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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持续 65年的采访，是三代

新华社记者的接力追寻。

——1959 年，新华社记者到拉萨市

堆龙德庆县朗嘎村（现为堆龙德庆区嘎

东社区）采访，亲历了民主改革中“农奴

村”的新生。

——1991 年，新华社记者又来到朗

嘎村，记录下了朗嘎人在改革开放春风

中，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美好生活。

——2024 年 ，在 西 藏 民 主 改 革 65

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再访嘎东社区，

感受到在新时代的春天里，这里正在续

写“发展最快时期”的传奇。

新华社记者的三次采访，见证了这

个村庄从“农奴村”到“温饱村”，再到

“小康村”的跃迁。如今，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上，这里的人们又

在续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新篇。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朗嘎村

65 年的嬗变，生动注释了西藏民主改革

后创造的历史奇迹，鲜明表达了雪域高原

人民的奋斗心声——通往幸福之路。

1959年——民主改革的
春雷

拉萨河畔，春风轻拂，朗嘎村（嘎东

社区）街巷里的柳树已泛出嫩芽，远处群

山绵延，近处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

沿 着 社 区 里 干 净 的 街 巷 ，拐 四 五

道弯，记者来到 88 岁的老党员益西桑

珠家里。

“旧社会，我们家 6口人都是农奴主

的朗生。”益西桑珠双手比划着讲述以

前的事情，“白天像牲畜一样干活，晚上

像狗一样守家。”

旧西藏的农奴，分为差巴、堆穷、朗

生三种，其中朗生最为悲惨。朗生为农

奴主所有，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

生产资料和财产，“生下的子女还是农

奴主的朗生。”

民主改革前，朗嘎村（嘎东社区）是

名副其实的“农奴村”。全村土地被旧

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僧官欧协·土登桑却

和功德林领主所有，98%的人是被农奴

主视为“会说话的牲畜”的农奴。

1959 年春，新华社记者马宁轩来这

里采访调查时发现：“朗嘎庄园主欧协占

有 130多名农奴、近 600亩土地、205头牲

畜以及大小农具。”“农奴们几乎没有生

产工具，要用农具得用欠粮债形式向庄

园主求借。当时朗嘎平均每户欠粮债

4000公斤。”“债务世世代代难以还清。”

