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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里向新疆方向出发时，记者心里默
念采访对象的名字：矿岱。这个名字在阿里
时几次被人提起，他与70年前进藏先遣连孤
胆英雄巴利祥，血脉相连。

尽管，这对父子从未见过面。
我们“追寻先遣连足迹”采访报道组到

达新疆巴音郭楞州州府所在地库尔勒市时，
天阴沉沉的，通过导航，记者驱车从酒店赶
往人民银行巴州中心支行的住宅区。

向门卫询问，得知矿岱老人刚进小区。
问话间，记者看到不远处，一位穿深色衣服、
戴灰色礼帽、身材消瘦的老人边往里走，边
回望大门。看到车，他停住脚步，定定地站
在那里，眼神里有些忐忑，也似在探寻。了
解记者的来意后，矿岱老人脸上浮起笑意。

待我们献上哈达，与老人握手后，他两
手紧紧攥着哈达，语速缓慢地问道：“你们从
叶城来的？很远，有一千多公里吧？”

寒暄中，矿岱将记者引到家里，他的爱
人和儿子巴特尔、女儿图雅及2个外孙女都
在家里等候。客厅茶几上摆满了干果、水
果、饼子，热腾腾的无盐清茶，加上亲切如家
人的问候，瞬间驱散了一行人连日来的舟车
劳顿。

环顾四周，墙上贴满了不同年代的照
片，一张经过修复的巴利祥穿军装的半身照
摆放在最显著位置。

矿岱老人许是早有准备，他转身进里屋
拿来一包材料，都是这些年他搜集的关于进
藏先遣连的照片和文字资料。

“这是李狄三、彭青云、李子祥，都是我

父亲的领导。”年愈古稀的矿岱老人扬声说
着，因为左耳神经性耳聋，他说话略抬嗓音，
思路却非常清楚。

要怎样诉说一个从未谋面的英雄父
亲？透过矿岱老人节奏缓慢的叙述，隐藏在
他心底深处的千言万语，似乎也难以表达他
对父亲那份深沉的爱意与敬仰之情。

这些年，为了寻找父亲的点滴情况，矿
岱几乎找遍了从前认识巴利祥的所有人。
然而，因为年代久远，与父亲同龄的人大部
分已经过世。

说起来，矿岱是个苦命人。他是遗腹
子，在母亲肚里时，父亲巴利祥就被当时的
和静地方王爷抓了壮丁，离家不知去向。

1948年5月，矿岱出生。还在襁褓中的
他，被爷爷奶奶交给了姥姥布吉抚养。此
时，因为父亲一直杳无音讯，矿岱的母亲也
改嫁了。

如果不是姥姥和舅舅养育，幼时的矿岱
就像一棵野草，孤苦无依。从他懂事起，姥
姥布吉总提起当兵走了的女婿，她告诉矿
岱：“你的父亲叫巴利祥，当兵去了，走了很
久，不知道在哪里！”布吉并不知道，巴利祥
后来参加了新疆的起义部队，于1950年参加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布吉的讲述，使矿岱自小就将那个从未
谋面的父亲深藏在心里，刻画着样子。他盼
呀盼，盼着有一天，父亲回来找他。

1965年3月，矿岱参加工作，成为和静县
巴仑台电影院的一名放映员。5年后，他与
蒙古族姑娘红瑛结婚。

即使已经结婚，矿岱依然念念不忘父亲
巴利祥，尽管那几年，关于父亲的事情他已
有所耳闻。矿岱说：“即便牺牲了，我还是想
知道关于父亲的任何事情。”

1971年，在爱人红瑛有孕在身的情况下，
带着疑惑，带着心底里继承父亲遗志的使命
感，矿岱参了军。在部队，他参加过修建独
库公路，当过翻译。秉持着“认真、坚持、忍
耐”的人生理念，矿岱从和静县人武部转业，
在人民银行巴州分行工作多年后，于2008年
退休。

此时，儿女成家立业，矿岱和老伴红瑛
都已步入暮年。“退休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寻
找关于父亲的事情。”在一旁的红瑛说。

对父亲巴利祥最有进展的一次了解，是
在一年春节的亲朋聚会上。红瑛至今仍对
那天的场景记忆犹新：“当时，舅舅家的亲戚
达进才喝了很多酒，心情激动，唱起了一首
革命老歌，边唱边哭，我说你为什么哭呀？
他说我的老班长巴利祥人特别好，我们一起
参加起义部队，又参加先遣连解放西藏，可
惜他在阿里牺牲了……”

红瑛回忆着当天的情形，她说：“矿岱哭
了很久，不停地说着‘我找到父亲了，我找到
父亲了’。”

就是那天起，矿岱好像释然了，他无数
次怀想过的父亲，终于通过父亲的老战友达
进才，有了更为具象的了解。

从此，矿岱的寻父路多了一项内容，为
进藏先遣连牺牲的英雄战士们寻找后辈
与亲人，并与还健在的英雄及其后人取得

联系。
今年73岁的矿岱老人手里珍藏着一份

23位进藏先遣连和静籍蒙古族先辈的名单，
里面记录了在西藏阿里牺牲的9位烈士和活
着回到和静老家的14人及他们大致的生卒
年。这也是矿岱老人这几十年来努力的成
果。“正是通过他，和静县很多人找到了半个
世纪前远赴他乡的亲人。”红瑛看着老伴说，
眼神里满是心疼和自豪。

