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福贵 文/图

炎炎烈日， 汽车在崎岖蜿蜒的山路
上爬行，泥泞坑洼已被扬起的尘土淹没，
从早上 7 点出发， 经过 4 个多小时的颠
簸， 杨亚锋和他的队友们来到甘孜县达
通玛区查龙乡， 一下车， 他们顾不上吃
饭，立即赶往当地学校，查看教学设施、
师生食堂， 了解生活状况、 困难问题
……， 这是他们到高原一个月时间第四
次深入牧区调查了解情况。初上高原，他
们克服了强烈高原反应， 深深爱上了这
片圣洁的土地， 倾情融入了甘孜高原环
境，满怀激情投入到援藏工作中。

践行承诺，不辱使命忠诚援藏
“我们要充分发挥智慧和力量，不

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龙泉家乡父老

的重托，不辜负藏区人民的期望，一定
要忠诚援藏，一定要智慧援藏，一定要
真情援藏， 一定要务实援藏， 一定要
……” 龙泉第三批援藏工作队领队、挂
任甘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亚锋在
援藏工作第一次会议上就给大家提出
明确要求。 援藏队员们纷纷签下了《援
藏工作承诺书》，立下了豪迈誓言，践行
承诺，不辱使命，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奉献给甘孜这片热土上。

甘孜县无公害油菜基地建成了，紫
皮马铃薯基地竣工了，“金凤凰”异地代
培工程完成了， 新自来水厂即将建成
了，文化旅游项目启动了，公共卫生服
务资金到位了，二完小教学设施设备增
加了，SYB（创办你的企业）创业培训结
业了,医疗巡回义诊开展了……,援藏队

员们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立即行动，按
照上级要求，将一个个对口援建项目逐
步推动实施。

截至目前， 龙泉驿区派出的 42 名
援藏干部已经全部在 23 个受援单位开
展工作，切实在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社
会管理、 教育医疗等领域积极发挥作
用。一个月来，援藏干部克服各种困难，
快速转变角色，积极适应环境，主动融
入工作，视甘孜为第二故乡，全身心投
入到援藏工作中。

远离家乡，义无反顾倾情援藏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

妈妈已是满头白发……，来，来，既然来
援藏，来，来，就知责任大，你不担当我
不担当，谁来报效祖国，谁来造福家，谁
来造福家……”， 在藏区一次中秋座谈

会上，援藏队员情不自禁的唱起了这首
改编的歌，浅显的歌词，唱出了他们背
井离乡的思乡之情，也唱出了他们义无
反顾的援藏情怀。 是呀，援藏队员们也
有家、也有情，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在家
庭中有着多种角色———父亲、 丈夫、母
亲、妻子、儿女……

李晓俊， 把刚上幼儿园的儿子托
付给妻子，只身来到藏区，多次深入牧
区学校， 积极争取社会援助， 募集电
脑 、书包 、衣物等物资 ，为学校师生解
决实际困难。

蒋三全， 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告
别年迈多病的父母来到藏区，奔波于对
口援建项目现场，推动项目实施，积极
协调解决困难问题， 积极争取社会资
金，不断造福藏区人民。

王路化， 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北大博
士生，也是这次援藏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
个。 不满 28 岁的他，刚领上大红色的结
婚证，还未来得及举行婚礼，就匆匆告别
妻子，踏上了遥远的援藏征程。 单位同事
说“还没吃上他们的喜糖，就听说他到甘
孜援藏去了，真是让人惊讶、让人钦佩”！

赵云龙， 一位来自清华的博士生，

不顾身怀六甲的妻子， 毅然选择了援
藏， 每天晚上让妻子把话筒放在肚子
上，让未出生的婴儿倾听父亲在远方工
作的故事，一听就是 2、3 个小时。

像这样的援藏队员还很多，有的远
离嗷嗷待哺的婴儿，有的告别年迈多病
的父母，有的不顾即将升学的孩子……
他们是父母身边不能床前尽孝的“不孝
子”， 他们是妻子身边不能在旁照顾的
“狠心丈夫”，他们是儿女身边不能尽职
尽责的“坏爸爸、坏妈妈”。然而，当下定
决心踏上援藏之路的那天起，他们就无
怨无悔，选择便是奉献，选择便是牺牲，
义无反顾倾情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
甘孜这片圣洁的土地上。

严明纪律，强化保障长效援藏
为确保援藏工作有序推动， 龙泉驿

区委高度重视， 对选派的援藏队员进行
了系统专题培训，严明工作纪律，增强团
队意识、 大局意识，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援藏队先后 5 次召开工作会，通过与
第二批援藏队员的座谈交流、 工作梳理
等事项对接， 加强队员对藏区经济、政
治、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使全体队
员从思想上、 行动上和身体适应上做好