而对于身为朗生的益西桑珠来说，

自己的人身都属于农奴主，“连借粮借

钱的资格都没有”。

在益西桑珠的回忆中，那段岁月永

远是那么幽暗：总是吃不饱，农奴主每

天只给一勺糌粑；没有固定的住处，拿

着薄麻袋到处找地方睡觉；经常挨打，

被“小主人”当马骑，若没伺候好，就会

被“主人”用牛皮鞭抽打……

在当时的西藏，朗嘎只是西藏农奴

制的一个缩影。

在奴隶制近乎绝迹的 20世纪中叶，

世界上最大的农奴制堡垒却还留存在

中国西藏。在当时，占人口不足 5%的

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三大领

主”，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财富，而占人口

95%的农奴和奴隶却挣扎在死亡线上。

历史档案记载，1950 年，西藏人口

约 100 万，其中没有自己住房的就有 90

多万人。

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企

图永远保留封建农奴制。1959 年 3 月，

他们发动武装叛乱，中国共产党顺应历

史潮流和人民愿望，迅速平定叛乱，并

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了民主改革。

春雷，激荡在雪域高原，也激荡在

朗嘎村的上空。

民主改革后，益西桑珠家分得了 30

亩土地、3 间房子和一些牛羊。第一次，

他穿上了体面的衣服，住上了属于自己

的房子。

春雷惊醒了朗嘎村，但一切才刚刚

开始。

此时的朗嘎村，在新华社记者马宁

轩眼中，还只有“低矮破烂的土房，布满

牲畜粪便和蹄窝的泥路”。

翻身得解放的农奴，刚刚踏上社会

主义道路，还要为幸福生活付出艰苦的

努力。

1991年——改革开放的
春风

虽然背有点驼，听力也差，79 岁的

朗杰老人仍坚持戴着礼帽，衣着得体，

精神矍铄。讲起从前的事情，老人思路

很清晰，表达也有力。

朗杰曾是农奴主的差巴，民主改革

使他家里分得牛羊、耕地和房屋。喜获

新生的一家人，有了“做人的尊严”。

翻身后的朗杰，还得到了上学的机

会。他读了 6 年书，在学校学会了开拖

拉机和拉手风琴，并加入了当时的堆龙

德庆县艺术团。

1991 年，新华社记者多吉占堆在朗

嘎村采访时，朗杰正跟随艺术团在北

京、河北、陕西等地演出。

“当时全国各地已经改革开放了，

到处都是快速发展的景象。”朗杰老人

说，“回来之后，我就把在内地见到的情

况说给大家听，希望我们也能赶上发展

的步伐。”

实际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已悄然

吹到了朗嘎村。

“这里已变成一座热闹的小镇：昔日

贵族庄园的楼房淹没在雪白漂亮的村舍

中，汽车从村里进进出出，商店、酒家的

招牌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过路者……”在

多吉占堆笔下，1991年的村庄，正在铺展

出一幅欣欣向荣的画卷。

在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后，“全村

粮食单产平均每亩在 300 公斤以上，高

的可达 400 到 500 公斤，比（20 世纪）50

年代粮食亩产提高了五六倍”“村民们

办起了加工厂、商店、酒店，成立了建筑

队，有些农民还成了蔬菜专业户”“民主

改革至今，朗嘎人至少三次翻修了住

房”“全村 64户，40多户有电视机”……

多吉占堆记录的这些历史细节，反

映了当时村民们的真实心态：梦想中的

“天堂”出现了。

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1991 年的朗

嘎村同全国许多农村一样，在农业生产

之余，开始投身于商品经济的洪流。

当时的记者从经济意义上做出判

断：“朗嘎人正在实现第二次解放。”

1965 年出生的扎桑，如今是嘎东社

区二组组长。在这个成长于改革年代

的藏族女性身上，记者看到了明显的时

代印记——有冲劲、不服输、头脑灵、思

想活。

“我 21 岁的时候就外出去打工，背

砂石料、运砖块、农场种田……什么活

都干过。”她说。因为干活认真负责，做

事谨慎细致，2005 年扎桑入了党，并被

选任为朗嘎村村委会会计。

“幸福要靠勤劳来获取，只要肯努

力，日子就会越来越好。”扎桑说。

春风吹拂着朗嘎村，昔日农奴的后

代，正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着美好生活。

2024年——新时代的春天

2024 年 3 月，新华社记者又一次到

朗嘎村（嘎东社区）采访，正赶上村民上

山植树。

“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加油干啊。”

社区党委书记旦增尼玛，个子不高、皮

肤黝黑，在植树现场忙得团团转。

在以前，村子边上都是光秃秃的石

头山。刮风时，尘土让人睁不开眼睛；

下雨时，泥沙能灌入山下居民的院里。

2013 年，村民们决定，上山植树，让

荒山变成青山。

2021 年，西藏规模最大的营造林建

设工程——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

动。村民们的自发植树纳入到党委政府

的政策措施中，大家的干劲儿更足了。

“我们社区承包了 546亩荒地，需要

种植 10 万棵苗木，目前已完成 80%。”旦

增尼玛告诉记者，“等树长起来了，我们

准备集资在这里建一个林卡（藏式露营

地）度假村，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在村里行走，街道整齐干净，高楼

拔地而起，商铺鳞次栉比。

2012 年以来，伴随村里 1500 亩土

地纳入城市发展规划，朗嘎村开始了快

速城镇化进程，同时也进入了发展最快

的时期。2015 年堆龙德庆撤县设区，朗

嘎村也在 2023年改成了嘎东社区。

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村里修建了沿

街商品房用于出租，年收租金上千万

元；修建了汽修市场、钢材市场，每年租

金也有近千万元；还成立了村民运输

队、工程队等合作组织。

“单单这些集体固定收入，就能保

证村里每人每年平均分红 1.6 万元，再

加上村民其他收入，朗嘎人均年收入达

3 万多元。”旦增尼玛说，“过去村里 80%

的劳动力在外面打工，如今在家门口就

能找到工作。”

