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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黑暗迎来光明，告别苦难迎来

幸福。61 年前，天翻地覆的民主改革开

启了西藏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阔步前行的新征程，让西藏人民走上了

一条幸福安康之路。如今的西藏，城乡

面貌日新月异，美丽乡村星罗棋布，特

色产业突飞猛进，从雅江两岸到三江流

域，从珠峰脚下到羌塘草原，处处呈现

出人民安居乐业的喜人景象。

幸 福 生 活 甜 如 蜜 ，美 丽 乡 村 入 画

来。干净整洁的藏式小院，配套齐全的

家电设施，方便快速的通信网络……近

年来，林芝市朗县朗镇其次村次仁卓玛

一家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见到次仁

卓玛时，她正在大棚里给蔬菜浇水。宽

敞温暖的大棚里，各式蔬菜种类繁多，

长势良好，一片郁郁葱葱。“正是有了党

的好政策，我们的生活才越来越好了。

我相信，只有靠自己的勤劳双手过上幸

福生活，才是对党和政府的最好回报。”

次仁卓玛说。

搬出大山来，拥抱新生活。走进拉

萨市城关区恩惠苑小区，一栋栋安置房

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搬迁过来的群众在

这里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2016

年，贡嘎老人和女儿享受易地扶贫搬迁

政策，从林周县北部的大山沟搬到恩惠

苑小区，住进了 80 多平方米的电梯公

寓，平日里还经常乘坐公交车去宗角禄

康公园观看各种文艺演出。“作为一个

翻身农奴，特别能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

活有多甜蜜。国家走进了新时代，我们

全家的生活也走进了新时代，相信以后

的生活会更美好。”贡嘎老人乐呵呵地

说道。

横连东西、纵贯南北、放射机遇，一

张便捷高效的公路网渐次织就，成为拉

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南环路的

建成通车让堆龙德庆区乃琼镇加木村的

交通更加快速通畅。“路修好了，我们加

工的农副产品的运输渠道更加方便快

捷。”加木村党支部副书记边巴和他的儿

子们感激地说道，“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也要懂

得感恩报恩。”近年来，通过劳动致富的

边巴成立了糌粑加工厂、菜籽油加工厂

和服务公司，带动周边 280 余人增收致

富，村民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阳 春 三 月 ，走 进“ 西 藏 解 放 第 一

村”——昌都市江达县岗托镇岗托村，处

处是一片繁忙景象。打包用具、运送水

泥、拆除木柱……多户人家正在忙活着

翻新房屋。虽然从外观上看房子并没有

破损之处，但村民贡松格来还是决定重

新装修一下。他家在村里的主干道旁，

这极大方便了他运送各种物资。“这些年

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政府的好政策，

我家的房子才有了今天的样子。”这次，

贡松格来打算将外墙加固一下，再将窗

户扩大，让屋子更加亮堂。贡松格来从

18 岁起贷款买了车，便以跑运输为生。

随着道路的改善，他开的车越来越好，载

重量也越来越大，每年的收入也在不断

增加。“你在村子里走一走看一看，现在

谁家的房子不是又大又漂亮啊！谁不说

现在的生活真是好啊！感谢国家给我们

提供这么好的条件。”

72 岁的老阿妈格桑一家三代 9 口人

居 住 在 那 曲 市 安 多 县 扎 仁 镇 错 那 湖

旁。随着日子越来越旺，儿子嘎玛斯塔

也更加注重孩子们的文化教育。在他

的鼓励下，三个孩子分别考上了西藏民

族大学、拉萨江苏中学和珠海市第四中

学。“奶奶小时候的日子很苦，我们一家

10 口人挤在一个小帐篷里，夏天漏雨，

冬天漏风，晚上冷得受不了，我们姐妹

几个就抱在一起互相取暖。现在，你们

赶上了好时代，西藏民主改革后，党的

政策好，吃、穿、住都不愁，看病有医保，

你们上学还不要钱，在旧西藏只有贵族

的孩子才有上学的权利。你们要珍惜

这 来 之 不 易 的 好 日 子 ，一 定 要 好 好 学

习、跟党走……”看着儿孙们，格桑布满

皱纹的脸上绽开了一朵花。

日子越过越甜，如同一首欢快幸福

的歌儿唱不尽。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西藏各

族人民正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创造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正扬帆远航，西藏的明天将更加光辉

