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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本吐蕃历史文献中谈论西藏

原始农业方面的内容甚少；部分传世藏

文文献中涉及相关内容，却夹杂着浓厚

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对其细节的研究

几乎没有任何助益。旧西藏时期，西藏

的科学考古几乎是一片空白。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藏的考古事业迎来了大

发展时期，先后发掘了西藏境内诸多遗

址，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工作

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考

古工作者对昌都卡若遗址（遗址年代为

BP5200-3500BP）、拉萨曲贡遗址（遗址

年代为距今约 4000年左右或更晚些）和

山南贡嘎昌果遗址（遗址年代的上限为

公元前 1370 年，或为距今 3370 年左右）

等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次考古发掘，

均发现了栽培粟作的直接证据。通过

对新石器时代考古证据的分析，专家们

推断粟是西藏最早的农作物，单一的粟

作种植为西藏地方农业发展史上的第

一个阶段。同时，专家们通过比较分

析，提出了西藏原始农业中的粟作由中

原传入西藏的看法。粟作不仅在西藏

原始农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在西

藏民族与中原民族农作文化渊源关系

史上意义重大。

不过，在西藏考古学界中，除了极

个别的西藏学者把汉语中的“粟”与藏

语中的“khre”在口头中相挂钩、汉文考

古发掘报告绪论移译藏文时“粟”译为

“khre”之外，两者语意究竟是否一致几

乎无人深究过问。近年来，本人关注吐

蕃时期土地所有制问题，在敦煌西域古

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发现，被称之为

“khre”的作物频频出现，且专家们把此

类古藏文文献移译汉文过程中，“khre”

有时译成“粟”，有时译成“小米”，有时

译成“穈子”，有时译成“粟米”。如此不

同的译法，均源自于粟的名实和品种繁

多，对移译内容不构成较大的影响。尽

管如此，为什么把古藏文中出现的作物

“khre”，在汉文中译成“粟”？“khre”和

“粟”两者是否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

存在诸多疑难问题，专家们对此也没做

过任何解答。

粟是由狗尾草（Setaria uiridis）人工

驯化而来的，这一点已经由现代实验

科学所证实。关于粟起源中心问题，

起初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有埃

及或北非起源说、印度起源说和中国

起源说。随着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逐步

深入，除中国起源说外，其他两种观点

都已经被否定。其主要原因在于，或

缺少考古发现的证明；或缺少野生粟

的发现；或当地的所谓“粟”与中国北

方粟分属不同种属。瑞士植物学家德

堪 多（Alponse de Ccandalle）在 其 名 著

《栽培植物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粟

起源于我国华北的观点。经后人对此

进行不断的研究，从粟的野生祖本狗

尾草的分布、出土实物遗存的年代、出

土粟作的文化遗址与粟作野生祖本狗

尾草分布相吻合、粟作野生祖本狗尾

草的分布地区存在栽培粟作的最早人

类文化遗址、粟作的基本属性及其发

源地的自然环境特点密切相关等，都

证明粟是在中国华北地区最早被驯化

和栽培的。如是，考古发掘的资料和

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不论西藏地方原

始农业中的粟作从何地传入、传播路

径 如 何 ，其 根 源 无 疑 就 在 于 华 北 一

带。在这样的研究大背景和科学的结

论下，“khre”是西藏本土作物的可能性

就大大减少。与之相反，“khre”是“粟”

或粟的其他品种的音译名称的可能性

就大大增加。当然，在历史上，外来作

物以音译的形式保留自身名称的范例

不少。如同在中国邻国里，朝鲜把粟

叫“粟克”，俄罗斯把粟叫“粟子”。

本人就“khre”是否是“粟”或粟的

其他品种音译名称的研究，形成如下

认识：

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作为作物

名称而言，“khre”是较为通用的写法，

偶尔也出现“khye”的写法，据相关古藏

文书写之演变历程，两者间存在语意相

通 之 处 ，只 是“khye”的 书 写 方 式 比

“khre”更早一些而已。在汉文史料中，

“粟”的名实和品种繁多，其中与“khre”

或“khye”对 音 关 系 比 较 密 切 的 当 属

“稷”和“岂”。如此，古汉藏语境中可能

存在对音关系之词汇基本确定后，考

察“khre”或“khye”和“稷”或“岂”之间

是否存在对音关系可视为比较合理的

做 法 。 在 P.T.1046A 千 字 文 汉 藏 对 音

中，“稽”的对音为“khye”，“稽”与“稷”

