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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方

徐宜超 画

1971 年 的 深 冬 ，大 地 已 结

冻，路面踩上去咯嘣嘣响，一辆

吉普车载着我，奔驰在拉萨至江

孜的公路上。

那时，西藏的交通条件还很

差，从拉萨到江孜是一条很窄的

公路。路上坑坑洼洼，一边靠着

陡峭的大山，一边是汹涌奔腾的

雅鲁藏布江，江边无护栏，路况

极其险恶，稍有不慎，就会撞向

山壁或掉进江里。没有过硬的

驾驶技术，这条路是绝对难以通

行的。途中还有几处盘山公路，

可谓九曲十八弯。从下面往上

看，汽车就像悬在半空，像在云

雾中穿行。司机说，曾见到有人

驾驶着车，从上面公路翻滚掉到

下面公路上，继续行驶。

我 高 原 反 应 很 重 。 车 行

了 整 整 一 天 ，终 于 到 达 了 目 的

地 江 孜 。

江 孜 县 位 于 喜 马 拉 雅 山 北

麓，是日喀则第一大县。县内雪

峰 林 立 ，共 有 大 小 雪 山 24 座 。

其 中 ，乃 钦 康 桑 大 雪 山 高 达

6000 米。县城的南边是雅鲁藏

布江最大的支流年楚河，全长百

余公里。

来到江孜后，我按捺不住激

动的心情和新鲜感，不顾高原反

应带来的不适和旅途劳累，休息

一 天 后 ，我 就 和 姐 姐 一 起 上 街

转 。 这 一 看 ，心 里 顿 时 凉 了 半

截。一个县城竟没有区外一个

公社的街面大。站在十字街口，

从这头能看到那头。街道两旁，

房子陈旧，路面低洼不平。街上

仅有一个供销社，一个邮局，一

个 银 行 ，一 所 学 校 ，一 个 书 店 。

路上行人稀少，一片荒凉。

寒 风 刺 骨 ，吞 噬 着 我 的 身

体，我不由得裹紧了棉大衣。心

里直犯嘀咕：姐姐怎么让我来这

样的地方呀？

晚上，家里来了客人，是个

非常漂亮的中年妇女。姐姐介

绍她是江孜县委副书记高世珍

（她 曾 是 十 八 军 文 工 团 团 员）。

高世珍亲切地拉住我的手问长

问短，又笑着对姐姐说，你这个

妹子长得秀气，你舍得让她到这

个穷地方吃苦？姐姐答，比起咱

们十八军进藏吃的苦，这点苦就

不算苦。一提起十八军，姐夫王

世斌和高世珍的兴致来了，开始

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十八军进

藏的故事。

姐夫说：“十八军进藏时，我

在军部机要处工作，对各师团的

情况都很清楚。我记得咱们是

1950 年 3 月，从四川乐山向西藏

进发的。一路上没有公路，就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那个苦啊，

你们想象不到，高山缺氧，肚内

饥饿，身上背着几十斤东西，一

天要走很远的路。就这样，大家

凭着一股革命精神，一路上走过

了二郎山、雀儿山等十几座大小

雪山，又跨过大渡河、怒江等十

几条大小冰河，还穿越过森林和

荒无人烟的地段。记得到冷拉

山时，整个山都被大雪覆盖着，

风呼呼刮着。我们身上还背着

30 多斤东西，走一步喘一口气。

不 少 同 志 严 重 缺 氧 ，又 极 度 疲

乏，跌进雪窝，掉到峡谷，再也没

上来。”

高世珍说：“我们文工团每

天 都 要 先 动 身 到 山 顶 上 搭 棚 。

我当时只有十四岁，爬到半山腰

就爬不动了，老兵们就在我腰里

拴个绳子拉着我往上爬。到山

顶气都喘不上来，歇一会儿就给

过往部队唱歌，当啦啦队，鼓励

大家往前赶。在进藏途中三次

断 粮 ，我 们 就 把 雪 扒 开 挖 野 菜

吃，饿得路都走不动。大家互相

搀扶着，咬牙坚持着。”

