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戍边几十年，每次走下高原，我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呼吸。贪婪地

呼 吸 。 呼 吸 氧 气 充 足 的 区 外 的 空

气。即使是冬天，我也舍不得关上

车窗，就那么贪婪地呼吸着，呼吸着

高原上稀缺的氧气。胸不再憋闷，

头不再晕乎，浑身舒坦了许多。那

一刻，我感到了幸福，同时更加体会

到 了 高 原 的 艰 辛 以 及 高 原 人 的 不

易。然而，眼前的高楼大厦、街道小

巷、繁华熙攘，却挡住了我的视线，

让看惯了大山大河和辽阔雪原的我

的目光，一下子缩短了，心绪如同都

市拥堵的街道，只能在百十米的空

间 左 冲 右 突 ，无 法 抵 达 更 远 的 地

方。在高原，我常常驱车上千里，穿

越无人区，满目无边无际的荒野，那

时 我 真 想 嘶 吼 一 声 ，让 草 长 出 来 。

回到区外，看到那么多的草木庄稼，

那 么 多 的 绿 色 ，我 禁 不 住 会 激 动 。

有时候，看见路边有人在除草，心里

就会傻想：那么美好的一片绿，干吗

要除掉呀。有时候，我还会有更傻

的想法：要是高原的空气也能跟区

外一样氧气充足该有多好，要是高

原上的千里荒野都能长出青草、树

木、庄稼该有多好，要是能将区外的

繁华熙攘分流一些到空寂的高原该

有多好！

区外太拥挤，高原太空寂。高

原是我灵魂的栖息地。我喜欢高原

的辽阔、包容与宁静，我不喜欢闹市

的逼仄、喧嚣与浮华。

但是有一天，我看见了平原上

的“高原”，看见了一个让我心灵震

撼 、眼 前 一 亮 的 地 方 。 她 ，就 是 雄

安，一座正在拔节生长的城市。设

立 雄 安 新 区 ，是 千 年 大 计 、国 家 大

事。说雄安是高原，并不是说她的

海拔有多高，新建的楼房有多高，而

是 说 她 在 城 市 建 设 上 的 高 起 点 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科

技领先、高速度生长。雄安地处华

北平原，是平原上的崛起。雄安，一

座“未来之城”，破土而出、快速生长

的世界城市建设的“高原”。如同我

用胸膛行走西藏一样，我最近有幸

用虔诚的双脚丈量了这座华北平原

上的“高原”。

雄安建设的高起点规划，首先

体现在全新的建设理念：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铸造标杆之城，承接北

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

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等。雄安的建设，坚持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理念，

以“千年大计”的定力和“只争朝夕”

