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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

是国家的号令。

贫困是人类幸福最大的敌人。而

西藏的脱贫攻坚，难度更甚。

西藏的贫困状况，可用“广”“大”

“高”“深”四字归纳。即贫困人群所居地

域广阔；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人群所处

环境海拔很高；整体处于深度贫困状态。

但是，西藏的扶贫成果，不仅连续

4 年在省级党委、政府扶贫开发成效考

核中，被中央确定为“综合评价好”的省

市，而且绝对贫困已基本消除。

在打赢西藏脱贫攻坚战的征途上，

无数个党员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白伟

伟就是其中的一个。

白伟伟，1985 年 9 月出生于山西省

吕梁市，2004 年 12 月，19 岁的他到西藏

当兵，2007年退伍之后通过考试成为了

山南市乃东县（后改为乃东区）财政局

的一名公务员。

吕梁市位于山西中部西侧，革命战

争时期是红军东征主战场、晋绥边区首

府 和 中 央 后 方 工 作 委 员 会 机 关 所 在

地。一部《吕梁英雄传》，是吕梁人民不

畏牺牲、前赴后继的真实写照。

耳濡目染，白伟伟身上也有着这样

一种英雄气节。

西藏自治区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后，

2015 年 11 月，他主动请缨，申请到乃东

结巴乡格桑村出任第一书记。

格桑村 232 户 854 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 22 户 72 人。2015 年，格桑村被评

为软弱涣散村，基层组织薄弱。

驻村第二天开始，他就在村“两委”

