好
生活的勃勃朝气。

昌都盐井，是西藏唯一一
个纳西民族乡。据格萨尔史诗
记载，格萨尔王和纳西王为争
夺盐池，曾在这里进行激烈战
争。如今，藏族和纳西族群众
家的盐田高低错落，横纵相
连，是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
更是各族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饱含对少数民族贫
困群众的深深牵挂。昌都山高谷深路险，
贫困发生率一度居高不下。在中央的号召
下，近年来，昌都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奋
斗，投入到脱贫攻坚的时代热潮中。2019
年底，昌都实现全部县区脱贫摘帽。

采访中，一位老人的话让我印象深
刻：“经历多了，更觉得当前的稳定局面来
之不易。各民族团结一心，我们就能把前
路走成坦途。”

（本版责编：潘旭涛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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