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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喜马拉雅山，见证了雪域高

原快速发展的铿锵步伐；滔滔雅鲁藏

布江，诉说着西藏各族人民走向美好

生活的伟大变革。西藏自治区成立

55 年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

大力支援下，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寓意幸福的格桑花在高原大地

处处绽放。

家，幸福的港湾

家，是每一个人的渡口，是最温

馨 的 地 方 。 快 乐 的 陪 伴 ，温 馨 的 气

氛，在如歌的岁月里，成为人生依靠

的港湾。

8 月的堆龙德庆区，金黄的油菜

花 开 满 山 野 ，这 里 是 次 仁 桑 珠 的 家

乡。拉萨堆龙德庆区距离拉萨市中

心约 12 公里，次仁桑珠从小生活在这

个地方。平时，妈妈除了下地干农活

外 ，偶 尔 还 会 做 点 手 工 挣 钱 补 贴 家

用。爸爸是司机，经常靠给别人开车

挣钱。虽然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但次

仁桑珠从小生活得很快乐。

“我小学、初中都是在家门口上

的，而且国家都给我减免了学费和伙

食费。就连上高中，国家也减免了我

的 学 费 。”次 仁 桑 珠 说 ，九 年 义 务 教

育，国家对西藏实行“三包”政策。他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学习成绩一直还

不错，所以家里人从来就没有因为他

上学而发过愁。“上学前，妈妈会准备

好干净的衣物，放学后妈妈做好了可

口的饭菜等着我”。回忆起这一幕幕

场景，次仁桑珠至今都记忆犹新。

2012 年，次仁桑珠考上了西藏大

学。凭借自身优势，他在 2016 年竞选

为学生会主席。通过层层推荐和选

拔之后，2016 年 2 月，他被正式任命为

西藏自治区青联副主席、西藏自治区

学联主席。由于出色的表现，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次仁桑珠在共青

团 中 央 学 校 部 、全 国 学 联 秘 书 处 工

作，担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驻会执

行主席。在此期间，他曾主持全国学

联相关工作。

大学期间，次仁桑珠去过重庆、

延吉等全国 27 座大大小小的城市，

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正是因为这样，

次仁桑珠大学毕业后，独自一人去了

四川成都工作，他想走出去闯一闯，

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过，每逢家人团

聚的喜庆节日，他最牵挂的还是血浓

于水的亲人，还有那缕拉萨明媚的阳

光。

家，温情的陪伴

“父母身体不太好，这是我最牵

挂的。”次仁桑珠说，外面的世界是精

彩诱人的，但他在西藏这片厚土上出

生 、成 长 ，正 是 这 片 土 地 养 育 了 他 。

2018 年 6 月，他带着自己在外面学习

到的知识回到了西藏拉萨，回到了父

母身边。

“做事情有主见，踏实上进，阳光

帅气。”这是舅妈曲妮对次仁桑珠的

评价。“工作之余，能够陪家人过过林

卡、聊聊天、做做饭，我觉得生活就很

幸 福 ，工 作 也 有 了 奋 斗 的 方 向 和 动

力。”次仁桑珠说，参加工作后，他发

现自己在有些领域的知识储备还是

不足。为了充实自己，他目前正在自

学报考法学硕士，希望自己在喜欢的

领域干出一番事业。

因为工作原因，次仁桑珠住在舅

妈家，家中有十几口人，一大家人相

处非常和谐、幸福。闲暇时，次仁桑

珠会坐在家中的小院里看书。这个

十 几 平 米 的 小 院 中 ，栽 种 了 盆 栽 月

季、绣球、格桑花等花卉，早晨起来满

院飘香。“我平时没事时喜欢和小侄

子、小侄女们玩，他们有时会在我看

书时过来捣乱。”次仁桑珠笑着说，孩

子们年龄比较小，还有点调皮，他有

时候会陪他们一起玩耍。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吃饭、唱唱

歌、跳跳舞，这一幕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很平常，但对于次仁桑珠来说却

十分珍贵。“家人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在我的人生当中遇到过很多重要的

选择。无论我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的家人都会百分之百地信任、支持

我。也正因为家人开放、包容的教育

理念，使我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人格，

我觉得现在过得很幸福。”次仁桑珠

说。

家，希望的起点

“2016 年 12 月 15 日，我们全家人

从拉萨的白堆村搬迁到曲水县才纳

乡四季吉祥村，这就是我们的家啦！”