班子成员的带领下，走村入户，了解村

情民意，把脉致贫原因，核实贫困信息。

在调研的过程中，为了做到心中有

数，他每到一户，都会拿出本子，随问随

记，像个学生，很认真。

洛桑卓玛是格桑村的贫困户，她家

三口人中，她自己身体不好，大女儿达

珍在家务农，小女儿益西卓嘎在读书。

家里挣钱的人少，花钱的地方多，生活

过得很艰难。

十一月的乃东县，已是萧萧寒冬。

狂躁的风猛烈地吹着，雪花像刀子一样

被风挟裹，硬硬地砸在人的脸上，如玻

璃碎渣扎人般的痛。但洛桑卓玛一家

却穿得破旧单薄，难御瑟瑟寒风。她们

所谓的家，四壁透风，陋室空空。

看到母女三人自卑、羞涩而又无助

的眼神，白伟伟的心里莫名地难受。

通过调研了解到洛桑卓玛家具体

困难的那个晚上，他又失眠了，自己在

她们眼中如同阳光，携着温暖，那么我

该如何帮助她们呢？

为了使洛桑卓玛家尽早脱贫，他觉

得达珍如果利用农闲去城里打工，也许

能够多挣一份钱。

虽然洛桑卓玛身体不太好，但是农

闲时节还是可以照看庄稼的。

可是达珍能打什么工呢？达珍没

有文化，要是好找工作的话，也许早就

去城里务工了。

不过，洛桑卓玛家令白伟伟恻隐的

同时，也让他发现一个亮点，那就是洛

桑卓玛家徒四壁，却打扫得很干净，这

在当地村民中很难得。

那达珍愿意去做保洁吗？

也许做保洁的工作要好找一些，也

不需要什么文化。

当然，这事还得跟洛桑卓玛母女商

量才行。

当白伟伟将此想法告诉洛桑卓玛

和达珍后，母女俩当即表示太好了，并

连说谢谢。

之后，他便利用周末四处求人，最

后在山南市职业学校为达珍找了份保

洁的工作。

苦寒的生活之路是逼仄、陡峭的，

但关爱之路是宽广、敞亮、备至的。

望闻问切，方能找准病根，并对症

下药。

通过逐户走访调查，白伟伟深刻认

识到，要拔掉穷根，最重要的就是发展

让村民长期受益的集体经济，实现从

“输血”变“造血”。

然而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却比他想

象的要多得多。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与村民之间的沟通问题。如果不能

很好地与村民沟通，自己怎么帮助他们？

他决定首先从改变自己开始：“我

要学会藏语！”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他从此和藏族

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并规定自己每

天要学多少藏语词汇及句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习，他不仅

能够与乡亲们使用藏语交流，与他们像

朋友一样聊天，了解他们的想法，聆听

他们的心声，还能叫出村里每个人的藏

语名字。

爱，是感情的基础，是心灵的焰火，

是距离的天敌。

白伟伟的努力既获得了乡亲们的

认同，也让乡亲们感动，更照亮了梦想

的天空。

虽然自己学习藏语的成绩不错，但

是身为驻村干部、第一书记，他心里非

常明白，自己学习藏语不是目的，要让

格桑村脱贫致富才是目的。

那么如何才能让该村村民脱贫致

富呢？

思来想去，他决定把目光放在项目

争取上。

要想秋天有丰硕收获，你得春天有

播种才行呀！

白伟伟懂的政策多，工作方法多，也

很有韧劲，有了想法，他不怕不能实现。

乃东区财政局局长才仁顿珠对此

印象十分深刻。

有一次为了争取一个项目，白伟伟

守着才仁顿珠谈，让才仁顿珠叫苦不迭

又十分感动。

那几天，白伟伟守在才仁顿珠的办

公室，才仁顿珠忙，白伟伟不打扰；办公

室有人进来找才仁顿珠，白伟伟便端茶

倒水，然后出去转一圈。等别人一走，

白伟伟又回到才仁顿珠办公室，继续谈

自己的项目规划……

反正格桑村这个项目的事情没解

决，他就守在财政局不离开。

就这样，他申请到了投资 8.58 万元

的能繁母猪养殖项目。之后，用同样的

方法，他又申请到了投资 30 万元的高

效奶牛养殖项目。

这些项目，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破天

荒的“种子”，在原始荒僻的格桑村里生

长，为脱贫致富注入了新的动力。

白伟伟带着村民们努力地行进在

脱贫攻坚的艰难道路上，但却不时遇到

一些麻烦，阻逆脱贫的方向。

2016年７月，一场突降的暴雨引发

了格桑村二组擦沟段洪涝灾害。

白伟伟迅速与村“两委”班子组织

干部群众投入到防汛抗洪工作一线，挖

填坑洞、搬运沙袋、清除路面淤泥，确保

村民生产生活安全。

爱在奔流，灾情在退却。忘我地工

作，也让白伟伟付出了代价：他的右脚

被石头砸伤，鲜血直流，把他穿的凉鞋

都染红了。

“天啦，白书记，你快看你的脚，流

了这么多血！”村主任索朗达杰突然指

着白伟伟的脚惊呼。

白伟伟装作没事：“没关系的，刚才

被石头砸了一下。”

“你看血流得好厉害，而且脚也砸

青肿了，快到村医务室去治一下。”

“这有啥？”白伟伟笑了笑说，“我曾

是军人，军人有一条铁律，轻伤不下火

线。”

他说着，撕下自己所穿背心的一

角，对伤口进行一番简单包扎，便忍着

剧烈的疼痛，继续投身到防汛抗洪的战

斗中。

洪水最终退去了，村民们的损失也

降到了最低，但由于白伟伟脚上的伤口

当时处理得不好，所以感染了，灌了脓，

上医院治了一个多月。

2016 年 8月 22 日，白伟伟的脚伤终

于治好了，但这天他去医院取脚上的纱

布，给伤口拆线，准备快乐地开始健康

人生的时候，却又因一件突然发生的事

而昏了过去……

“在别人困难的时候能帮就帮一

把 ，锦 上 添 花 容 易 ，难 得 的 是 雪 中 送

炭。我要做一个雪中送炭的人！”