灿烂，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见到 78 岁的普巴时，他正和

孙子、孙女在晒太阳。房顶一角，

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10 岁的普布次仁、7 岁的江拥

卓玛，分别依偎在普巴两侧。普巴

望着村前川流不息的金沙江，饶有兴

致地向他俩讲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十

八军渡江打响昌都战役的故事。

1950 年 10 月 6 日凌晨，十八军渡过

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第一枪。岗托村

得到解放，成为西藏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

地方。

当时年仅 8 岁的普巴，还与父母住在山上

的破房子里。普巴的父母都是“差巴”，“种的

粮食大部分要上缴，肚子就没有吃饱过；没有

像样的衣服穿，只能披羊皮出门，基本上是赤

脚；住的地方很小，一家几口人挤在一块儿，屋

顶还不挡雨，一下雨就湿透。”

在十八军渡江的两三天后，小普巴下山

玩。正是那时，他看到了十八军立在村里的五

星红旗，第一眼就“觉得特别好看”。

一开始，小普巴对解放军有点儿害怕。慢

慢地，他发现，解放军不仅不欺负老百姓，还经

常送东西给村民。他第一次吃到的白米饭，就

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分给他的。

后来，小普巴还经常与村民们一起，观看

解放军放的电影宣传片。通过电影，小普巴和

村民们知道了毛主席，知道了延安，知道了“红

色的旗面象征革命，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联系

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团结”。

红色的种子，在小普巴身体里生根发芽。

1969 年，27 岁的普巴选择当兵，成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部队里，他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1974 年，从部队退伍后，他回到岗托

村

当 村

长 ，带 领

村民发展农业

种 植 ，多 次 获 得 地

区、县里的奖励。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事渐长的普

巴从村干部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革命干事业

的火种薪火相传。

普巴的大儿子江巴成来，是江达县公安一

级检查站的民警，守护着西藏“东大门”。经过

几年的工作磨砺，江巴成来的政治素质不断提

升，于今年初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解放后，岗托村就有不少村民在屋顶挂国

旗、在屋内挂领导人画像。如今，更是家家户

户挂国旗、挂五代领导人画像。

生长在打响昌都战役第一枪的地方，普布

次仁的梦想是“当特种兵”，江拥卓玛的梦想是

“当警察”。“我们希望成为和爷爷、爸爸一样的

人。”兄妹俩说。

“西藏民主改革以来，我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

别是公路交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说起西藏民主改革以来

山南市的发展变化，山南市交通运输局洛扎养护段段长次

旦卓玛很是感慨。

次旦卓玛说，自己虽然没有经历过旧西藏，但小时候经

常听父母讲过去吃不饱、穿不暖，和牲畜一起住在阴森潮湿

的牛棚里的悲惨生活。上学后，她又通过阅读《拉萨真面

目》等书籍对旧西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特别是读到‘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

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

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后，街道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

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与过去的生活一对比，

我特别庆幸自己生在新中国、长在新中国，不然也得过书中

描写的那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次旦卓玛说，“当时的拉萨尚

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就更糟糕了。”

2004 年，大学毕业后，次旦卓玛被分配到山南市交通运

输局养护段工作，成为一名养护工人。工作 16 年来，次旦卓

玛不仅见证了山南市公路交通的发展，更见证了基层群众

生产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过去，山南市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现在不仅有了高

速公路，且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7586 公里，县区、乡镇、行

政村油路或水泥路通畅率达 100%、96.34%、63.09%。”次旦卓

玛说，“公路通畅率的提升，不仅改善了群众的出行条件，更

帮助基层群众走上了富裕路。”

2017 年当选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代表以来，次旦卓玛在

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养护工人和基层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的

