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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乍暖还寒，西藏山南市琼结县
扎西村的次旦老人家里暖意融融。“过去从没
想到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在藏式二层小楼
的家中，老人一边打理阳台上的花草，一边对
记者说。

西藏和平解放前，扎西村由平若庄园管
理。次旦的父母是平若庄园的朗生（地位
最低的农奴）。由于朗生的子女仍是朗生，
1946年出生的次旦，成为平若庄园一名“天
生的农奴”。

平若庄园是一座三层建筑，位于扎西村
一座山头上。一层是羊圈和储物间，二、三层
为住所。作为农奴，次旦的父母没有自己的
房子，次旦一出生，就和父母住在庄园一层的
羊圈里。“因为和牲口在一起，羊圈里有跳蚤，
晚上睡觉痒得很。”次旦回忆说。

如今的平若庄园依旧矗立在山头上，当
地政府部门对其进行了保护性修缮，成为一
处红色历史教育基地。

在次旦二女儿央金的带领下，记者走进
庄园，低头弯腰迈入下沉一米多的羊圈，这是
次旦的第一个“住所”。羊圈漆黑一片，墙壁
上只有几个风孔透着微弱的光亮。如今为了
方便游客参观，这里安装了电灯。

除了居住条件差，让次旦记忆深刻的是
小时候经常挨饿。“每顿饭都是糌粑粥，只有
一小碗，根本吃不饱。”次旦说。

跟父母相比，次旦是幸运的。按照平若
庄园的规定，男子到13岁时就得支差。他刚
满13岁时，扎西村迎来了声势浩大的民主改
革运动，维系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崩塌，平若
庄园的农奴迎来新生，次旦也免于苦役。

随后，次旦家分到了12亩地、一头驴、一
头公牛、17只绵羊。他们的住所也发生了变
化——全家分到了庄园二层的一间屋子，一
个“真正能住人”的房间。

在庄园二层的房间，记者看到这里的面
积约40平方米，进门的一侧有一台土灶，灶上
摆放着他们曾经使用过的陶器、竹编等用品，
墙壁和天花板被熏得黢黑。

“我就出生在这间房内。记得小时候，屋
子中间用木板隔开，我们家住一边，还有一家
住另一边。当时家里有七口人，我们把羊皮
铺在地上，挤在一起睡觉。”央金说。

为了养家糊口，次旦夫妇种地养猪，辛勤
劳作。次旦说，有了自己能耕种的土地，不用
为庄园主而劳作，劳动成果属于自己，这是全

家人最大的幸福，日子过得有盼头。
随着孩子长大，这间房屋无法容纳全家

人生活了。后来，次旦在离庄园几百米的地
方盖起了土石结构的房子，新房90多平方米，
有五个房间。

让次旦没想到的是，2006年当地实施了
农牧民安居工程，在政府部门帮助下，村民纷
纷建盖新房。次旦也在原来房子的基础上盖
起了二层藏式楼房，这就是他们现在的住所。

新房宽敞明亮，卧室、客厅、阳光棚等共
有250多平方米。屋里的藏式家具朴实整洁，

桌上摆着饮料和酒水。站在二层，透过玻璃
窗，依然可以看到位于山头上的平若庄园。

次旦说，平时二女儿央金在家照顾他的
生活，女婿外出务工。次旦老人生活闲适，村
里一有文艺演出，他就过去观看。

从昏暗羊圈到藏式二层小楼，次旦家的
变化天翻地覆。“庄园带来的恐惧已经过去，
现在儿女都长大成人，我有养老金、有医保，
没有后顾之忧。如今我们的生活像甜茶一样
香甜。”次旦说。（新华社记者 白明山 格桑边
觉刘洲鹏参与采写：旦增尼玛曲珠）

从睡羊圈到住二层小楼：

如今生活像甜茶一样香甜
翻身农奴
故事讲

次旦一家人正在分享零食。新华社记者 旦增尼玛曲珠 摄

西藏民族大学举办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书
法、摄影作品展 为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教育引导
全校师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健康积极向上
的校园文化氛围，3月27日，西藏民族大学举办“笔墨丹
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法作品展和“我的
家乡”“我的家庭”“我的家人”摄影作品展。此次书法作
品展共展出80余幅书法作品，其中包括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西藏自治区书协主席团和各地书法名家及西藏民
族大学师生的作品，内容展现了党的二十大精神、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中华传统文化等主题。

“我的家乡”“我的家庭”“我的家人”摄影作品展共
展出60幅摄影作品。这些摄影作品是同学们利用假期
返乡时间，用相机、手机等媒介所拍，作品展现了家乡的
美景、家庭的幸福和家人的笑脸，记录了在党的领导下
新时代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 记者德吉曲珍

自治区群艺馆举办“3·28”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文艺演出 3月28日，自治区群艺馆（区非遗保护中心）在
拉萨市城关区曲米路体育公园开展“翻身农奴把歌
唱”——“3·28”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文艺演出活动。