白伟伟以军令的方式要求自己这

样做。

看到村民磨糌粑粉不方便，白伟伟

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 1 万元建造了水

磨坊，自此，全村人都到这里来磨糌粑，

省时又省力。

通过调研了解到格桑村幼儿园的孩

子中午休息的条件不好之后，他又协调

有关部门，为孩子们争取到了床上用品，

以及一辆运输用的电动三轮车。

白伟伟不仅是一位实施脱贫攻坚政

策的好干部，还是村民心中的“活雷锋”，

修电脑、修家电、修汽车、换灯管……什

么活他都干得有模有样。

当修理工当然不是白伟伟进行精

准扶贫的措施和高明，他的高明在于能

够慧眼识未来。

为了格桑村有更多的土地，他特地

请相关人才到村里考察，发现村里的戈

壁只要平整之后，便能弄出 2000 多亩

可以耕种的土地，这可是好资源啊！

为了使这个规划变成现实，他认认

真真地做了可行性报告。这个可行性

报告不仅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

也得到了广大村民的积极支持。之后，

他发现乃东区财政局院子里有一辆停

放未用的装载机，简直心花怒放：有装

载机来平整戈壁，岂不比靠人工平整要

事半功倍？

他又开始了游说与奔波，像春风缠

绕大地，并最终免费借来了这辆装载

机。

村民投劳，有机械化协作，这个项

目很快实施起来。

看到这片即将“开垦”成功的 2000

多亩土地，村民们垂涎欲滴，这时白伟

伟说话了：这片土地每个村民都有份，

因为今后靠这片土地赚的钱，归村集体

所有，用于改善民生。

荒废了千年万年、被戈壁垄断的土

地，在白伟伟的领导之下，在格桑村村

民的齐心协力开掘之下，正在焕发出生

机与活力。

而白伟伟自己春的季节，却在默默

地离他而去。

家里人一直催白伟伟结婚，并给他

在吕梁老家介绍了一个女朋友，但忙于

格桑村脱贫攻坚工作、忙于把戈壁滩变

良田的他，却一直抽不出时间回老家相

亲。

为此事催促多次的父母见他仍不

当回事时，父亲忍无可忍：“我不跟你说

这么多，你今年必须回来相亲！否则我

没你这个儿子！”

“好吧！好吧！我年底回山西相

亲！”