在村庄整齐的“藏式别墅”群中，朗

杰老人领着记者参观了他家占地 300多

平方米、上下三层的“豪宅”。

“ 现 在 的 生 活 ，以 前 做 梦 都 想 不

到。”朗杰说，他每个月能领养老金，看

病吃药有医保报销，去年集体分红还给

家里分了 10多万元。

物质条件改善了，精神生活也越来

越丰富。嘎东社区成立了自己的藏戏

团，32 名村民成为骨干，排练传统八大

藏戏和红色歌舞。团长是村民赤列多

吉，他自豪地说：“我们还代表西藏到北

京甚至国外演出过。”

徜徉在新时代的春天里，这里的一

切都充满着希望。

党的二十大后，嘎东社区又有了发

展的新目标——实现共同富裕。

村民普布多吉开了一家藏香厂，吸

收周边的群众去他那里上班，带动大伙

一起致富；村里的运输队，吸纳 80 多人

就业……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目标，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更高追求。”

堆龙德庆区委书记石运本说，“在这方

面，朗嘎村（嘎东社区）走在了前列。”

33 年前，新华社记者在朗嘎村报道

中以一句发问结尾：“再过 30年，朗嘎又

将是什么样子呢？”

如今，记者也禁不住想知道，等到

2035 年 、2049 年 时 ，朗 嘎 又 会 是 什 么

样呢？

（记者 储国强 翟永冠 陈尚才 王泽

昊 李键） （新华社拉萨3月28日电）

通 往 幸 福 之 路
—三代新华社记者眼中朗嘎村的历史变迁

新华社记者

为弘扬和传承曲水县丰富多彩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提 升 当 地 群 众 歌 舞 技

能，近日，拉萨市曲水县人社局开办了

一期民族歌舞技能培训班。汇报演出

当天，培训学员们盛装登台，载歌载舞，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多个具有民族特色

的歌舞节目，也为曲水县文化事业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图为汇报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秀舞艺

展活力

本报拉萨3月31日讯（记者 张宇）

3月 29日上午，以“税助发展 向新而进”

为主题的第 33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启动

仪式暨“赋能高原新质生产力 助力经济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拉萨举行。

座谈会由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

区税务局主办，旨在以税收宣传月为

契机，高效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更好支持和服务高质量发展，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座谈会上，来自全区

制造业、科技创新、数字产业、绿色生

态、地方特色企业以及重点外资企业

和“走出去”企业的 30 位代表，与税务

部门座谈交流，其中 7 家企业代表围绕

新质生产力话题，畅谈企业在发展新

质生产力上的税收支持，以及如何以

新质生产力引领企业发展。西藏众源

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洛桑金美表

示，受益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西部大

开发企业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支持

和税务部门的精细服务，为企业持续

加大科研创新力度、不断优化产品结

构注入了强大活力。

西藏自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总经

济师边巴扎西表示，全区税务部门将积

极送达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加强对支持

科技创新、制造业发展等方面税费政策

研究和储备，以政策效能推动科技创

新、以政策落实赋能产业升级、以优质

服务创优营商环境，促进各类经营主体

发展壮大，为西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提供强有力税收支撑。

我区第 33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启动
因地制宜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

（上接第一版）

西藏民主改革为他的家乡日喀则

白朗带来了稳定与发展，也让他有了

受教育的机会。他仍记得曾为差巴的

父亲这样叮嘱自己：“我们家祖祖辈辈

没有识字的，你一定要学好文化。”

“教育比珍珠玛瑙更加珍贵。”普

次仁倍加珍惜校园时光。

毕业后，他在日喀则从事翻译工

作。他积极向汉族同志学做简报和算

账，后来还进修了英语和计算机。

“我童年没上过学，是个文盲。后

来上学改变了我的命运。”普次仁常跟

周围人说，“现在政策这么好，更要让

孩子好好读书。”