洛桑念扎手指着眼前的一栋白色二

层楼房说。门前两旁的绿色围栏内

种植了土豆、格桑花、青菜，一面五星

红旗在蓝天白云下迎风飘扬。

打开大门，小院中几盆格桑花开

得正艳。来到一楼客厅，其中一面贴

满奖状的墙特别引人注目，一张藏式

家具桌子上也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荣

誉证书。“这些奖状都是小女儿达珍

的，她正在楼上学习、上网课。”洛桑

念扎笑着说，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

在 昌 都 一 所 学 校 教 书 ，平 时 很 少 回

家，只有周末小女儿才回家。

在二楼的客厅内，达珍一只手拿

着手机，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

幕 。 老 师 正 通 过 互 联 网 讲 解 数 学

题。桌子上摆满了各种算题纸，纸上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公式和数字。

“自从搬迁到四季吉祥村后，家

里 安 装 了 太 阳 能 ，有 了 独 立 的 洗 澡

间，安装了宽带，我坐在家里就可以

上网课了，家里还添置了新的藏式家

具。”达珍说，她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上学，明年就读高三了。高考期间，

学校放假三天，老师通过互联网给同

学们上课。以前，她们家住在白堆村

的旧房子里，家里使用的家具都是爷

爷奶奶留下来的，洗澡要半小时车程

到乡上去洗，家里也没有网络，查个

学习资料都要跑到学校或网吧去查。

家，满满的收获

谈起女儿达珍，洛桑念扎一脸幸

福。他说小女儿在拉萨北京实验中

学宏志班学习，成绩还不错。自己只

有小学文凭，普通话也不好，甚至连

合同书都不会看。希望女儿能够不

断学习文化知识，开拓自己的眼界，

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爸爸希望我

大学毕业后，留在家乡工作。但我知

道自己一定要走出四季吉祥村，走出

西藏，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才知道

自己以后回到家乡能做什么。”达珍

说。

四季吉祥村位于西藏拉萨市至

贡 嘎 机 场 中 段 的 才 纳 乡 ，是 拉 萨 河

谷地带农业生产条件较为突出的区

域。四季吉祥村是西藏首批易地扶

贫搬迁点，村子分为春、夏、秋、冬四

个片区，房屋色调以红、白、蓝、绿四

种 不 同 的 颜 色 体 现 一 年 四 季 ，村 里

12 条 主 干 道 象 征 一 年 12 个 月 ，365

户 象 征 一 年 365 天 。 四 季 吉 祥 村 用

藏 语 表 达 为“ 扎 西 堆 喜 ”，寓 意 住 在

这 里 的 村 民 一 年 四 季 吉 祥 如 意 ，生

活幸福美满。

村中每条主干道周边都种植了

玫瑰花、侧柏等绿植，洛桑念扎一家

人饭后喜欢在村中散步。达珍说，路

边很多绿植都是她和妈妈及其他村

民一起栽种的。几年过去了，有些树

木已经长大开始结果了。村中有活

动室，还有篮球场，她回家后喜欢和

小伙伴们一起打篮球。

“我现在带领村民在搞种植业，

有 时 候 也 做 一 些 建 筑 领 域 的 小 工

程。”洛桑念扎说，搬迁到这里之前，

他欠外债 300 多万元，爱人因为身体

原因不能干活，家庭生活非常艰难。

自从搬迁到四季吉祥村之后，洛桑念

扎不仅还清了外债，每年除了给村民

分红 100 多万元，他还有 20 万元左右

的 收 入 。 去 年 ，他 爱 人 的 身 体 也 好

了，在村里一家菌类种植工厂上班。

四季吉祥村周边就是万亩乡土

苗 木 良 种 繁 育 基 地 、中 藏 药 种 植 基

地、百亩连栋温室、现代化奶牛养殖

场。该村村民由原来的农民身份转

变为产业工人，大家不用出远门，在

家门口就可以打工挣钱。“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带

领村民继续发家致富，一起过上小康

生活。”洛桑念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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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曲水县才纳乡四季吉祥村易地扶贫搬迁点举行入住搬迁仪式。

图为洛桑念扎的妻子在村里一家菌类种植工厂上班。

图为次仁桑珠在家中小院看书。

图为洛桑念扎易地扶贫搬迁点的新家。

图为曲水县才纳乡四季吉祥村易地扶贫搬迁点。

图为达珍和妈妈在家门前的菜地里聊天。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央金 裴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