脱贫攻坚的任务很重，父母的话又

不能不听，孝顺的白伟伟只能认真考虑

这件事了，他决定利用 2017 年休年假

的时间回老家相亲，同时把农村的房子

装修装修。

好几年没有回过山西老家，白伟伟

何尝不想念父母？不想念家乡？不渴

望拥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夜深人静，情

难自抑，他会将手机里的山西民歌翻出

来听，其中放得最多的就是《人说山西

好风光》。

不过，再想念、再渴望、再情难自

抑，他都是理智的，有所取舍的：对家乡

亲人的思念，细想起来，那只能算是儿

女情长，而脱贫攻坚，才是大气大义之

事。我是吕梁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

统，“男儿不怕千般苦，女儿能绣万种

花”。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脱贫攻坚的

事业之中，也是吕梁精神的传承。

父母催婚急，认真想想，这当然是

人生美好的事。

自己人生中美好的事，当然更应包

括格桑村这 2000 多亩从戈壁中开垦出

的，就要完工的土地。

2017年年底两桩美事将顺利呈现，

太棒了！

然而，当格桑村 2000 多亩从戈壁

中新开垦的土地刚刚完成之时，决定利

用年假动身回山西探亲的白伟伟，却病

倒了。

这世间最能焕发生机的是什么？

是真爱，是挚情，是水土，是与阳光

同行！

2017 年 12 月 10 日，白伟伟的身体

有些不舒服。忙于脱贫攻坚任务的他

并没有多在意，以为只是个小感冒，买

点药吃吃，多喝水，慢慢就会好。

谁知吃过药之后感冒症状非但没

有消失，他的身体还发起烧来。

2017 年 12 月 14 日下午，由于头痛

欲裂，意识到自己的病有些严重的他，

才请假去了诊所看病。

医生在给他诊治时说，他又咳嗽又

发烧，病情严重，要注意休息。

但是拿了药之后，心里想着工作的

他又立即返回岗位，为脱贫攻坚战斗。

这次感冒确实有些厉害，医生所开

的药物也没效果，白伟伟越烧越厉害。

他觉得可能要输液才行。因为除

了发烧以外，身体还乏力，呼吸还困难。

2017 年 12 月 16 日下午，忙完工作

后，他又拖着不适的身体，到诊所输液。

就这样连续输了两天液。

疾病噬咬着身体，工作又不愿停，

这是一场拉锯战。这次，身体的高烧仿

佛跟白伟伟较上劲，始终不退。

可怕的还有程度越来越深的咳嗽，

越来越乏力的气喘。2017 年 12 月 18

日，他还咳得咯血了。

咳了这么些天，喉咙咳破了，咳出

点血丝很正常。他不着急，因为这种情

况以前也有过。

但是这次医生却着急了，呼吸困

难，咳嗽咯血，这是感冒吗？

“不能再这样输液了！我们这里医

疗条件有限，你的病不能拖，万一是肺

水肿怎么办？”

医生不容商量，于当天将他转到了

山南市健民医院。

不幸言中！

山南市健民医院在对白伟伟进行

检查之后发现，他的感冒由于延误治

疗，已致肺水肿。医生立即对其采取利

尿、强心等药物治疗，并给予吸氧、镇静

治疗。

继而，见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几个

小时后，又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凌晨两

点，将他转到了西藏军区总医院。

由于初期延误治疗，不幸的事还是

发生了：虽经过两天的努力抢救，白伟

伟还是停止了呼吸，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他对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格桑村脱贫

攻坚的事业上。

多么年轻，才 32岁啊！

虽然到格桑村驻村只有两年多时

间，但白伟伟为格桑村作的贡献却是如

此闪亮：集体经济收入由 2015 年的 3.5

万元增加到 6.5 万元；格桑村村民的年

人均收入，由 2015 年的 8792 元增加到

12973.12 元；将格桑村的 2000 亩戈壁改

造成了良田……

他生命中最明亮的时光，留在了这

片他厚爱的土地之上。

好人总令人落泪。

或令你感动得落泪，或令你感怀得

落泪。

得知白伟伟去世的消息后，格桑村

党支部书记旦增白玛哭了，村主任索朗

达杰也哭了。整个格桑村都沉浸在巨

大的悲痛中。

蓦然回首，不觉潸然泪下。

“你怎么舍得离开我们呀！以前我

儿子的电脑坏了，没人会修，你得知后，

当天就利用休息时间来我家里，不仅修

好了电脑，还教儿子电脑维护知识。可

是今天，我儿子的电脑又坏了，我该找

谁修呢？兄弟呀……”

得知白伟伟牺牲的消息后，村民普

布卓嘎哭得难以自抑。

白伟伟生前在格桑村驻村，他去世

的消息却让桑嘎村的赤列更才痛哭流

涕：“兄弟啊，听说你得病之后，我心里很

着急，就想这两天到医院看你，没想到你

这么快就走了！你曾救过我的命，我一

直想报答你，现在你不在了，你让我该如

何报答你呀？”

那次抗击洪灾中受伤的脚经过一

个多月的治疗，终于伤好了，2016年 8月

22日，白伟伟到医院给自己脚上的伤口

拆线。之后，当他快乐地告别医生，准备

踏上归途的时候，却得知桑嘎村一个名

叫赤列更才的贫困户正在做肝癌手术

需要输血，却一时找不到相同血型的血

液，于是他马上对手术医生说，自己是 O

型血，可以为赤列更才献血。

医生担心他的身体，建议他少输一

点。他却急了：“我今年才 31 岁，又曾

是军人，身体棒得很，没问题的！”

就这样，他为赤列更才献上了 400

毫升血。

也许在内地献血 400 毫升不算什

么，这可是在海拔 4000米的高原啊！

果然，献过血之后还没走出医院，

脸色苍白的他就晕倒了。

之后被众人扶起，又是掐人中，又

是喝葡萄糖，苏醒过来的他在医院的椅

子上休息了好一阵，才勉强能行走。

“兄弟呀！我的命都是你给的呀！

也许你不给我献血，你身体的免疫力就

不会降低，就不会得肺水肿，也就不会

牺牲，是我害了你呀……”