自 1985 年起，西藏对义务教育阶

段农牧民子女实行教育“三包”（包吃、

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政策，今年教

育“三包”（含营养改善）标准达到每人

每年 5620元，惠及 74.6万名学生。

生活像甜茶一样香甜

山南市琼结县扎西村，在旧西藏

由平若庄园管理。今年 78 岁的次旦，

父母曾是这里的朗生，他生来也是朗

生 ，一 家 人 住 在 庄 园 的 羊 圈 ，忍 受 羊

膻、跳蚤和饥饿。

西藏民主改革后，次旦一家分到田

地和牲畜，住进庄园二层一个“真正能住

人”的房间。后来人口多了，一家人在庄

园附近盖了五间平房。2006年，在农牧

民安居工程补助下，次旦把房子扩建为

二层藏式楼房，舒适温馨、吃喝不愁。

从昏暗羊圈到藏式二层小楼，次旦

居住条件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次旦说：“庄园带来的恐惧已经过去，如

今我们的生活像甜茶一样香甜。”

“现在每月还有260元的养老金。”次

旦说，“前不久，我的胃和眼睛有点不舒服，

医保报销了大部分费用，省了不少钱。”

次 旦 平 时 喜 欢 看 村 里 的 各 种 演

出，去拉萨看望孩子时，最爱到八廓街

和布达拉宫转一转。

如今，平若庄园依然留存着当年

农奴居住的羊圈，与农奴主的高楼形

成 鲜 明 对 比 。 面 对 爷 爷 曾 居 住 的 羊

圈，次旦的孙女尼珍说：“那段历史虽

已远去，但我会一直记得，也更懂得现

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新华社拉萨3月29日电）

（上接第一版）

北京市对口支援拉萨市人民医院建

设。与2015年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

作实施前相比，拉萨市人民医院现在年门

急诊量31.85万人次，增长163.94%；年手

术量达5890台，增长108.61%。“医疗人才

‘组团式’援藏工作实施前，我们只有内

科、外科等基础临床科室。”拉萨市人民医

院副院长尼玛说，如今医院重点打造了消

化内科、心血管内科、骨科、呼吸科、重症

医学科等10余个科室。

2015 年以来，通过各对口支援省

市和单位的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

西藏全区成功创建 6 家三级甲等医院，

帮带 1165 个医疗团队、3192 名本地医

疗人员，填补 2219 项技术空白；实现

400 多种大病不出自治区、2400 多种中

病不出市地、常见小病在县级医院就

能得到及时治疗。

西 藏 自 治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党 组 书

记、副主任谭相东表示：“医疗人才‘组

团式’援藏促进了西藏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让各族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

务，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

“很高兴生活在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好时代”

“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成为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一名足

球选手，从此开启了自己的体育之路。”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单板滑雪障碍

追逐项目青年女子组冠军拥青拉姆说。

拥青拉姆出生于西藏昌都市左贡

县旺达镇普绒村，从足球“转行”到单

板滑雪，再到获得“十四冬”金牌，她的

竞技体育之路并不简单。

“从高原小村庄，走向国家大舞台，

还获得了冠军。很高兴生活在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好时代。”拥青拉姆说。

25 岁的格珍来自山南市扎囊县，

得益于就业援藏好政策，格珍 2021 年

从西藏民族大学毕业后被湖北省黄石

市一家企业录用。如今，格珍身边来

自西藏的同事越来越多，当地还开起

了第一家藏餐馆。

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西藏的高

校毕业生去往祖国的大江南北工作。

西藏在各援藏省市和四川省成都市建

立了 18 个区外就业服务联络站，全方

位帮助他们“出得去、留得住、干得好、

融得进、扎得下”。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4 年 03 月

31日第04版）

从苦难到新生

（上接第一版）

索朗次仁的子女们作为新一代青年，

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奋斗新时代。在

党的教育政策下、在良好的家风影响下，3

个孩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都考上了大学。

如今，索朗次仁的大女儿在乃东区公

安局工作，二儿子是林芝市察隅中学的教

师，小女儿作为扎囊县司法局“三支一扶”

人员，因表现突出，被选派到武汉学习锻

炼。一家出了 3个大学生，姐弟三人一同

成长进步，这是让全家人都骄傲的事。

索朗次仁的女儿白玛央金说：“我

们现在生活得很幸福，对于未来，我们

充满信心和期待，在党的领导下，明天

一定会更好。”