充分准备。援藏队加强与甘孜县的对接，
使全体队员对藏区工作方法、 注意事项
等有了进一步掌握， 让每一位队员都能
成为援藏的守卫者、 建设者和团结的维
护者。为加强组织建设，援藏工作队成立
了党支部，设立了党小组，要求每一名队
员做到“坚持每天写工作日志，每周一条
或者一篇心得感悟， 每月一条援助合理
化建议，半年一次总结，一年一次工作公
平评选”， 同时将援藏队分为组织管理
组、项目管理组、招商引资组、综合宣传
组等 10 个小组， 并出台组长岗位职责，
确保任务落实到位。 甘孜县援藏队建立
健全了《队员目标任务考核制度》、《请销
假制度》、《学习管理制度》、《宣传信息报
送制度》等制度，并落实专人负责督查，
督查结果纳入年度考核。 全体援藏队员
签订了“八条禁令”和“八项承诺”，倡导
廉洁援藏、真情援藏、务实援藏、智慧援
藏和安全援藏，使大家思想上重视，规范
行动，严明纪律，强化保障，为援藏工作
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确保援藏工
作长效推动。

从桃花盛开的地方———龙泉，来到
蓝天白云的高原———甘孜，队员们没有
豪言壮语，只有那执着与真情，只有那
无私的一腔热血， 默默的在高原上挥
洒。 正如一名援藏队员说的那样“高原
虽然缺氧，但我不缺志，高原虽然环境
恶劣，但我依旧斗志昂扬，是对高原的
挚爱，是对藏区的深情给予我生命的力
量，我坚信我们援藏人一定会把事业的
赤诚书写在雪域高原的云天”。

民族团结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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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金秋送爽时节，新中国即将迎来 65

华诞。 65 年，记录着一个国家砥砺奋进
的壮阔历程；见证着一个民族迈向辉煌
复兴的耀世荣光。

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个人的
命运从来与国家休戚相关。 在新中国成
立 65 周年之际，本刊从今日起推出《百
人百梦·中国梦———喜迎共和国 65 华
诞,共和国同龄人·特别策划》专栏，通过
与祖国同龄的人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用我们的眼睛 、用心灵 、用笔触 、用镜
头，记录和展示我州近年来取得的巨大
成就，展示共和国 65 年来的光辉历程。

岁月如歌，辉煌永存。 浓墨重彩之
间，我们珍藏一段难忘的记忆 ，更寄托
出一份由衷的祝福：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肩负起推进战略任务的光荣
使命，努力同心、团结奋进，奔向更加美
好的明天！

希望与祖国同龄的人们积极参与，
并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联系电话：13558508288，投稿邮箱：
gzbjjmszk@163.com

共和国同年龄人·特别策划
■ 策划：袁飞 文/图 宋志勇

他们和共和国一起成长，心中满怀自豪，
他们和共和国一起成长，心中满怀感动，
他们和共和国一起成长，心中满怀憧憬。
同共和国一起成长， 见证了一个崭

新中国的诞生， 她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
方，曾经饱受蹂躏的历史从此一去不返。

同共和国一起成长，走过了坎坷，经
历了风雨，探索着前进的步伐，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同共和国一起成长， 为建成小康社
会， 全国上下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 ，以 “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

澡、治治病”为总要求，切实解决好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集中
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之际，我们专

程采访了 3 位普通人的经历， 他们与共
和国同龄， 从不同侧面为您描绘共和国
前进路上的几幅不同画面， 和您一起感
知新中国，感知新生活。

同共和国一起成长

■ 被采访者：贺先枣 退休干部

1949 年夏季，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宣告成立时，那时他正好 2 个月大。
如今，新中国迎来了 65 岁生日。 回首过
去、看到眼前、展望未来，我的心总会似
潮水涌动翻滚……

母亲给了我肉体， 是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把我这个无知的
孩子，教育、鼓励、引导、培养成了一名国
家干部。

20 岁参加工作，在州内其他县工作
了 20 年，到 1988 调康定，在州级机关工

作至 2009 年退休。
当谈到我州变化时，贺先枣非常

兴奋地说，路、电、水的变化最大。
当年在德格工作，回家一次都只

能等到过年， 而且还受交通的制约，
那时车辆也很差。 贺先枣回忆当年路
况时说，也许是人口少，温度也相对
低，人们外出时都会带着帽子。

一次从康定回德格路上，坐在车
上的旅客， 一不小心帽子被风吹掉
了， 他只是让驾驶员把车门打开，下
车找回丢失的帽子后 ， 又能顺利跳
回。 当时车辆不仅速度慢，路上灰尘
也大，整个人的面部已被灰尘掩盖已
至于车到终点站时，同车旅客下车第
一句话是“同志贵姓”。