的干劲，着力建设一座东方大国的

“未来之城”，打造高质量发展的中

国样板。雄安的建设，坚持把每一

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不留历

史遗憾。按照“先地下、后地上，合

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建设理念，

规划建设打造“三城”：一是“地上之

城”，城乡格局清晰明朗，建筑风貌

整体协调，市政功能现代便民，城市

外围道路框架、内部骨干

路网、生态廊道、新

区水系“四大体

系 ”贯 通 全

城 。 二 是

“ 地 下 之

城”，蜘蛛

网式线缆

不 见 踪

影，电力、

通 信 、热

力 、燃 气 、

给 水 等 配

套 设 施 安 装

在地下管廊，并

实现视频监控全覆

盖，打造“未来之城”的

“大动脉”和地下“生命线”，各种工

程管线集于一体，设有专门的检修

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现统一规

划 、统 一 设 计 、统 一 建 设 和 统 一 管

理，从供暖、供电、供水等各个方面，

保障城区居民的高质量生活。这就

意味着，“空中蛛网”“马路拉链”等

“ 城 市 病 ”在 雄 安 已 经 绝 迹 。 三 是

“云上之城”，雄安在我国城市建设

史上，首次全域实现数字城市与现

实城市同步建设，城市中的每一栋

建筑、每一杆路灯，在数字城市中都

有对应。作为“城市大脑”的雄安城

市计算中心已经正式投入运营，为

数字孪生城市的大数据、区块链、物

联 网 等 提 供 网 络 、计 算 和 存 储 服

务。也就是说，现实城市中的每一

栋建筑、每一条道路、每一根管道、

每一道钢梁，都会在网络平台形成

与之孪生的数字化模型。雄安城市

计算中心、综合数据平台、城市信息

模型平台、物联网平台和视频一张

网平台的“一中心四平台”建设初具

规模。除此之外，雄安将成为一座

“未来之城”：生产、生活、生态三大

空间相互统筹；一座“文化之城”：生

活与艺术融为一体，互生、互助、互

利；一座“包容之城”，外来建设者自

由追逐梦想，全世界的人民可以交

流 合 作 ，多 区 叠 加 高 效 联 通 世 界 。

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

区、跨境电商区等政策叠加，为雄安

新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联通世界、

发展外向型经济打开大门。

高标准建设，就是

建造宜居之城。坚

持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建 设

一座绿色、森

林、智慧、水

城一体的城

市 ，蓝 绿 空

间占比保持

在百分之七

十 。 白 洋 淀

是 华 北 平 原

最 大 的 淡 水 湖

泊 ，被 誉 为“ 华 北

之肾”。近几年，白洋

淀加快生态修复，在控外

源、截污染、引调水、防洪水、疏水系

等方面持续发力，先后实施完成了

生态清淤、水系疏通、湿地净化和退

耕 还 淀 等 重 大 生 态 项 目 ，“ 华 北 之

肾”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

统性生态治理，目前，野生鸟类已达

两百五十多种，“千年秀林”有序铺

展，“一淀、三带、九片、多廊”水城共

融的生态格局初步形成。城市居民

“三百米进公园、一公里进林带、三

公里进森林”的田园城市生活模式

成 为 现 实 。 随 处 可 见 花 草 、树 木 、

河 流 。 雄 安 不 是“ 城 中 绿 ”，而 是

“绿中城”。

高质量发展，高科技领先。实

行大部门制、扁平化管理，在创新发

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先行

先试、率先突破，国家为雄安建设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创新驱

动 创 设 充 满 科 技 范 儿 的“ 智 慧 之

城 ”，数 字 孪 生 、数 字 道 路 、无 人 驾

驶、智能巴士，“聪明的路”与“智能

的车”无障碍对话；从居住设施、学

校医院、地下管廊，到用气用水、公

交出行、生态环境、智慧社区。围绕

数字经济创新，构建卫星互联网、北

斗、智能网联、网络技术（IPv6）、鸿

蒙、光电子等创新生态，打造全域鸿

蒙 体 系 。 从“ 一 片 地 ”绘 就“ 一 张

图”，再从“一张图”建成“一座城”，

雄安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

景的蝶变，一座现代化城市正在平

原上崛起。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白纸

起步，新城崛起。雄安城市规划建

设，立足于细节构建。这是一座锚

定未来的城市，更是一座以人为本

的城市。这是一座宜业宜居的“人

民之城”。一座城市的建设，归根结

底 是 让 每 一 个 居 民 都 能 获 得 幸 福

感。雄安城市建设，坚持创新驱动

发 展 战 略 ，“ 雄 安 一 卡 通 ”“ 多 卡 合

一”综合民生卡，具备政务服务、就

医购药、京雄互通等八大功能。目

前，三千五百余项北京市区两级政

务服务事项，通过“云”窗口，可以在

雄安“跨区域、无差别”办理。雄安

设 计 之 初 ，就 按 照“ 十 五 分 钟 生 活

圈”的标准进行规划，就近满足每一

位居民的子女上学、购物、就医、健

身娱乐等需求。“五分钟到幼儿园，

十分钟到小学，十五分钟到中学。”

手持“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居民既

能在京、雄两地图书馆借阅图书，还

能在京、津、雄三地刷卡乘坐公交和

地铁。一卡在手，能办事、能领钱、

能看病、能乘车、能消费，方便省心，

着力满足居民的各种生活需求，以

精细化的城市治理，提升老百姓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未来之城”的建设与发展，离

不开人才。雄安“筑巢引凤”，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引进各类优秀人才，

为这座“未来之城”注入了活力。

华北平原上一座新城的崛起，

让我们看到了城市建设的“高原”、

大国智慧的呈现、民族复兴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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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从远古开出来的花

