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

迹十年心。”下笔间，屋外的雪花正洋

洋洒洒地飘落，凝视着外面的银装素

裹，不禁游走于十年的记忆长河中。

十年前，从“烟笼寒水月笼沙，夜

泊秦淮近酒家”的秦淮河畔来到美丽

而神奇的高原明珠拉萨，横跨 3700 多

公里，历经 40 多个小时，时间和空间

的 大 跨 越 ，让 初 踏 这 片 雪 域 高 原 的

我，心中充满了期冀和憧憬，“青春选

择，雄心万里”的画卷也在那一刻徐

徐展开，一笔笔描绘着到西部去、到

基层去的人生轨迹。

匆匆的相聚、短暂的培训，自己

的西部计划志愿行从拉萨市曲水县

正式启航。初入岗位的第二天，我便

开始跟随领导下乡，喝酥油茶、吃糌

粑、和藏族群众交流都在这次下乡中

实现了“第一次”，“第二故乡”的情愫

从那一刻起便慢慢地扎根心底。追

忆在曲水县妇联的点点滴滴，心中泛

起阵阵涟漪，一年的青春时光、志愿

者生活在曲水县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年里自己走遍了曲水县的每个乡

镇、涉足了每个村庄，在那里逐渐锻

炼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也让自己

深深地爱上了这片高原。

荏 苒 的 时 光 ，在 春 去 秋 来 中 消

逝，自己也迎来了服务期满去留与否

的抉择。在舍离中，我背着行囊，离

开了曲水。但不舍与难离，让我选择

了留在西藏，来到辽阔的羌塘草原，

成为了一名那曲市的基层教师，从此

真正掀开了扎根西藏的篇章，那曲也

成为了自己最大的眷恋。

那曲，承载了我十分之九的高原

情结，记录着我百分之九十的高原生

活。回眸刚到那曲的第一年，那曲给

我的第一印象是“高寒”“缺氧”，最直

观的感受是再无春秋，只有夏冬；再

无七彩，只有黄绿。岁月如梭，9 年的

时光在三尺讲台和学生的欢声笑语

中 流 转 成 段 段 记 忆 ，如 今 的 沉 稳 娴

熟、被学生喜欢、感动和热爱凝结成

嘴角幸福的“弧度”，在脸颊上留下了

一丝丝微笑。一次偶然的机会，山南

错那小学的校长给我推荐了上海希

望之光基金会的群，群里的爱心人士

为我的学生捐赠了几百套衣服，800

本笔记本，221 套文具。这点点滴滴

的 爱 点 燃 了 牧 区 孩 子 的 希 望 之 光 。

我推荐了 6 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每个

月给予生活资助 300 元，在资助中，爱

心人士也不愿意留名，只希望孩子们

长大为国家作贡献。

9 年的时光，用心育桃李，学生从

一年级的懵懂娃长大成高中生，从调

皮到懂事，点点滴滴涌上心头。曾几

何时，学生一声声亲切的“文老师”让

我 暖 心 不 已 ，一 声 声“ 老 师 ，您 辛 苦

了！”让我感动万分，一声声“谢谢老

师”让我激动万分。随着这份沉甸甸

的爱涌入心头，思绪也在不自觉中飘

向远方，一个熟悉的身影慢慢在脑海

中凝结成思念。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我想你了。”隔着 3700 多公里从视频

中传来的声音，让我时时泛起泪花，

挥之不去的想念在耳边萦绕。对于

自己的学生，我倾注了所有，陪伴他

们成长、成才。但，对女儿却少了那

份本该属于同龄人的爱。看着相册

中女儿的照片，苦涩淹没了微笑，流

下了一道道愧疚的眼泪。每一次的

匆匆告别，每一次的踏上回程，成了

我与学生的见面和与女儿离别的“两

条平行线”，渐渐地，高原上有了我的

牵挂，家乡牵动着我的思念。

十年弹指间，雪域高原成了我的

第二故乡。现在的那曲，在我的眼里

已然“色彩斑斓”“四季宜人”。这里

走过的每一条路、看过的每一道风景

已 经 走 入 了 我 的 心 扉 ，这 里 相 识 的

人、这里教过的人已经融进了我的血

液，远方的家乡也成了时常勾起的思

