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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问“地球为何如此幸运，竟能在“荒芜”的
宇宙中孕育出智慧生命”。也一定有人问“我们的祖国为
何如此幸运，能够在历经沧桑和屈辱岁月后，展现出惊
人的意志力、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我想，正是因为我
们党开创了社会主义道路，抒写新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承载着百年梦想迈入了新时代。我们是如此幸运，虽然
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但是我们同自强不息、奋
发图强的祖国一同成长，携带着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
敢的基因，练就了精进勇猛、精诚团结、精忠报国的素质
和本领。我们的祖辈传承了“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奉献
精神，以青春热血抒写着热爱祖国、热爱高原、热爱家乡
的壮丽诗篇，让我们这一代甘孜高原建设者的人生更加
丰盛饱满，让我们对祖国的情感更加深切、更加自豪。

我的大女儿在幼儿园学会了一首歌，歌词这样唱
道“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
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未来的新一代，在祖国
温暖的怀抱中，定将继承和发扬感恩祖国、热爱祖国、
建设祖国的光荣传统，将继续凝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仁真康珠

在建设家乡的初心的驱动下，我 2006 年毕业后参加
“三支一扶”计划，选择了回到我的家乡炉霍，非常欢喜地
到了炉霍县仁达乡人民政府报到，仁达乡地处国道 317
线沿线，距离县城 30 公里，也是进入炉霍县城的必经之
路。因为是乡上唯一的统招本科生，乡政府安排我从事办
公室文书工作，配合开展驻点贫困村的工作，走村入户调
查乡情，宣传新农合政策，统计全乡各村贫困人口、待业
人口等等，跟着乡党委书记走村串户，收集整理乡情民
意，每到一户详细问、仔细听、认真记，用心学。每次去县
上送材料简报，都是沿途边走边搭车，在地广人稀的甘孜
大地，能搭到去县城的顺风车也算是缘分，如果不能，就
当做一次徒步旅行了，基层的工作培养了我吃苦耐劳、乐
观上进的精神。后来调到县委办公室，在忙碌和充实的工
作中，在看似简单而又琐碎的工作中，在办文办会办事日
常中，学习了单位领导和同事做人做事的风格魅力，体会
到团队团结协作强大的向心力，历练了严谨高效敬业讲
政治的工作作风。

2012 年我考调到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事国
民经济分析研究工作，着力为州委州政府参谋决策服务。
我的岗位让我更全面地学习掌握了甘孜的州情，熟知发
展的战略思路举措，深知发展的优势后劲和短板不足，更
体会了甘孜的干部谋发展、抓发展的不懈努力和不断进
步，在历届党委政府带领全州干部群众艰苦卓绝的奋斗
下，甘孜迈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步伐。

2017 年底雅康高速通车至泸定，2018 年底雅康高
速全线通车至康定，甘孜州彻底结束“零高速”的历史，
建成了“西南第一长”雅康高速二郎山隧道，“川藏第一
桥”大渡河特大桥成为《大国工匠》中的标志性工程，大
美甘孜众多的旅游目的地成为网红打卡地，各地游客
蜂拥而至。

儿时的乡愁——川藏路，从此不再崎岖不平、坎坷颠
簸。回想起曾经梦想着能够一天到达成都，而今从康定至
成都仅需 3.5 小时。我有幸能成为伟大时代的亲历者、见
证者、奉献者。在感叹甘孜跨越式发展变化的同时，更加
感恩伟大的祖国。在党中央的关心支持下，川藏铁路即将
开工建设，将来川藏铁路建成后，我们与内地的时间距离
将缩短至1.5小时以内，我们甘孜一定会越来越好。