古色古香中带着五十六种迷人的芬芳

让沙漠落荒而逃

绿野覆盖了每一寸厚重的土地

那是神州大地上的一棵参天大树

吸纳了五十六种泉水的精华

只为长成一种传奇

撑起一片蓝天，稳固一方水土

那是箭壶里抱在一起的利箭

一根轻轻掰了断，勠力同气便百折不断

十指连心的兄弟姐妹啊

胸膛里滚烫的心脏，只有一颗

那是龙的九个儿子在云霄欢腾

是凤的九个女儿在舞动春天

那是一千匹骏马在奔腾驰骋

是一万只鸽子在自由飞翔

那是一首横贯东西南北的交响乐

是一支穿越五千年的大型舞剧

那是共同组成的太阳系

是坚不可摧的信念

那是麻绳紧紧缠绕凝聚的力量

一根杠杆撬动地球

那是长江黄河在呼啸

无数浪花汇聚的澎湃，所向披靡

那是一面红旗下的故事

是一艘航船上承载的期盼

那是惊雷中涅槃重生的彩虹

告诉你风雨后的美丽，要倍加珍惜

那是鲜红的石榴籽紧紧相拥

是春天来了挡不住的百花盛开

那是鱼儿在大海尽情畅游

是一个同心圆，走向更大的同心圆

那是一支高歌，从昨天唱到了今天

还要唱向明天，唱向未来

那是一道霞光，照亮了昨天

还要照亮明天，照亮未来

星 光 山 河 间 的 坚 守 与 收 获
滕晓宇

中华民族团圆曲
萨娜吉

一袋牛骨头
陈豪

一

深夜，寂静的房间里传来轻微的滴

答声，我迷迷糊糊地感到脸上有冰凉的

水珠滑落。我摩挲着面颊，手指在黑暗

中摸索，最终定格在颈间。我努力睁开

眼睛，侧头看向手机屏幕，时间显示为凌

晨 一 点 多 。 原 来 是 制 氧 机 的 出 水 口 松

动，水珠不断滴落，打在我的床头，唤醒

了我沉睡的意识。想起明天即将出发前

往阿里，心中涌起一丝紧张和期待。那

是一个遥远之地，而我即将肩负任务，踏

上这段充满挑战的旅程。

二

坐在候机室，我抬头望向天空，那深

邃的黑色在黄色灯光的映照下愈发显得

神秘莫测。这颜色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

的一个夜晚，那时我正读初三，和父亲一

同漫步在夜色中，他指着天空向我讲述

北斗七星的传说。我们仰望着星空，他

突然感慨道：“珍惜吧，以后这样的时光

会越来越少。”我那时并不理解他的意

思，只是感到莫名其妙。现在回想起来，

也许那时我们心中都有些许不安，才会

显得那样局促。

2023 年 6 月，我参与了自治区粮储局

粮 油 中 心 化 验 室 的 资 质 复 评 审 认 定 工

作。这次我的任务是到阿里地区粮油化

验 中 心 协 助 他 们 开 展 初 次 CMA 评 审 。

一下飞机，凛冽的风瞬间吹走了我的困

意。阿里地区粮储局的局长卢青山和他

的同事已在等候我，在交谈中，我了解到

卢青山是一位援藏并留藏的博士，他怀

着对西藏的深厚感情，主动请缨来到阿

里工作。

评审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我

们核对程序文件、优化格式、复核人员资

料、核对耗材……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们。

夜深人静时，我直起腰抬头望向窗外的

星空，那繁星点点的夜空格外美丽，仿佛

能穿透古今，直达人的心灵深处。我不

禁想起苏轼的那句“哀吾生之须臾，羡长

江之无穷”。虽然我是工科生，无法用华

丽的辞藻来表达内心的感受，但那种对

时空的感慨却如此真切。

经过几个日夜的奋战，我们终于迎

来了好消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阿

里地区粮油化验中心顺利通过了检验检

测机构初次评审——海拔超过 4000 米的

CMA 检测机构。那一刻，我们的脸上都

洋溢着成功和自信的笑容。

三

返回的路上，又是一个清晨。我趁

着夜色欣赏着时远时近的小山，车灯照

在路边的土面上，光线明明灭灭，让我想

起了远方的家乡。去年元旦后，父母相

继生病住院，而我却因为工作原因无法

回家陪伴他们。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

中就充满了愧疚和担忧。

在阿里的日子里，我时常想起我的

领 导 郭 晓 虹 。 他 是 一 位 经 验 丰 富 的 前

辈，也是一位援藏干部，已经在拉萨七个

年头有余，大家都说他工作太忙，很少回

家过年。一次我对他说：“我 20 岁才因外

出 求 学 出 了 山 海 关 ，之 前 一 直 都 在 老

家。”他说：“你那个不是出，哈哈哈，你那

个是进！”他的话让我深感启发，也让我

更加珍惜现在的机会和时光。星光不问

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星 光 洒 在 达 坂 上 ，翻 过 山 头 ，投 入

谷底，那浪漫而寂静的景象让我陶醉。

我想，这砂石山土是否在一千年前就这

样 ？ 或 许 是 一 万 年 。 它 们 见 证 了 岁 月

的变迁，其中的一瞬见证了我的成长和

变化。

在 这 漫 长 的 旅 途 中 ，有 山 河 相 伴 ，

有星光为伴。它们默默地陪伴着我，见

证 着 我 的 每 一 个 瞬 间 。 而 我 ，越 走 越

远，也在这旅途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

力量。

2024 年初，专业技术援藏人员一年

半期满，我主动申请续期，继续奋斗！

（本文作者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科学研究院第十批援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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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林 摄