绪和不舍的牵挂。

旅 游 画 派 创 始 人 、著 名

油画家胡道昌新作《大画西

藏》创作完成，《大画西藏》一

共收录了画家的 210 幅新作，

表 现 了 西 藏 自 治 区 7 市

（地）、74 县（区、市）的代表性

景观景点，从巍峨壮丽的雪

山奇峰到湛蓝的江河湖泊，

从人文古迹建筑到藏族群众

的幸福生活场景，画家通过

自己独特的眼光取景，敏锐

的思维创作，系统、全面诠释

了大美西藏，让现实生活中

的景观得到了艺术升华。

西藏美景入画来
吴铭

时光如白驹过隙，倏忽间，又是新

春换旧年。站在新年的门口回首，那些

人、那些事，让人感慨万分。

前天，在家族微信群里，侄儿发出报

喜信息，说添了新丁，是一个八斤重的男

孩。两个月前，侄儿的爷爷——我的伯

父撒手人间。伯父精神矍铄，有一把好

手劲，我们几个不服气的晚辈常被他捏

得嗷嗷叫。伯父的生命终结于一次意外

事故——他在山坡上砍柴，不慎滑下山

坡……伯父没能看到重孙的诞生。

突然地逝去与静静地新生，家族微

信群的氛围混杂了悲戚与喜悦。我想

起宗璞《紫藤萝瀑布》里的那句话——

“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们能做

的，大概只能像宗璞一样，让时光渐渐

消解失去的悲哀，然后，以期待的目光

迎接新的到来。

几兄弟中，我年龄稍小，几个堂哥

嫂打趣我，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仿佛

我还是当年那个天天滚铁环、玩泥巴的

小娃，一下子就“升了级，当了爷爷”。

我陡然体会到别人口中说的“人到中

年”四个字的分量。在家，父母已老，子

未成年；在单位，上有领导，下带新人，

中年人的肩上扛着一副卸不下的重担。

岳父病逝后，我们把岳母接到城里

住过一段时间，但她住不习惯，坚持回

了乡下老宅。这一次，老毛病又找上了

她，且到了非做手术的地步。手术不算

大，但动刀的事，总让人揪心。妻弟请

到假，周三做手术，我和妻子周六才抽

空赶到医院。岳母躺在病床上，“回来

啦，看把你们累的……”岳母微笑地看

着我们。岳母理解我们请假不容易，她

的宽慰，却让我们更加愧疚不安。一边

是教室里睁大求知眼睛的学生，一边是

病床上望眼欲穿的岳母。生活中，还有

多少人和我一样两难！

回想起 2020 年初的一段时间，因为

疫情，我不能去学校上课。上网课之

余，我把时间投入到自己钟爱的文字世

界。那一年，我以自己上网课为素材创

作的作品发表于国家级纯文学期刊，并

被多家报刊转载。真实生活的记录，让

人们看到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

战线上的抗疫行动。之后三年中，我摆

渡自己，也摆渡学生。我乐于把自己的

小文与学生分享，他们也对我的作品表

现出极大的兴趣。在我的引领下，有几

个孩子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我把他们

的作品打磨后投给报刊，偶尔发出一

次，他们也非常高兴。我和孩子们都在

文学中找到了快乐。

站在新年的门口回首，一些亲人，一

些往事，一份责任，一种情怀让人牵挂感

怀。未来正在来的路上，畅想来年，我愿

岳母不再承受伤病的折磨，我愿家族的

新生命茁壮成长，我愿和孩子们在文学

创作的路上共同进步……

办公室外，银杏树只剩光秃秃的枝

干，但我知道，三月的春风还会唤醒他

们。无论悲戚或喜悦，我们总要振奋起

来，跨进新的一年。

在新年的门口回首
宋扬唱给雪域“第二故乡”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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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对口援藏三十周年。