同时，经常利用到基层调研的机会，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向

群众宣讲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

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群众一起算“明白

账”，讲清楚惠在何处、惠从何来，

教 育 群 众 做 政 治 上 的“ 明 白

人 ”、发 展 上 的“ 实 干

者 ”，像 格 桑 花 一 样

扎 根 雪 域 边 陲 ，

守 护 好 神 圣

国 土 、建 设

好 幸 福

家园。

德

吉 手 上

套着一次性

手套，踮着脚尖，

用右手从药柜靠上的小

格药箱里取出一把药，动作娴熟地

放进左手备好的小药袋里。

这里是拉萨市城关区八廓社区卫生服务

中 心 的 一 间 藏 药 房 ，来 自 西 藏 藏 医 药 大 学

2016 级药本 2 班的德吉，正在这里度过她为期

3个月的实习期。

德吉是日喀则市拉孜县拉孜镇贡达布村

人，家里属于较典型的传统务农家庭，以种植

青稞为主。2016 年，德吉考进当时的西藏藏

医学院，即现在的西藏藏医药大学，成为 6 个

兄弟姐妹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

德吉笑着说，自己生在了一个特别好的

时代，才幸运地考进了西藏藏医药大学，结缘

藏医药学。也因此，她希望用所学知识回报

国家，回报社会，也带动家人过

上更好的生活。

从 2016 年考进大学，德吉几

乎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她参加

过“甘露宝瓶”等知识竞赛，拿到了

好成绩；参加学校的野外认药考试，

获得“野外认药能手”称号；在学校举

办的“药典”记诵比赛中，她也拿到过

奖。

德吉说，在学校里，无论是学习还是

参加各类竞赛，自己都会加倍努力，不让

自己失望，不让教授自己知识和技能的老师

们失望，也不让家人操心。

“西藏藏医药大学改变了我，这里有很多

像我一样来自偏远农牧区的学生，我们在这

里得到一样的尊重。大家通过学习藏医药学

这门知识，感受到一种自信和自豪感。将来，

我们都将发扬民族传统医药学，为更多的老

百姓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为此而感到高

兴。”德吉说。

和过去相比，德吉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德吉的哥哥布琼在家

门口兴办了一家传统卡垫技艺作坊，她家的

收入因此增加了不少；她的另一位上过高中

的哥哥，正在吉隆通过个人努力创业；德吉自

己也即将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她认为，这得益于党和国家出台的对农

牧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得益于自治区党委、政

府大力实施的脱贫攻坚政策。

对未来，德吉充满了希骥。她说：“我一

定要将藏医药发扬光大，用自己的一技之长，

解偏远老百姓身体上的苦痛。”她希望毕业

后，能用所学的藏医药知识，回馈家乡的父老

乡亲，“这是我的愿望”。

西藏和平解放后，远在青海偏僻乡村的父辈们，从一个

个每日放牛种田的农家孩子，走出乡村，一路求学，成为国家

干部，成为共产党员。这是久毛措父母那代人的解放“福

利”。

年轻的久毛措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一

家待遇较好的央企外贸公司上班，

在所有人认为久毛措的生活

顺利、体面的时候，她为

了 从 事 自 己 热 爱 的

教 育 事 业 ，毅 然

决 定 辞 职 ，重

新 学 习 ，赴

海 外 留

学 ，并

选 择

回

国后在高校从教。这是久毛措这个年代赋予人们的实现自

我价值的发展机遇。

作为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兼博士生导师的久

毛措，在平时的授课中常常将思政教育穿插到自己的专业课

程教授中，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巨变的

实际，让学生们了解过去、学会感恩，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

活。

久毛措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废除政教合一的

封建农奴制度，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了中国历史

发展规律，更顺应了西藏人民希望获得民主自由的强烈愿

望。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以主人翁的姿

态，推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辉煌成就。

久毛措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主要是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她

说：“2019年，西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97.82亿元，增长 8.1%，

增速位居全国第二；2015 年底，西藏的贫困发生率还高达

25.32%，如今 74个县区已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在她看来，种种

实例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西藏人民如今的美好生活 。

问及对现在年轻人的教育，久毛措说：“如今的美好生活

来之不易。年轻人要学会思考、学会感恩、学会珍惜，更要努

力奋斗，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养和能力，在前

途一片光明的社会大环境中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社

会价值。”

2009 年 1 月 19 日，西藏自治区

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与会的 382

名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

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

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将每

年的 3 月 28 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

解放纪念日”。

61 年前的 3 月 28 日，在中国共

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以解放农奴为

核心目标的西藏民主改革运动拉

开了序幕，由此开辟了西藏从黑暗

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

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

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新纪元。

这是新西藏和旧西藏的一个

重要分水岭，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的伟大日子！

纪 念 的 意 义 在 于 勿 忘 历 史 。

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就是要让包括藏族在内的全体中

华民族永远牢记 61 年前西藏平叛

和民主改革这一历史性事件。

从废除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

建农奴制、实现百万农奴解放到今

天，西藏走过了 61 年的光辉历程。

在滚滚历史长河中，我们不能忘记

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残酷与黑暗，

更要牢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

各族人民坚决平息达赖集团全面

武装叛乱、彻底解放百万农奴，使

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高声把

歌唱，当家做了主人。

经历过严冬的人，最懂得春天

的温暖。今天的西藏，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人

民安居乐业，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

的 景 象 。 新 西 藏 的 新 发 展 、新 变

化、新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

珍惜，有决心和信心与全国人民一

道开创更加幸福的未来。

吃水不忘掘井人，幸福全靠共

产党。西藏各族人民永远铭记，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新

西藏。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

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西藏才会有繁

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勿忘历史，铭记党恩，奋勇前

进！

奋斗高原人 生活甜如蜜
本报记者 裴聪 王珊 周婷婷 万靖

在 感 恩 中 奋 进
马晓艳

要 感 恩 要 珍 惜
——访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久毛措

本报记者 次仁片多 索朗琼珠

守护好神圣国土 建设好幸福家园
——访山南市交通运输局洛扎养护段段长次旦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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