2023 年 上 半 年 ，我 被 选 派 到

藏 北 牧 区 那 曲 市 巴 青 县 贡 日 乡

热 赤 雄 村 驻 村 ，期 间 亲 历 的 一 件

小 事 ，至 今 回 想 起 来 仍 让 我 心 感

温 暖 。

记得那是藏历新年前的一个

下午，巴青县贡日乡热赤雄村寒风

凛冽，大雪飘飘，室外温度骤降到

零 下 26 摄 氏 度 ，我 裹 着 一 条 毯 子

躲在宿舍里围炉取暖，既冷清也孤

单，心烦意乱至极，恨不能让这鬼

天气早点过去。忽然，我听到村委

大门被“嘭！嘭嘭！嘭嘭嘭！”地拍

打，我惊讶地走出门外，只见村党

支部书记南加曲桑穿着一件厚厚

的大衣，满身风雪走向我。我惊讶

地问他：“下这么大的雪，你来干啥

啊？”他扬了扬手里的塑料袋，说：

“前几天见你炖萝卜没肉，知道你

吃 不 惯 这 里 的 牛 肉 ，今 天 给 你 带

了些牛骨头，用来炖汤，很补的！”

望 着 那 还 带 着 鲜 红 牛 血 的 骨 头 ，

一 股 暖 流 顿 时 涌 上 了 心 头 ，一 时

间 不 知 道 怎 么 感 谢 他 ，机 械 地 拿

出 自 己 做 的 豆 瓣 酱 送 给 他 ，他 坚

决 不 要 ，连 声 说 ：“ 你 一 个 人 在 这

里 不 容 易 ，我 家 里 什 么 都 有 。”说

着就朝门外走去……

屋外，白茫茫一片，刺骨的寒

风卷杂着鹅毛般的大雪狠狠地砸

在地上、身上，望着他匆忙的步伐

和 渐 行 渐 远 的 背 影 ，关 于 他 的 一

幕 幕 场 景 浮 现 在 我 的 眼 前 ：2018

年 ，他 带 领 村 民 奋 战 数 百 天 ，在

4700 多 米 的 高 原 上 建 起 了 村 公

路；2019 年，他积极推进供水系统

建设，改变了全村缺水现状；2020

年，他争取多方支持，建起 2 处通

信 基 站 ；2021 年 后 连 续 3 年 参 加

“乡村振兴 巴青奋进”系列活动，

让热赤雄村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

到了幸福。

送别南加曲桑的那一晚，我为

他彻夜失眠。这个平常话语不多、

连普通话都不太会讲的男人，除了

默默无闻地工作外，还肩负着养活

全家 7 口人的重担，肩负着带领全

村 80 户 497 人增收致富的责任，一

年 365 天，他从没过过星期六星期

天。为了方便群众，他甚至开着私

家车在相距 50多公里的 9个自然村

里 奔 忙 。 我 估 算 过 ，每 月 行 程 在

3000 公里、每年行程 4 万公里以上，

任村党支部书记 6 个年头，仅燃油

费他就得自掏腰包数十万元之多，

而一个村党支部书记的工资每月

才 3142 元，在公与私、得与失面前

他是何等的慷慨舍得，在为群众服

务 的 日 日 夜 夜 里 ，他 又 是 如 此 真

诚、无私、纯粹！

我 曾 从 军 28 年 、已 有 30 年 党

龄，相比南加曲桑，无论地位还是

收入，都比他优厚，但在恪守初心

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面却

落 差 他 数 倍 、相 距 他 甚 远 ！ 那 一

夜，南加曲桑的形象在我心中越来

越高大起来：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

部，只有像南加曲桑那样走进那片

土地而且双脚沾满泥土的时候，才

能深深感知这片土地赋予你的责

任，也只有像南加曲桑那样心里时

时刻刻装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冷

暖安危的时候，才能真正感知共产

党人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的

伟力与温度……

不幸的是，去年 4 月 4 日，这位

群众爱戴的好书记却倒在了工作

岗位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

了那片他眷恋的土地，年仅 38岁。

孔繁森同志曾说过：一个人爱

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

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南加

曲桑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爱的最高

境界的人。

平原上的“高原”

党益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