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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珠然山下的那排杨树
陈晓东

山 南“ 印 象 ”

李胜财

再进墨脱
蒋耕霆

印象中，山南是极美的，却也是陌生的。

十年前，曾到过一次西藏。却不知，西藏有个叫山

南的地方。山南，不会因我的“无知”而不美丽。

十年后，我有幸以一名援藏干部的身份，再次踏上

西藏这块神奇而圣洁的土地。这一次，我不仅知道了

山南，而且还深情地亲吻了山南这片多情的土地。

西藏第一块农田索当、第一座村庄索卡、第一座宫

殿雍布拉康、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西藏的诸多第

一，都诞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山南，被称为“藏源

之源”。

我所在的受援单位是山南市融媒体中心，期间与

山南融媒体的同仁，一同开设了《大美山南∙每周一

景》栏目。通过短视频+优美文案的形式，向大家展现

山南之美。

正因为如此，我得以走遍了山南的 12 个县区。山

南，地处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以北，冈底斯山和念青

唐古拉山脉以南，雅鲁藏布江中游宽广谷地。千百年

来，这里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养育了勤劳善良的人民，

写下了壮美诗篇。

印象中，山南的千年古镇别具韵味。

游走在山南的壮阔河山之中，偶遇一片阡陌交错

的沧桑古镇——杰德秀，她不似江南古镇的小巧精致，

却多了一份雅江赋予的豁然之感。这里是远近闻名的

“围裙之乡”“氆氇之邦”，也是西藏八大古镇之一。

静静地站在杰德秀的某个交叉口，环顾四周的古

老墙壁，在耀眼的阳光里仰望古镇上空的苍穹，悠远

而宁静。

印象中，山南的千年核桃林历经沧桑。

漫步加查的这片千年核桃林，仿若隔世。零星散

落于林中的村落，与数米高的核桃树完美交融，三五成

群的牛马惬意啃食，牧者乐然，老人悠然，儿童陶然，恍

如桃源。

行 走 其 间 ，每 一 棵 古 树 似 乎 都 有 着 讲 不 完 的 故

事。依树而卧，好生惬意，不经意间顿入梦乡，千年前

文 成 公 主 在 此 施 舍 盐 巴 的 故 事 飘 然 入 梦 。 这 片 古 老

的核桃林，千百年来默默地凝视着这片土地的沧桑与

繁华。

印象中，山南的勒布沟是雪域高原的人间仙境。

有人说，你是诗人的故乡。有人说，你是离拉萨最

近的氧吧。但是我知道，你是一片花的海洋。勒布沟

的杜鹃花，流淌着太阳的血液，蕴含着山泉的灵魂，镌

刻着云彩的印迹。

若想听水声，唯有在这静谧的勒布沟。相传，莲花

生大师修行时，不小心倾倒了酒壶，流出的青稞酒，幻

化出岗亭瀑布，从山崖上一泻而下。当你站在瀑布下，

紧闭双眸，侧耳倾听，水汽扑面而来，那流水声由远及

近，气势磅礴。

印象中，山南的千年古沙棘林千娇百媚。

漫 步 千 年 古 沙 棘 林 ，仿 佛 走 进 了 一 个“ 树 木 艺 术

展”，像是在欣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它们是天生的

自由生长，奔放不羁，如同朴实憨厚的藏族同胞酒醉后

舞起的“锅庄”，醉意朦胧，东倒西歪，却又千娇百媚，千

姿百态。

这片千年古沙棘林，成长了千年，也奉献了千年，

虽已老态龙钟却依然坚守岗位，守卫着边疆的每一寸

土地，即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还在奉献自己。它们恰

是千百年来藏族同胞顽强生命的最好象征，他们用无

比的坚韧和顽强，演绎着可歌可泣的生命传奇。

印象中，山南的玉麦永远洋溢着中国红。

在这个世界屋脊的边陲小山村，因为很长时间只

有桑杰曲巴和女儿卓嘎、央宗三人，曾经被称为“三人

乡”。就是这三个人组成的小家，却锚定了一个国家的

坐标。

漫步玉麦这一方小天地，高高飘扬着的五星红旗，

是整个山谷里最为亮眼的颜色，这也是刻在了玉麦人

民骨子里的颜色——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印象中，山南真的很美！

第 一 次 进 藏 见 到 宿 舍 旁 边 那 排 杨

树，因为高反晕乎乎的，只是匆匆一瞥，

只 觉 湛 蓝 的 天 空 像 大 海 一 样 ，与 巍 峨 连

绵 的 珠 然 山 和 郁 郁 葱 葱 的 杨 树 浑 然 一

体 ，热 情 地 欢 迎 我 们 的 到 来 。 我 和 它 们

邂 逅 了 雪 域 高 原 的 四 季 更 替 ，领 悟 到 坚

韧 不 拔 的 老 西 藏 精 神 ，坚 守 初 心 践 行 着

援藏使命。

对 于 长 期 生 长 生 活 在 海 边 的 我 们 ，

高 原 确 实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不 少 挑 战 ，气 压

低 、含 氧 少 、紫 外 线 强 烈 、气 候 干 燥 等 。

早晨起来，鼻子是干的、喉咙是干的，有

时 忙 着 忙 着 ，鼻 血 就 不 自 觉 地 流 下 来

了 ，但 好 多 援 友 已 习 惯 了 ，随 手 抽 一 张