2018年，矿岱老人带着儿子巴特尔、孙子
仁钦前往西藏阿里祭奠父亲巴利祥。在阿里
烈士陵园，当祖孙三人一起对着巴利祥的墓
碑深情祭拜时，矿岱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
道：“我们祖孙四代人总算见过一面了。”

这些年，矿岱时刻用行动践行“先遣连
精神”，他进学校、进社区参加宣讲活动，被
和静县聘为“红色宣讲团”宣讲员。

今年清明节前，部队将9位和静籍蒙古
族烈士从阿里烈士陵园迁回和静烈士陵
园。至此，英雄魂归故里，亲人得以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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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岱：老兵千里寻父之路
西藏日报记者 晓勇 李有军 米玛 张宇

1948年5月出生在新疆巴音郭楞州和静
县巴仑台阿拉沟，中共党员，现年 73 岁。矿
岱是遗腹子，小时候由姥姥和舅舅抚养。
1971年参军，在陆军四师十二团服役，担任班
长、排长等职务。曾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一
次。1984 年 10 月至 1986 年 11 月，在和静县
巴音布鲁克人武部任部长、党委书记。转业
后在人民银行巴州中心支行任副行长等职
务，2008年退休。

其父巴力吉，曾用名巴利祥，从小在新疆
和静巴仑台山区长大，不仅骑术好、枪法好，
而且特别能吃苦，于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解
放军，于1951年1月7日在扎麻芒堡牺牲，是
进藏先遣连倒下的第一位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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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多渠道稳定增收
据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波玛村第

一书记朱松柏介绍，在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之
前，该村群众主要以农牧业为生，收入微薄，
基础设施薄弱。2016年，象雄美朵生态旅游
文化产业园项目落地建设，全村共有8000亩
土地进行流转。在产业园区的带动下，农牧
民群众通过民俗旅游、园区务工、土地流转。
车辆运输和机械租赁等方式，改变了传统农
牧业生产模式，实现多渠道稳定增收。2020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人均
收入达到2.34万元，是2016年之前的2.8倍。

为充分发挥象雄美朵生态文化旅游产
业园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堆龙德庆区因地制
宜、科学规划，推动建设了波玛村易地搬迁
安置点。2016年，波玛村在全村范围内实施
了堆龙德庆区象雄美朵生态旅游文化产业
园项目建设，全村耕地面积6000余亩、林地
面积2000余亩流转到产业园建设中，这一年
村民获得每亩1500元土地流转租金，并每年
每亩递增100元。

波玛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位于乃琼
街道波玛村5组，2016年 5月开始修建，总
投资约5800万元，2016年 12月建成并实施
搬迁。现有搬迁户 100 户、411 人，其中有
劳动力群众188人，就业率为98.9%。截至
2020 年底，搬迁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79万元。

创新经营模式带动群众就业
据朱松柏介绍，自2017年开发建设了德

吉藏家民宿项目，将易地搬迁安置房提升改
造为藏式民宿，将搬迁群众的生活资料转变
为生产资料，扎实推动生态资源向旅游经济
转化，切实让搬迁群众的房产变资产、变收
益。2018年项目建成以来，采取“管委会+运
营公司+建档立卡户”的运营模式，组织15户
搬迁群众参与民宿改造，大力发展精品旅游
业，带动28名搬迁群众稳定就业，累计为易地
搬迁群众分红113万元，户均增收11300元。
通过发展藏家民俗、民宿旅游产业，解决了群
众可持续增收问题；提升配套设施，改善了群
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改造民宿，开创了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三赢局面”。

同时，波玛村易地搬迁安置点扶贫茶馆项
目也为波玛村的村民增加了不少收入，自2020
年10月投入运营以来，采取“村两委监督+组集
体运营+群众义务劳动”的经营模式，由组集体
负责经营，搬迁群众和本地群众轮流义务担任
茶馆服务人员，既带动了群众就近就便就业，
又降低了经营成本，也促进了搬迁群众和本地
群众的交流融合。茶馆运营以来，实现月均营
收9万余元，所得收益将面向五组全体群众进
行分红。同时，在茶馆内广泛组织开展各类政
策宣讲，修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推动意识形
态阵地建设进一步前移，实现了经济收益、交
流融合、文明教育“三手抓”。

人均收入翻倍波玛村致富“门路”多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近日，记者跟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走

访调研了解到，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波玛村产业园区一改传统农牧业生产模式，实现了多
渠道稳定增收。2020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000万元以上，人均年收入达2.34万元。其中，
2017年开发建设的德吉藏家民宿项目，累计为易地搬迁群众分红113万元，户均增收
11300元，扶贫茶馆自运营以来，实现月均营收9万余元。 文/图 记者 谭瑞华

搬迁安置房。

德吉藏家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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