姐 姐 补 充 说 ：“ 是 啊 ，那 时

候 俺 们 饿 得 到 处 找 吃 的 ，还 得

防备敌人的偷袭。表哥就是在

巴青差点被要了命。川藏公路

平均每公里都有一名牺牲的战

友。十八军进藏真是第二次长

征啊。”

说着说着，高世珍竟不由自

主地带头唱起歌来，“二呀么二

郎山呀，高呀么高万丈，解放军

个个是好儿郎……”歌声，穿越

屋顶，回响在夜空。

高世珍走后，姐姐还一直夸

她，她是甘孜藏族人，藏汉语都

讲得好。别看年纪轻，可是个战

功 卓 著 的 人 ，在 群 众 中 威 信 很

高，你要好好向她学习。

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

我的心灵被深深触动。回想表

哥 、表 嫂 和 姐 姐 、姐 夫 、高 世 珍

等 十 八 军 进 藏 战 士 ，他 们 不 怕

牺牲，为解放西藏，从各种困境

中 走 过 来 了 。 为 建 设 西 藏 ，他

们又坚持在这高原上工作。我

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呢？想到这

些 ，顿 时 为 自 己 怕 吃 苦 的 思 想

感 到 羞 愧 ，坚 定 了 在 藏 工 作 生

活的决心。

和 我 同 来 江 孜 的 还 有 十 几

个同龄青年男女，他们分别来自

全国各地。不久，我们都分配了

工作。我被安排到江孜县青妇

办公室工作。当时的县委机关

人 员 还 不 足 二 十 人 ，九 人 是 汉

族，其余是藏族。有组织部、宣

传部、青妇办公室和公安局，四

个单位在三个办公室办公。

岗前培训班上，组织部部长

对 我 们 讲 ，你 们 是 十 八 军 的 亲

属，一定要发扬老西藏精神，扎

根西藏、建设西藏，为西藏的发

展作出你们最大的贡献。

我 信 心 百 倍 走 上 了 工 作 岗

位，开始了我的西藏生活。

刚 来 这 里 ，一 切 都 是 陌 生

的。藏族同志对我特别热情、友

善。同院的扎西拉姆每天给我

打一壶酥油茶，送到我房间。翻

译米玛潘多总是亲切地教我工

作方法。还有穷达、阿旺、大偏、

穷 珍 这 些 邻 居 也 处 处 关 心 我 。

电影队的卓玛和巴桑真是热情

似 火 ，约 我 一 起 看 电 影 ，过 林

卡。这一切，让我这个初来乍到

的汉族姑娘感动万分，真正体会

到了一家亲的温暖。

神功智计藏梦里，怪客奇侠出笔间。

牧羊跑马石上住，餐风饮露松下眠。

芍欢兰乐柔情侧，国恨家仇大义前。

侠心何以寻归处，青梅淡酒与红颜。

近 水 远 山 愁 ，边 城 云 自

流。怅然倚、落日楼头。听彻

孤鸿悲塞外，夜风紧、宿沙洲。

侵 梦 暗 香 幽 ，寻 梅 踏 雪

游。借清蟾、弄影崖首。尽道

在此几忘岁，唯君故、苦淹留。

唐多令·拉萨梦梅
李精思

柔情侠心
——纪念金庸先生

张恒

2019 年至 2022 年，我作为第九批援

藏干部，在阿里地区革吉县工作，有幸亲

身经历、亲眼见证了当地脱贫攻坚、推进

乡村振兴的伟大历史进程。结束援藏回

到单位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常萦

绕心头。其中，一次参加各民族文化交

流的小事难以忘怀。

2022 年 3 月 23 日，根据县政府工作

安排，我前往革吉县盐湖乡进行包乡工

作督导。当天和前期包乡的县政协副主

席巴次进行了工作交接，此后几天连续

去了工地、学校、矿业点、寺庙、加油站等

重点场所了解情况，同步调研工作，晚上

则随同乡干部在乡上巡逻。期间，还抽

出一天时间，陪同县人民医院医生深入

到牧区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工作节奏紧

凑而充实，和基层干部在一起，总能学到

不少牧区工作经验。每天晚上大家集中

在乡政府便民服务大厅交流当天工作情

况。印象中，乡党委书记贡觉次仁是一

位“老基层”，总是不厌其烦给我介绍乡

情地貌，对牧区一山一水、一家一户，他

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盐湖乡扎西曲林寺是我的联系点，

曾荣获全区模范寺庙称号。我和新上任

不 久 的 寺 管 会 主 任 索 平 原 本 就 比 较 熟

悉，每次聊起宗教统战工作，总有说不完

的话题。3 月 28 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纪念日，县乡都很重视。扎西曲林寺寺