如今 ，到南路还是北路 ，交通不
仅让甘孜人民受益，更加让内地旅客
尝到了甜头。

原来到九龙要到下午才到，中途
还得在沙德吃午饭。现在不同了，3 小
时后就能到九龙县城找饭馆了。

说了路，在说说电。 当年到州内
其他县工作， 照明基本上都用蜡烛，
因为那时都没有开发水电项目，电灯
就是梦想。 由于那时是计划经济，就
是蜡烛也是供应，喜欢看书的贺先枣
没办法， 于是将剩余的蜡烛重新制
作，便于看书时用。
如今，走到那里，全州各县、各乡、各

村都会看到电灯了，人们在不愁电了。
水是生命之源， 是人们走到那里都

不能缺少的。
当年刚参加工作，被分到关外，吃水

就在当地水沟里挑， 没有想过卫生不卫
生，只想有水就行。

如今，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水，人
们都喝上卫生干净的水。

贺先枣最大的心愿是，有一天，甘孜
州能与沿海发达地区同步前行， 成为全
国人民喜爱地最佳旅游圣地。

时代变化让我自豪
■ 被采访者：白珠 退休干部

她作为一名老气象人 ，
在 气 象 部 门 工 作 了 30 多
年 ， 经历了气象建设的每
一次突破 ， 见证了甘孜州
气象的变迁 。

她生在康定， 是家中的
老大，最喜欢当兵，可还是没
有如愿。

1971 年参加工作的白
珠，心里总是装着党的关怀
之情。 白珠说，我们对党要
有感恩之心，作为一名藏族
同志 ，全得感谢党 ，是党给
了我幸福生活，是党培养并
教育了我，让我懂得了多学
文化知识，才能建设好自己
家乡的道理。

其实白珠的爱好很多 ，
喜欢照相、打篮球、跳舞、唱
歌，这都是在理塘工作 12 年
锻炼了她。白珠说，参加工作
到理塘需要二天才能到达 ，
途中旅客与车同舞， 而且车
前车后都有烟雾， 比舞台的
雾还多、还浓，下车时，只看

见两个眼球在转。 而现在到
理塘，坐客车一天都不需要，
下午 3 点左右就到了。

如今二郎山隧道的通
行 ， 让州内工作过的老同
志，在冬季到来时回内地过
冬；在夏季时回康定避开炎
热的夏季， 以免蚊子叮咬 ，
这就是一个隧道为人们带
来的方便。

旅游是我州优先发展
产业 ，近年来 ，我州更加重
视旅游 ， 特别在康定可以
看到 ， 从四面八方来的游
客不断涌来 。 现在整个康
定城的车辆多了 ， 游客的
需求更高了 ，然而 ，康定的
名 小 吃 不 仅 吸 引 众 多 游
客 ，而且内地的火锅 、炒菜
等应有尽有 。

作为土生土长在康定
的 白 珠 现 已 退 休 在 家 ，就
是要享受生活 ， 让生活充
满阳光 。 说起心愿 ， 白珠
说 ，高速公路 、铁路能快点
通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
中国越来越强 。

我们一起走过

新华社发

被采访者：陈学华 原州工商联副会长

作为一名老工商人， 在甘孜州工作了 30
多年，经历了知青、改革开放建设的每一次突
破，更见证了祖国的发展富强。

那年陈学华当知青了，是响应"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对于陈学华来说， 那时他把在农村的
事，不仅想得过于简单，而且也很浪漫多彩。
一个僻静的山乡村落， 袅袅炊烟中人们劳
动、生活着，乡亲间的种种纠葛轶事既充满
乡下人的淳朴，也有无数地乐趣。

其实，《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青松岭》
等电影播出，让陈学华这代青年热血澎湃，来
到了农村，来到了日夜向往的地方。 然而，知
青让陈学华学会了与基层群众打交道的方
法，从而在后来的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谈到变化时， 陈学华感受最深的是通
信。刚参加工作时，人们不是写信，就是想给

亲人打电话。 而在当年，人们打电话都得排
队，计划经济嘛，一个单位只有一部电话，轮
到可以打时，基本上都是“喊口号”，为什么
呢？ 那都是信号不畅，也有电话原因。

现在人人手中都有电话了，不在排队、不在
BB、不在说家里没人接电话了。 从手动到触模，
通信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郎山，人们最熟悉不过的地方。 陈学
华说，他有一位朋友，是开货车的，每次到过
二郎山，当天夜里他就失眠，怕自己这次过
山，就永远不能回来了。 当年的驾驶员就这
么艰辛，需要的还是好路、宽路。

“二郎山隧道通车时，我们刚好经过，一
到新沟，象是在做梦。 因为在二郎山过夜的
日子太多了，特别是冬季，让过往车辆特别
留心、特别在意。 ”陈学华激动地说。

如今， 陈学华最大愿望是高速公路、铁
路能尽快通行就好了，甘孜州的老百姓出行
就更快捷、更方便了。

变迁的记忆

桃花在雪域高原上绽放
—记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三批援藏工作队

人物

为农牧民群众开展义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