随着一首热闹的《盛世赞歌》，演出拉开了序幕。《相
约在西藏》《幸福中国一起走》《牵梦西藏》……文艺演出
以歌伴舞、联唱、小品、戏曲、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
演形式，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此次演出的总导演占堆告诉记者，为了呈现好此次
演出，全体演职人员创作、编排了20天，自治区歌舞团的
青年歌唱家、来自拉萨、日喀则、山南各县区的多名歌
手、自治区群艺馆的志愿者都参与到此次演出中。

“民主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要铭记历史

的重要时刻。此次演出既回顾了历史，又展现了今天西
藏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引导广大群众更加坚定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占堆说。 记者旦增玉珍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开展“3·28”百万农奴解
放纪念日系列活动 3月27日，蔡公堂街道党工委、蔡公
堂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铭记历史、珍惜今天、开
创未来”暨蔡公堂街道“3·28”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系列
活动。

参加此次活动的有辖区驻地单位、街道全体干部职
工、村居干部职工及群众代表。活动在庄严隆重的升旗
仪式中拉开帷幕。随后，文艺汇演开始，各村居带来《美
丽的西藏 可爱的家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缘
定萨玛志》等节目，以优美的舞姿和激昂的旋律叙述农
奴翻身把歌唱的幸福场景。整场活动既有传统民族文
化展示，又有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共同构成了一场视觉
盛宴。 记者旦增玉珍

拉萨市城关区加措社区“大党委”联合当热社区举
办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活动 3月27日，拉萨市城
关区八一街道加措社区“大党委”联合当热社区举办纪
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暨“3·28”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文艺汇演活动。文艺汇演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舞蹈、独舞、独唱、合唱等形式多样的精彩节目轮番上
演；一首首熟悉的歌曲打动了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掌
声使整个演出现场成为一片欢腾的海洋。特别是拉萨
市城关区第十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带来的合唱《雷锋精
神》让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今天我们举行文艺汇演活动，共同重温西藏民主
改革以来的光辉岁月和伟大历程，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

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初心使命，回应群
众期盼，抓好大事要事，办好实事好事。”当热社区第一
书记旦增平措说。 记者张琼

林芝边境管理支队开展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
系列活动 3月28日8时，伴随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林芝边境管理支队机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全体民警
高唱国歌，齐举右手，向国旗敬礼。连日来，该支队各级
以“同升一面旗、共唱一首歌”为主题，主动邀请群众进警
营，组织民警进村庄、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分别与辖区各
界干部群众开展升国旗仪式，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 周
年。墨脱边境派出所联合墨脱镇政府，与辖区藏族、门巴
族和珞巴族70余名群众，在墨脱镇举行升旗仪式；巴安通
边境派出所网格民警利用驻村工作优势，组织辖区僜人
群众，在村文化活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派边境派出所党
支部邀请共建党支部——派镇加拉村党支部党员走进营
区，共同开展升国旗活动。 通讯员张力记者张雪芳

聂拉木边检站举行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活动
3月28日上午，聂拉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以下简称：聂
拉木边检站）在樟木口岸举行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
活动。活动中，该站邀请驻地群众到单位，参观该站执
勤队史馆，并向群众讲解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以来，樟木
口岸走过的光辉历程，向群众宣传讲解民族团结相关政
策、百万农奴解放相关历史知识，引导驻地群众铭记历
史、不忘初心，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活动期间，聂拉木边检站民警结合群众需求，围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法典》《出入境管理法》等法
律知识，运用生活小案例，以现场提问、有奖竞答的方式
与群众们展开了互动。 通讯员轩红伟记者张雪芳

我区各单位举办丰富活动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

春风拂面，万物复苏。3月28日上午，纪
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升国旗 唱国歌”
仪式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我区各族干部群
众身着节日盛装，见证国旗冉冉升起的神圣时
刻，满怀深情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

10时许，乐队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
曲》，万众瞩目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国旗下，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衷心祝愿伟大祖
国更加繁荣富强，祝愿西藏的明天更加美好。

一大早，来自拉萨市城关区吉崩岗街道

措美林社区的干部群众代表就身着节日盛
装，怀着无比喜悦与激动的心情，参加“升国
旗 唱国歌”仪式。“今天，我们代表社区所有干
部群众参加活动，非常高兴。在党和国家的
领导下，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幸福。为
了表达对党的感恩之情，我们社区也开展了
一系列活动，颂党恩、展新貌。”社区居民边巴
旺杰说。

“今天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能来参
加这么盛大、这么有纪念意义的活动，我心情很

激动。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应该好好学习，
待学业有成后，报效祖国、建设家乡。”拉萨市城
关区雪小学四年级二班的学生格桑曲珍说。

人群中，一袭红衣亮眼夺目，他们是西部
计划志愿者。他们远离家乡来到西藏，用实
际行动践行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为我区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来自山西的西部
计划志愿者郝张博说：“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
的活动。虽然我来西藏的时间并不长，但也
切实感受到了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

后，我将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用实际行动
为西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65载荏苒岁月，默默见证着曾经苦难深
重的西藏不断浴火重生的恢弘历程；65载沧
桑巨变，充分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
越；65载辉煌成就，无不凝聚着党和国家对西
藏发展的巨大关怀与支持。我区各族干部群
众正意气风发地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建设的金色大道上！

西藏日报记者拉巴桑姆

伟大的历程不朽的丰碑
——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升国旗 唱国歌”仪式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