纸 巾 塞 到 鼻 孔 里 ，轻 车 熟 路 ，简 单 处 理

一 下 ，继 续 投 入 紧 张 的 工 作 中 。 偶 尔 看

着 杨 树 飞 絮 ，摸 着 自 己 如 同 树 干 一 样 干

燥 脱 皮 的 脸 ，心 想 ，这 或 许 也 是 一 种 成

长吧。

很 多 人 说 ，7、8 月

份是西藏最美的时候，

这时候气温适宜、林草

茂 盛 、雨 水 充 沛 ，这 也

是 万 物 成 长 最 快 的 季

节。这段时间，和杨树

一样，也是我们快速成长、快速学习、快速

适应援藏生活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月内，

走遍左贡县的七乡三镇 1.17 万平方公里，

实地调研医疗、产业、教育等，跨过国道

318 海拔 5130 米东达山垭口，驰行在盘旋

于怒江、澜沧江悬崖峭壁边的公路，经历

了落石、泥石流、无手机信号，但也收集了

第一手来之不易的珍贵资料。

入秋后杨树换上了一身稳重的黄衣

裳，叶子一天一天地掉落，直到整排的树

不 见 一 片 叶 子 ，但 它 们 依 旧 笔 直 地 站

着。每天出门时，看到它们挺拔的身影，

心底也涌起一股抵御寒冷的暖流。这段

时间，我们深入调研、考察学习、实地走

访、积极争取资源，已经成为左贡的一份

子 ，用 真 抓 实 干 的 行 动 夯 实 对 口 支 援 工

作的基础。

2020 年 新 冠 疫 情 突 如 其 来 ，那 时 正

在休假的我们立刻放弃休息就地投入到

疫 情 防 控 攻 坚 战 中 ，第 一 时 间 与 左 贡 县

当地取得联系，迅速成立工作专班，协调

100 万 计 划 外 资 金 ，争 分 夺 秒 联 系 供 应

商，加班加点组织货源、物流运输，助力

缓解左贡县防疫物资紧张情况。

疫 情 缓 解 后 ，福 建 援 藏 队 召 开 了 八

宿 现 场 会 ，领 队 魏 东 同 志 提 出 了 福 建 援

藏工作的“八大工程”，让我们进一步明

晰 援 藏 期 间 的 工 作 蓝 图 。 回 到 驻 地 后 ，

我们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任务项目化、

项目清单化、清单具体化，稳步推进各项

工作。那排杨树竟然在不经意间开始抽

出了新芽，准备孕育又一轮的绿意盎然。

在 全 体 队 员 的 全 力 以 赴 、共 同 协 作

下，厦门援藏队不断推出精品项目，左贡

医改模式、格桑花开志愿服务、基层党建

品牌创建、葡萄酒全产业链布局、城镇规

划、智慧教育、财政便民提升等一项项工

作落实落地，我们忙碌的身影穿梭于左贡

的医院、学校、草原、村落等。这一年，左

贡县以“综合评价好”成绩脱贫摘帽，工作

队获得“西藏青年五四奖章”先进集体。

白 驹 过 隙 ，一 年 半 的 援 藏 时 光 很 快

结束了，感觉好多事情还没做完，就要与

雪域高原说再见了，内心沉甸甸的，压着

的 是 满 当 当 的 不 舍 。 离 开 的 前 几 天 ，与

援 友 们 再 次 用 脚 步 丈 量 了 左 贡 县 城 ，我

们 跨 过 连 接 县 城 与 新 区 的 连 心 桥 ，眺 望

县 医 院 即 将 启 用 的 崭 新 办 公 大 楼 ，凝 视

被皑皑白雪覆盖仍默默守护着县城的珠

然 神 山 ，顺 着 蜿 蜒 奔 向 怒 江 的 玉 曲 河 畔

来 到 四 方 祥 和 福 建 新 村 ，闻 着 从 一 排 排

整 齐 的 楼 房 中 飘 出 的 柴 火 烟 味 ，混 着 燃

烧 牦 牛 粪 的 青 草 香 ，惊 喜 地 发 现 房 前 屋

后 年 初 与 当 地 干 部 群 众 一 起 种 下 的 云

杉，已能够与飞雪抗争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道别时刻仍是

要面对，一条条哈达挂满了我的身上，一

声声“保重再见”回响在我的耳边，一个个

熟悉的身影模糊了我的双眼，眼泪就像那

排飘落的杨树叶一般，挡也挡不住。

援藏，磨炼了我的工作能力，淬炼了

我 的 意 志 ，同 时 也 让 我 收 获 了 满 满 的 民

族团结情谊。那排杨树仍然屹立在雪域

高 原 ，它 们 也 将 迎 接 一 批 又 一 批 援 藏 干

部，见证他们的成长。

一段援藏行、一生西藏情，祝愿昌都

和左贡越来越好！扎西德勒！

（作者系福建省第九批援藏干部）

话剧《老西藏》是自治区文化厅党组“八

大工程”的重点新创剧目，也是瞄准下届中

国艺术节的主打剧目，是对一生践行老西藏

精神的西藏建设者的致敬，也是对传承老西

藏精神的深刻思考。

话剧《老西藏》从西藏和平解放讲起，聚

焦不同时期文化、水利、交通、教育、卫生等

各条战线上的“老西藏”为长期建藏奉献青

春年华、贡献聪明才智、凝聚精神力量、书写

无悔人生的感人故事，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

受在不同时期为西藏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经

济社会长足发展而“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

终生献子孙”的进藏、留藏、在藏的革命先辈

不屈不挠、拼搏向上的精神力量，感受艰苦

不怕吃苦的精神。

全剧以母子情、父女情、战友情、兄弟情

为情感线索，在表情达意的同时，展现一代