赤列更才絮絮叨叨的哭声，令人断

肠。

“白书记呀！现在日子越来越好

了 ，都 还 没 来 得 及 说 声 谢 谢 ，你 却 走

了。”洛桑卓玛也悲痛欲绝，“你对我们

家这么好，我要让我小女儿益西卓嘎将

你的故事写成文章，记在心里。”

……

人们怎么也无法接受白伟伟永远

离开的现实。

但，这就是事实，悲痛的事实。

能否接受都是如此。

任何伟大都来自于平凡，任何伟大

也成长于平凡，任何伟大更成就于平

凡。白伟伟就像一颗引人注目的流星，

在曾经接触过他的人们心中，耀眼地留

下温暖且透彻的光辉，然后自己却永远

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为了纪念白伟伟，2018 年的春节、

藏历新年，格桑村没有一家人开展任何

庆祝活动。

不仅如此，许多村民还自发地在家

里为他点燃酥油灯，祈福念经。

长明的酥油灯，摇曳着发出柔和的

光，在藏族同胞的信仰里连接今生来

世，为心中的亲人照亮通往天堂的路。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西藏自治

区先后有 17 万人次的扶贫干部深入一

线驻村，他们的身影贴近百姓的心灵，

风刀霜剑无情割裂粗糙的容貌里，是高

寒缺氧摧毁不垮的铮铮铁骨。他们与

百姓同吃同住同生产、同思同想同悲

喜，然后扶贫扶心扶志更扶智。他们急

贫困群众之所急，想贫困群众之所想，

他们殚精竭虑，夙兴夜寐，有人甚至为

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白伟伟是西藏自治区 23 名牺牲在

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扶贫干部中的其中

一位。

在这牺牲的扶贫干部中，有的倒在

了路上、有的倒在了工地上。

有的因为肺水肿而牺牲、有的因为

脑溢血而牺牲、有的因为癌症没及时治

疗而牺牲、有的因为坠河而牺牲。

有的自己牺牲时也带走了腹中胎

儿的生命、有的顾不上相亲牺牲时还未

婚、有的牺牲时年龄才 26岁……

西藏的扶贫干部，如藏地雪莲，真

诚、坚韧、纯洁，给人们带来希望。

而他们的事迹与精神，也如雪莲一

样，生长在这片雪域高原之上，在蓝天下

传播，在阳光中传承，在人们心中温暖。

云上光华
陈新

随风而逝的不止羊群

还有歌声

夕阳西下

一缕缕炊烟升起

阿妈的酥油茶

把寒冷挡在

帐篷之外

仿佛途中相见

仿佛从未离开

我在湛蓝的深处

品味风的温柔

夜凉如水

草原上响起

童年的歌谣

流浪的脚步

穿过雪山湖泊

穿过梦中绿洲

我从未想过

那年之后

再见不到草原的帐篷

再闻不到湖畔的茶香

那水草丰美的地方

那黯然神伤的地方

依旧牧歌悠扬

在雪山之下

在湛蓝之上

暮归的羊群

衔着夕阳

回到阿妈的身旁

班戈草原
张晓明

一座山的崛起

是无数沙砾的堆积而成

饱经风雨的侵蚀

经受泥土与山石的碰撞

才有了耸立于云端的气魄与巍峨

高考

之于大山的崛起

唯有厚积薄发，方能傲视四方

一条河的奔腾

是沿途的涓涓细流汇集而成

无畏高山的拦截

不惧深涧与峡谷的凶险

才有了金戈铁马的洪流与嘶鸣

高考

之于大河的奔腾

唯有不择细流，方能一泻千里

理想与青春的交织

是奋斗过的最好词汇

星河仰望，大地凝视

梦想的种子，此刻正在萌发

人生的图画，此时正要描绘

去做一个追梦的少年

把关于蔬菜和粮食的一切

都紧紧握在手中

去做一个勇敢的少年

把人间烟火与阳光的温暖

都慢慢传递开来

如你所愿，如你所想

如你拥有你所希望的所有美好

致高考
张家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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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