发音又相同。以此为据，在唐蕃时期的

古汉藏语境下，若把“稷”音译成藏语，

其对音为“khye”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再 把 历 史 语 境 推 至 唐 之 前 或 更

早，“稷”与“khye”的对音关系更为可

靠 ，理 由 前 面 已 经 提 及 过 ，在 古 藏 文

语 境 中“khye”与“khre”不 仅 存 在 语

意 相 通 之 处 ，而 且 书 写 形 式 上“khye”

比“khre”更早。另外，P.T.1046A 千字

文 汉 藏 对 音 中 ，“ 啟 ”的 对 音 为

“khye”。P.T.1228 南天竺国菩提达磨

禅师观门汉藏对音中，“起”的对音为

“khyi”；“ 契 ”的 对 音 为“khye”。 汉 语

中“ 岂 ”“ 啟 ”“ 起 ”和“ 契 ”发 音 均 相

近 。 使 之 ，“ 岂 ”的 对 音 应 为“khye”。

在古藏文语境中“khye”与“khre”关系

如同前述，此处不必赘述。

概而言之，根据唐蕃时期的古汉藏

对音资料，古今藏人称之为“khre”的作

物名称，本人认为源自汉语中的粟的别

称或品种“稷”或“岂”。若这一结论得

到肯定，粟起源于华北的观点又一次增

添了语言学上的证据。

（作者系西藏社科院民族所副研究员）

粟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一个例证
达琼

10 月的林芝，阵阵凉意，但米瑞乡米瑞村蔬菜基

地的温室里却是暖意洋洋。工人们正忙着翻地、施

肥、铺膜、播种，一片忙碌的景象。

“现在正是冬季蔬菜种植的最好时期，我们要趁

着时节，抓紧组织工人进行抢种，确保冬天有足够的

蔬菜供应市场。”米瑞村蔬菜基地负责人说。

为做好冬季蔬菜市场稳产保供工作，米瑞乡党

委、乡政府积极对接蔬菜基地企业，采取党政“一把

手”分片负责制，帮助种植基地解决“用水难”和“用工

难”两大问题，组织蔬菜基地种植了各类冬季蔬菜 800

余亩，预计为冬季市场提供 1200 余吨蔬菜供应，全力

守护群众“菜篮子”。

近年来，按照林芝市巴宜区“一带一园六基地”产

业发展布局，米瑞乡立足“果蔬之乡”发展定位，因地

制宜，建设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促进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2017 年以来，米瑞乡将 2000 余亩土地逐步进行

流转，打造了 4 个大棚蔬菜基地，初步建设完成了集智

能温室、连体温室、露天蔬菜基地、仓储办公为一体的

现代化蔬菜种植基地，并积极引进易峰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山西恒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林芝盛世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等 5 家整体实力强、科技含量高的农业企

业带动传统农牧业规模化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扶持下，米瑞乡蔬菜基

地一步一个脚印，在着力提升蔬菜品质的道路上踏实

前行，获得了“无公害”产品认证，又逐步完善生鲜供

应链建设和对蔬菜基地的改造提升，建成了现代化科

技种植农业产业基地，让新鲜蔬菜供应不受季节影

响。“我们畅通了米瑞乡供往各地的物流，公司的蔬菜

主要销往林芝城区、拉萨、那曲等地。”在通麦村蔬菜

基地 1号园，林芝盛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我们依托蔬菜基地积极探索蔬菜产业联农带农

发展方式，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管理模式，除了土

地流转分红资金外，还帮助解决村内群众就业。企业向

村党支部提出用工需求，由村党支部组织农户有序参与

蔬菜基地务工，从而增加收入。”通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赖欧介绍道，“我们还和企业建立了带动脱贫户增收机

制，为每户建档立卡脱贫户提供温室大棚 0.5亩责任地，

企业以‘保底分红+出勤奖励’方式，每户每年享有 5000

元的分红，在固定出勤 30天的基础上，额外出勤的奖励

500元至 8000元不等，有效消除了脱贫户的返贫风险。”

2022 年，米瑞乡 4 个蔬菜基地除了以每亩 1150 元

的价格向参与农户支付 220 余万元土地流转费用外，

还通过机械租赁、群众参与务工等方式帮助农牧民解

决就业 600余人次，带动群众增收 300余万元。

下一步，米瑞乡党委、乡政府将进一步依托良好

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引导群众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强化“特色富农”理念，进一步发挥优势产业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作用，大力完善蔬菜基地设施设