代 西 藏 人 充 满 温 暖 、满 怀 激 情 的 奋 进 拼 搏

史，生动体现在党的领导下，推进西藏历史

性跨越，为雪域高原带来的沧桑巨变。该剧

中的吴玉娟、王进藏、吴达瓦、李东升、黄爱

莲、叶梅玲、刘英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英雄

群雕般表现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英雄事

迹 ，是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教 育 的 生 动 教

材，必将在西藏未来的建设事业中发挥“营

养剂”的重要作用。

话剧《老西藏》讴歌了“老西藏”舍小家、

顾大家，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的奉献精神，反映了“老西藏”上不能尽孝、

下不能尽责的艰难抉择，他们以边疆为家，

视西藏各族人民为亲人，用生命与汗水在西

藏的大地上凝聚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

的老西藏精神。

该 剧 生 动 地 展 现 了“ 老 西 藏 ”爱 国 、爱

党、爱西藏的情怀，艺术地再现和挖掘了老

西藏精神形成的历史脉络和时代内涵，能让

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

爱国主义精神。通过一代又一代“老西藏”

扎根雪域高原，献身事业，不畏艰险、奉献奋

斗的英雄事迹，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老西

藏”对西藏建设事业的热爱，从而让人们深

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吃苦耐劳和

敬业奉献精神。从提升民族和人民的精神

境 界 看 ，老 西 藏 精 神 对 丰 富 人 们 的 精 神 世

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基础性、

决定性作用。

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向往美好的精神

生活，更需要强大的价值支撑。要振奋起人

们的精气神、增强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必须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就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精神。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看，老

西藏精神构建了具有强大凝聚力感召力的

核心价值观，关系西藏和谐稳定，关系国家

长治久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

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追求。

新时代的老西藏精神就是要在艰苦环

境中，党员干部要具备勇于担当、敢于创新、

团 结 协 作 、清 正 廉 洁 的 政 治 素 质 和 工 作 能

力。老西藏精神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彰显

着中国人民的坚强品格，是伟大民族精神的

生动体现，是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

动力。70 多年来建设西藏的艰辛历程，带给

我们的不仅是感动，更是一种穿越时空、震

撼人心、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这种忠诚使

命、不畏艰难、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军民团

结、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在今天依然熠熠

生辉地传承着。

70 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建设西藏的各族

人民，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建设美丽幸

福西藏，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英雄

赞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
—评话剧《老西藏》

敖超

霞光霞光

汤青汤青 摄摄

话剧《老西藏》剧照 敖超 提供

梦绿洲，

南迦巴瓦东南坡，

莲花圣地数墨脱。

驱雾锁，

一路跋涉乐蹉跎，

再进墨脱揽胜多。

迎雪落，

嘎隆隧道穿峦过，

千里来寻冰与火。

呀拉索，

各族群众幸福多，

果果塘弯吊脚楼。

再回首，

援藏三载舞金梭，

精神之钙倍收获。

恋墨脱，

雨雪洗涤心辽阔，

绿浪拍打精神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