从索朗多吉到白玛央金，从弓着身

到站起来、从贫困到富裕、从苦难到幸

福，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历经巨变，这种

变迁是西藏民主改革 65 年来取得历史

性成就的生动写照，更是雪域高原千千

万万家庭幸福蝶变的缩影。

雪域高原盛开民族团结之花

本报泽当3月31日电（记者 刘枫）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山南市分行（以

下简称人行山南分行）加速推进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推动“信用”向“成果”转

化，截至今年 2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县

（市、区）8 个，信用乡（镇）77 个，信用村

（社区）559个，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人行山南分行积极开展辖内农户

信用信息采集与建档，着力构建包含

金融在内的多方面指标体系，持续完

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库建设，截

至今年 2 月底，累计建立信用档案并评

定信用农户 66676 户，初步建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名录 821 家，实现自治区级

及山南市级产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

信用信息收集与建档 9家。

人行山南分行积极引导辖区涉农

金 融 机 构 在 同 等 条 件 下 做 到 信 用 县

（市、区）享有额度更大、选择更多、手

续更简便的差异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

务，并加强与农户信用信息的快速高

效对接，促进成果转化。截至今年 2 月

底，全市农户贷款证发放 58645 张，贷

款余额 47.99亿元、同比增加 8.76%。

此外，人行山南分行积极发挥平台

优势，畅通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建立

健全地方征信平台推广应用机制，加强

引导辖内金融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地

方征信平台的注册、信息发布和融资对

接，截至今年 2月底，应收账款平台累计

注册用户 152笔，融资总金额 68.2亿元；

地方征信平台累计注册企业 537 家，融

资授信 19.53亿元，为更多中小微企业、

农村经营者解决了信用融资难题。

人行山南分行持续完善农村信用体系
累计建立信用档案并评定信用农户6万余户

本报昌都 3月 31日电（记者 平措

郎加）近日，昌都市卡若区主城区充分

发挥网格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功

能，利用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

等优势，开展城市管理服务各项工作，

使辖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

满意度不断提升。

卡若区主城区各级网格员严格落实

“2讲”（讲需要群众知晓的通知、讲惠民

政策）工作要求，采取线上线下宣讲相融

合的方式，围绕规范占道经营、严禁飞线

充电等通知要求，面向辖区居民进行细

致宣讲，确保群众了解与日常工作生活

关系紧密的各项规定和方针政策等。

同时，各级网格员以日巡查为工

作契机，对辖区存在的各类隐患以及

违法行为进行全面摸排，做到情况清、

底数明，并从严落实“8 报”工作要求，

确保基层一线情况能够及时反映到上

级部门并第一时间得到有效解决。

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

卡若区网格员参与城市服务

本报拉萨 3月 31日讯（记者 旦增

旺姆 通讯员 杨梦郁）3 月 28 日下午 5

时，编号 B-32E6 的空客 A319Neo 客机

顺利抵达成都，为 2024 年西藏航空夏

秋航季运行保障再添新运力。截至目

前，西藏航空已顺利引进 5 架 A319Neo

飞机，先后投入西安=沈阳、西安=南京

等航线，为 A319Neo 机型高高原运行

积累运行经验，机队规模不断扩大，运

力调配持续优化。

据了解，2024年民航业夏秋航班换

季在即，西藏航空计划新增运城、芜湖等

城市航点，执飞110余条国内航线，覆盖约

45个国内城市，新增及恢复航线18条，首

次开通西安=南通、大理=南京，昆明=运

城、成都=芜湖=青岛等航线，不断提升航

线网络开发及航班运行保障能力。

“西藏航空四个运营基地中，拉萨

新增温州、天津和太原航线，成都双流

进出港新增经芜湖至青岛航线，西安新

增南通、济南、深圳航线，重庆新开至天

津航线，充分发挥中转联运区位优势，

持续畅通川藏、陕藏、渝藏等进出藏通

道，进一步拓展航线网络，提高涉藏航

线通达性，全力满足夏秋季区内外旅客

出行需求。”西藏航空相关负责人介绍。

藏航夏秋航季计划执飞航线 110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