备，加快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努力打造高

原优质蔬菜供应基地。

从美丽富饶的渤海之滨，到多彩灿烂的三江宝

地，2019 年，天津市第九批援藏干部肩负使命，踏上援

藏征程。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们为昌都的发展与稳

定，默默奉献着青春、智慧和汗水，在神奇秀美的藏东

大地，留下了一段平凡而不平常的援藏之旅，交出了

新时代援藏工作的高分答卷。

产业合作提档升级 为民解忧温暖人心

2021 年 10 月，天津市援藏前方指挥部组织昌都企

业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一场糖酒会。展会期间，昌都

展区共对接客商 275 家，达成意向采购额 366.2 万元，

对促进昌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实现产业高质量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年来，天津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坚持“输血”与

“造血”并重，积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受援

地自我发展能力，以构建市场化支援体系为目标，狠

抓产业合作、就业帮扶、市场销售等重点工作，全面实

现产业合作提档升级。

据统计，2019 年至 2022 年共实施项目 7 个，投入

市级财政资金 3720 万元，引进企业 20 家，到位资金

1.6 亿元，帮助 4000 余人次就业；在谈意向投资项目

10 个，涉及中国能源、中广核等知名企业，意向总额

11.44 亿元。

在招商引资方面，通过创新招商模式、广泛邀请

考察、促进投资落户、充分利用平台、夯实招商基础等

方式，邀请来昌都实地考察企业 107 家（次），落户企业

20家，实际完成投资 1.6亿元。

为持续增强受援地“造血”能力，天津市第九批援

藏工作队按照“四个不摘”要求，加大产业发展力度，

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在卡若区，规划总投资 55 万元有序推进卡若镇卡

若村双体陶罐生产项目，投资 20 万元推进如意村花卉

种植项目，投资 20万元建设朱古寺洒咧营地项目；

在贡觉县，规划总投资 300 万元实施糌粑加工厂

项目，投入 450 万元用于打造“阿旺绵羊”产业链项目，

投资 16万元用于哈加乡农牧民技能培训中心改造；

在江达县，在投资 1500 万元的基础上追加投资

151 万元，用于建设岗托镇祥水山庄民宿项目，带动 18

名当地村民实现就业、57户村民实现分红；

在丁青县，投资 550 万元助力丁青县协雄乡夏拉

村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投资 1750 万元建设丁青县文

化产业园区，目前已有 41 家企业签订了入驻协议，22

家企业正式营业，解决了 182名群众就业问题。

民生力度持续加强 铺就百姓幸福之路

在昌都市藏医院，天津市对口支援医疗援藏工作

队专家、昌都市藏医院外科副主任李明新和同事们正

进行教学查房。在他的带领下，昌都市藏医院外科医

生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一些常见手术，告别了手术请援

藏医生的历史。

“我们开展了 100多台手术，引进了 19项新技术，4

项技术目前属于国内领先，真正做到‘大病不出市’。

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师带徒’精准教学，现在当地医

生可以完成一些复杂骨科手术。”李明新说。

2019 年至 2022 年，天津市持续加强医疗援藏力

量，共派驻医疗卫生人员 40人。

在全面提升昌都市医疗服务水平的同时，为持续

改善民生，为群众精准提供就业岗位，工作队在对接

昌都群众就业意愿、天津用工需求的基础上，三年来，

共为昌都市提供事业单位岗位 64 个、企业用工岗位

3206 个，总数量创历年最高。同时，考虑到农牧民群

众的就近就业意愿，建成阿旺绵羊养殖基地、唐卡产

业园、津鹏公司、农牧民合作组织等多种业态车间，激

发农牧民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昌都津垦牧

业公司与西北农林大学合作，形成“龙头企业+合作

社+养殖大户+基础农户”的四级羊养殖体系，直接或

间接带动农牧民 1000户、3000人就业。

智力支援持续发力 授人以渔受用一生
在昌都市实验小学，有 15 名天津援藏教师投身

教育事业：崔海津老师在切除一片肺叶的情况下仍

坚持援藏，用一片丹心为昌都教育发展贡献力量；靳

子奇老师带领学生学习无人机，为他们插上了飞翔

的翅膀……

“天津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队紧紧围绕‘深

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这一主题，不断改善学校

软硬件水平，达到了提升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的目

的，效果明显。”天津市教育援藏工作队领队、昌都市

实验小学校长李东锐说，“教育援藏不仅依托每位援

藏教师的力量，更依托天津市各援派区的优质教育资

源，积极传授先进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

三年来，天津市坚持文化教育项目与培育受援地

人才、挖掘发展潜能相结合，干部人才培训与“传帮

带”相结合，全面提高智力支援广度和深度，共实施智

力支援和文化教育项目 30 个，干部人才培训项目 43

个，投入市级财政资金 1.55亿元。

在抓好基础教育提升方面，利用天津市教育教学

资源，建设津昌网上“云课堂”，实现津昌两地共同听

课、评课，同上一节课。同时，投资 220 万元帮助卡若

镇小学建设集中供暖项目，解决学生冬季取暖问题；

投资 300万元建设面达乡小学学生宿舍楼，解决 150名