管会计划在当天邀请在乡里工作生活的

各族群众代表开个座谈会。了解了具体

安排后，我提议增加一项书法交流活动，

还特意邀请一位擅长藏文书法的僧人嘎

玛朗加参加。索平欣然同意，立刻着手

安排，并联系盐湖乡完全小学老师崩达

次仁借用了笔墨纸张。

纪念日当天早上，我抓紧时间到附

近点位转了一遍，到附近的羌麦村村委

会和村干部一起参加升旗仪式。按照此

前约定，又赶到寺管会和藏、汉、回、维等

各族群众一起参加升国旗活动，并在会

议室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之后就是民族

书法交流环节。扎西曲林寺僧人噶玛朗

加现场提笔书写了藏文“扎西德勒”，字

体端庄严谨，赢得一片喝彩。在乡上做

生意的维吾尔族商人托合提·买提托合

提现场用维文书写了“民族团结是各族

人民的共同愿望”，生动、独特的书法赏

心悦目。两人书写后，一一作了解读，用

朴素的语言分别表达了铭记历史、珍惜

幸福生活的愿望，表达了热爱祖国、永远

跟党走的感恩之情。现场气氛热烈，发

言真诚感人。索平提议让我也“露”一

手。我琢磨了一下，写了“皆大欢喜”四

个字。写完后，结合纪念日活动主题，给

大家做了一番解读，谈了谈“皆大欢喜”

的含义，鼓励僧侣潜心修行、提高造诣，

争做先进僧侣，创建模范寺庙。同时，鼓

励大家多开展交流活动，通过文化交流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促 进 各 民 族 间 和 谐 团

结。随后，大家齐聚寺管会门前体育场

举行了篮球投篮比赛，托合提·买提托合

提的远投赢得了大家一阵阵的喝彩。当

地海拔比县城略低，但也在 4300 米以上，

我叮嘱大家注意活动强度，便和大家挥

手作别回到了乡上。

2022 年 8 月初，根据援藏工作轮换安

排，我结束了在阿里地区的援藏工作返

回单位。这次小小的文化交流活动，也

成为诸多美好回忆中的温情时刻，成为

日常援藏工作的真实写照。

作为援藏干部群体的一员，我在藏

工作期间得到了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

和各族群众在共同奋斗中结下了深厚友

谊，共同见证了西藏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历史进程，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得到西藏各族群众的真心拥护。无论身