三十年来，一批批援藏干部克

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挑战，在雪域

高原默默奉献着青春、汗水、热血

甚至生命；

三十年来，一批批援藏干部以

顽强的作风、真诚的奉献、良好的业

绩，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赞扬；

三十年来，在西藏各族群众心

中，在这片高天厚土上，援藏干部们

竖起了一座不朽的时代丰碑……

在援藏干部眼中，雪域高原是

他们的第二故乡；在西藏各族人民

心 中 ，援 藏 干 部 是 他 们 最 亲 的 家

人。

为更好地展现援藏干部与西

藏、与西藏各族群众的感人故事，

我们向所有曾经和正在援藏的干

部征稿，诚邀您将最美的西藏记忆

和最动人的故事落笔成文，我们将

在西藏日报《格桑梅朵》版开辟专

栏，将您的故事与感动分享给更多

的人。

征文要求：

（1）体裁以散文、随笔、诗歌为

主，字数在 1500字左右；

（2）作品须为个人原创作品；

（3）文章要求语言优美，情节生

动，故事感人；

（4）请按照“××省第×批援藏

干部+援藏地点”式样标注清楚，并

附电话号码与通联地址。

征文时间：

2024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12 月

1日

投稿邮箱：xzwyfk@163.com

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西藏日报社汉文编辑部

征 文 启 事

赵玉宝 画

夕阳如画雪山红
梅方权

12 月 30 日，元旦假期的第一天，因

为工作原因，行走在高原大地，不经意

间遇到了最美夕阳红。日照金山，万里

红霞，旅途最美的，莫过于刹那的奇景

以及背后的事业所系，为民之乐。

于我而言，年轻的时候，喜欢看武

侠小说，总盼望有一天能够三五知己，

仗剑天涯，轰轰烈烈，潇洒走一回，大抵

与现在年轻人所说的诗和远方相似。

高中住校时，相对单纯，喜怒哀乐挂在

脸上，成绩好时容易春风得意，常吟诵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考得不好

心情欠佳，独上西楼，遥望炊烟下朦胧

难见只能思念的老屋，瞬间就是“夕阳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总之，夕阳与我

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近有一首流行歌曲，歌词叫“可

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得认真”。而我

却觉得可能要去西藏，才能遇上最美的

夕阳红。今天一早，几个同事一起参加

了某水电站的截流仪式，一路上边调研

边思考着西藏的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坐在办公室确实问题很多，到基层一看

还真是到处都是答案。比如环保部门

关心的鱼道效果问题，智能监测体系提

供了客观数据。加查电站负责人告诉

我们，水利院专家研究的智能监测，效

果很好，尤其是背后的算法以及尾标跟

踪显示，从加查电站到藏木电站，鱼儿

十来天畅游无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在

这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充满了辩证智慧。一路上，我们还发现，

近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边疆基础设施日新

月异，乡村产业各具特色，群众生活日渐

殷实，城乡面貌欣欣向荣，一面面五星红

旗在艳阳下迎风飘扬，那翻山越岭的高

压线，在青山间绿水畔为现代化建设赋

能，一点也没有违和感，我们随口吟诵：

“七弦琴奏时代曲，高山流水知音多。银

光闪闪海天阔，边疆儿女唱新歌”。

走着走着，就到了林芝境内。宽阔

的尼洋河与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在山水

间完美地汇合到了一起，太阳还没有落

山，阳光下波光闪闪，绿水粼粼，好一番

“大江流日夜、锦绣壮群山”的景象，脑海

中自然回想起一幕幕难忘的故事。还记

得《艽野尘梦》里，晚清将士们在这里为

反对分裂挥洒过热血。七十多年前，十

八军将士们为了祖国统一民族解放在这

里浴血奋战，谱写了惊天动地的篇章。

最难忘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西藏行，

在雅江边、尼洋河畔，留下了亲民爱民的

足迹，为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擘画了宏伟蓝图。

而今，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西

藏的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要想富先修路，拉林高速、拉林铁路为

我们雄关跨越提供了一日千里之快。

现代产业体系，绿色能源先行，全区已

建在建清洁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2000 万

千瓦，全社会用电量连续三年增速达

13%，“一基地、两示范”初具雏形。如您

所愿，治藏方略展示了贴近民心的理论

魅力和实践伟力。

一路前行，聊着聊着，又到了盘山

而上逐日之时。山脚下已是暮色苍茫，

山腰上余晖映雪，追日赛跑时间急，但

我们“不畏浮云遮望眼”，快到云端后，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那震撼心灵的南

迦巴瓦峰，在夕阳下，金光闪闪，熠熠生

辉。冬日盛世多奇志，夕阳如画雪山

红。好一派天高地阔，美不胜收的景

象！雪山纵无言，人间有大爱。过去的

一年，西藏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大幅提高。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

民心向党，多少个朝晖夕阳中，南迦巴

瓦见证了世界屋脊的沧桑巨变。

我们没有过多停留，也来不及等待

那残阳如血，一路继续奔赴沿途的下一

个调研点。苍山如海的路上，我们想的

是，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明天的

接力奋斗，更需要壮志豪情。中华万

疆，仁义安邦。几代领袖，心系苍生。

藏家儿女，感恩奋进。尤其是习近平总

书记对西藏的殷殷嘱托，一点一滴，沁

人心脾，持续激发着再造山川的力量。

年 少 的 梦 ，总 会 喜 欢 那 灿 烂 的 朝

霞。然而，有朝霞就会有夕阳。叶帅曾

有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

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老去的只

是时间，叶帅何尝不是“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得夕

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夕阳西

下，下一个黎明，又将是灿烂的朝霞，那

冉冉升起的红日，不正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