孩子的住宿问题。此外，协调选派天津市职业教育专

家团队为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提升教

师教育教学能力；对接天津市委党校、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北方人才等各类培训机构，

推进昌都干部人才到天津培训。2019 年至 2022 年，举

办各类培训班 40余个，培训 1000余人次。

饱含温情的无私援助和真情帮扶，让藏东各族干

部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天津温度”，在携手共进中谱写

了津昌两地合作新篇章。

逐梦藏东明珠 书写无悔青春
—天津市第九批援藏干部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周婷婷

近日，那曲市嘉黎县中学采取分

批次、错峰报到的方式确保学生安全

顺利返校。10 月 7 日，701 名初三学生

有序完成返校报到。

图为返校学生在操场有序排队。

本报记者 万靖 本报通讯员 索朗 摄

返校啦！

本报泽当 10 月 10 日电（记者 刘

枫 通讯员 李利改 次仁罗布）连日来，

山南市统筹抓好经济发展各项工作，

积极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在乃东区湖北大道综合管廊一期

项目工地，记者看到，一些综合管廊主

体结构已经完工，工人正在进行外部

防水施工作业。

“目前，项目上有 293名工人在加紧

施工，在保证进度和安全的同时，保质

保量把项目完成好。”山南市住建局驻

现场负责人袁兴东说，“城市综合管廊

建设是全市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目前廊体结构已经完成了 60%。”

在乃东居委会片区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现场，项目复工后，每日

机器轰鸣，现场呈现一片繁忙的施工

景象。

“复工后，我们加紧施工。目前项

目正在进行主体基础施工，我们有信

心按合同工期完成建设任务。”项目负

责人陈赓说。

忙碌的景象，同样发生在山南市

乃东区结巴乡茹巨藏香猪产业延伸项

目等诸多项目现场，山南市越来越多

企业已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

本报拉萨 10 月 10 日讯（记者 李

梅英）8 日，全区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总结

今年以来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

况 ，分 析 当 前 形 势 ，安 排 部 署 有 关 工

作，以实际行动护航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

席任维出席会议并讲话。

任维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

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贯彻落实全

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精神，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好发

展和安全，持续提升综合防控和救援

能力，确保全年森林草原火灾形势与

往年相比持续向好。

任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

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

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要将责

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确保事有人

管、火有人防、责有人担。要精准分析

火险形势，及时发布火险预警预报，做

到有备无患。要深化排查整治，切实

看住人、管住火、守住山，从源头消除

隐患。要强化联动协同，加强群防群

治，形成工作合力。要科学处置火情，

安全高效开展扑救工作，提升防灭火

能力。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

防火意识，筑牢防火安全防线。

任维在全区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清醒认识当前形势 抓实抓细工作措施
确保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稳定向好

本报那曲 10 月 10 日电（记者 万

靖）为进一步加强辖区消防安全管理，

全力消除火灾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近日，那曲市

公安局治安支队提前谋划、精心组织，

牵头各县（区）公安局治安部门联合消

防、应急、市场监管等单位集中开展消

防安全大检查。

期间，民警深入辖区酒店旅馆、加

油加气站、娱乐场所、商超饭店、出租

屋等场所，从严从细检查各场所消防

器材、疏散通道、消防标志、用火用电

以及消防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现场

排查整治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并面

向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详细宣传消

防安全知识。

此次行动共检查行业场所 713 家，

发现问题隐患 101 处，其中现场整改 84

处、责令限期整改 17 处，为进一步消除

安全隐患、提升广大群众消防安全意

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曲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