在何处，“在藏建藏、离藏援藏”成为我们

援藏干部共同的誓言。

阿里，是我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作者系中央单位第九批援藏干部）

2022 年 11 月 16 日早上 10 点，我和解

放军第六医学中心的专家，还有中部战

区 3 位专家一起前往墨脱县人民医院。

进入医院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身穿迷彩

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姿飒爽，意气风

发，像墨脱随处可见的茁壮挺拔的树木，

高大、精气神十足。在准备好巡诊所需

的医疗物资和药品后，我们一起出发了。

去往营地的道路蜿蜒崎岖，没有护

栏，身边是悬崖峭壁，一路上山高水险，

让人提心吊胆。在经过 3 个多小时的车

程后，我们顺利到达第一个哨点嘎布杰

孤岛连队，海拔 3394 米，同行的部分专家

开始有了高原反应。进入营地后，团长

为我们简单介绍了连队情况，得知他们

目前的主要困难是缺医缺药。吃过午饭

后，我们稍作休整，马上坐车赶到第二个

哨点开展巡诊活动。第二个哨点的海拔

更高，明显感到气喘、心跳加快。但大家

顾不上那么多，马上进入工作状态。在

当地军营的配合支持下，我很快为战士

们完成了抽血体检，并在抽血过程中询

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得知他们经常饱受

腰疼、膝关节疼痛的折磨，主要原因在于

战士们居住的房子是木房子，潮湿寒冷，

加上经常长时间站岗巡逻，对腰部和膝

盖造成了损伤。根据他们的情况，我发

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对他们进行腰部、膝

关节的功能锻炼方法教学，为腰肌劳损

的战士进行涂擦按摩、外敷药物，症状较

重的对他们进行艾灸治疗。随后，给他

们进行康复训练和骨折急救技能等科普

教育。诊疗结束后，战士们列队欢送我

们。当时我深刻感受到了作为医护人员

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也更加理解了医疗

援藏的重大意义。

当我们返回嘎布杰孤岛连队时，已

经是傍晚，天气特别寒冷，大雪纷飞，大

地很快铺上了一层银装。下车后，连长

马上给我们每人派发了一件军大衣御寒

保暖。在义诊闲聊过程中，我对战士们

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里的战士们大部分

都是十几年的老兵，巡逻的时候需要背

着 80 斤的食物和必需品在冰天雪地里行

走，巡逻站岗 5 至 7 天，其中艰苦可想而

知。在寒风刺骨的驻营地，士兵们不敢

有半分松懈，即使身体因长年累月巡逻

站岗而积下旧疾（比如腰疼、膝关节疼），

也依然乐观向上，带着饱满的热情面对

枯燥却不平凡的每一天、每一道岗，年复

一年，坚守在藏南边陲，无畏艰险。他们

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乐观积极的心态深深

打动了我。

第 二 天 ，在 饭 堂 开 展 体 检 ，我 们 按

照人数将所有战士分成两列，我和解放

军 第 六 医 学 中 心 主 任 张 闯 分 批 抽 检 了

33 名战士。匆忙吃完早餐后，我们又开

始 启 程 前 往 第 三 个 哨 点 ，我 们 翻 过 高

山 ，穿 过 原 始 森 林 ，走 过 石 头 路 、沼 泽

地，踩过杜鹃树枝，摔倒又爬起，爬起又

摔倒，马不停蹄地赶路。随着海拔高度

的攀升，我们开始出现高原反应，出现

缺氧、气喘、唇色紫绀、心率 140 次以上

等症状，大家互相加油打气，适时休息，

吸 氧 、补 充 能 量 后 继 续 赶 路 ，经 过 3 个

多小时徒步后，我们到达了海拔 3700 米

的第三个哨点。被战士们迎进营地后，

我们看到了他们艰苦的居住环境，木房

子阴暗、潮湿，雪大天寒，只能以煤炭炉

取暖。还没来得及感慨，我们马上进入

了 工 作 状 态 ，为 战 士 们 抽 血 体 检 。 随

后，我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给他们示范

腰部、双下肢功能锻炼方法，派发腰疼、

膝关节疼痛相关外用药物，叮嘱他们平

时注意保暖，训练完后要互相按摩放松

肌 肉 ，避 免 肌 肉 劳 损 造 成 旧 患 。 临 走

时，战士们热情邀请我们进行合影，我

被排成整整齐齐的队伍簇拥，他们还说

我 是 目 前 唯 一 一 个 登 上 他 们 哨 点 的 女

性，我听后很受鼓舞。合影后，我们又

背起行囊赶回连队，回到连队时已经下

午了，为了不耽误返回县城的行程，我

们匆匆收拾完行李后就离开了连队，踏

上归途。回去路上雾气特别重，能见度

非常低，汽车只能缓慢行驶，就连司机

师傅都非常担忧路况，提心吊胆，好在

我们的司机师傅非常有经验，平安地把

我们送回了家！

这次巡诊让我收获良多，不仅挑战

体力极限，还深刻感受到了巡边战士们

的艰苦。

人 生 中 能 有 这 样 一 次 援 藏 工 作 经

历，我心幸甚！在拥有一份刻骨铭心的

工作经历的同时，我也对巡边护边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在边疆默默奉献的

人们有了更加崇高的敬意，对祖国边疆

有了更加真挚的热爱！

（作者系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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