走出大山

在余光中老先生的诗里曾说“小时候，乡愁是一枚
小小的邮票……”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乡愁是那条
崎岖不平、坎坷颠簸的川藏路。尤其在天险二郎山，举
头是悬崖峭壁、低头是万丈深渊、军绿的解放牌汽车在
二郎山上如滑雪道般的冰雪路面上小心地挪动，幸运
的话翻越二郎山需要一天的时间，也许一不小心汽车
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一抛锚就会成为在二郎山
过夜的“山大王”；幸运的话从我的家乡炉霍到成都需
要三天时间，也很可能会在途中耽搁滞留好几天，啃压
缩饼干啃到饱。童年的我总是爱望着家门口的连绵起
伏的山峦与万里碧空的天际线出神，想象着山外面的
世界，每每随父亲到成都，总是怀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
渴望，克服着对路途会出现的各种意外的恐惧不安，偶
遇惊心的瞬间耳边总是回响起阿婆诵念经文的声音，
颠簸在崎岖不平而又漫漫的川藏路。90年代，内地的
兄弟市州帮扶甘孜州的教育，每年为我州培养各县选
拔的30余名初高中生，小学毕业后，12、13岁的我们
到内地读初中，每学期回家乡一次，我们的成长见证了
甘孜的发展变化，大家改变交通条件的执着和打破交
通瓶颈谋发展的决心从未改变过，川藏路年复一年修
修补补，如此反反复复，我们曾经畅想着从家乡可以一
天到达成都的那种激动和兴奋。在外求学的游子们，在
心中默默发誓将来要“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不忘初心

得益于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甘孜州
的孩子与内地的孩子一样有机会接受相同的教育，因
为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甘孜的孩子们尤其勤奋苦读，还
记得每个清晨5点过后的操场上和楼梯间，总是有我
们民族班孩子的身影和混合藏音普通话背诵的声音，
到后来，民族班的孩子开始会唱全英文的歌曲，在大大
小小的比赛中获得奖项，在学校运动会上总是拔得头
筹，渐渐的，民族班成为班主任、校长乃至地方教育部
门的骄傲。内地优质的教学资源以及倡导的素质教育
的理念深入人心，为我们建设家乡的初心给予了源源
动力。我们经历了年幼远离家人在外求学，十余载寒窗
苦读，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也不仅仅是理想大学的录
取通知书，而是对世界的认知、对祖国深厚的情感、对
家乡不变的眷恋和笃定的初心。

在内地求学的每个暑假，我都会随着父母回到家
乡，暑期是家乡最热闹繁忙的季节，农区有庆祝庄稼丰
收的传统，牧区有祈求风调雨顺、牲畜肥壮的传统，会
举办各种藏族传统的庆典活动，在手机还未如今这般
普及的时代，我经常会拿着爸爸的红梅胶卷相机，奔波
在草原上各种节庆活动的会场，拍摄展出的高原的珍
稀动植物标本、华丽贵重的服饰表演、彪悍刺激的赛马
表演，藏族传统的摔跤、足球比赛等。每个暑假我都会
忙得不亦乐乎，高原的阳光炙热火辣，把我的皮肤晒得
黝黑发亮，把我这个在内地长大的孩子，还原得有那么
一点点像藏族。藏族的文化、藏族的传统，如此充满魅
力，但却不为人所了解，内地的同学朋友总会问我一些
奇怪的问题“你们藏族吃不吃米饭？”“那些磕头到拉萨
布达拉宫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的天空真的有
照片上那么蓝么？风景真的有那么美么？”……如此种
种问题，让我萌生了我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我的家
乡，从而让更多人了解它的想法，让更多人感受到它的
独特魅力，让更多人喜欢这里。

身为一个在外求学的藏族孩子，带着这份对家乡的
深深眷恋，隔着万水千山，我开始通过读各种关于家乡
的书籍、通过长辈的讲述，隔空了解神奇美丽的甘孜州，
甘孜州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地理人文景
观。甘孜州地处川、滇、藏、青四省（区）结合部，是新中国
成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是连接西北和西
南的“咽喉”、民族大融合的“走廊”、茶马互市的中心、藏
汉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和康巴文化的核心区。在这里生态
地位极其重要，是长江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
障，“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景观壮美，文化底
蕴深厚，有“蜀山之王”——贡嘎山、“香格里拉之
魂”——稻城亚丁、世界同纬度海拔最低冰川——海螺
沟等景区；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孕育出“宇宙歌
曲”《康定情歌》、“东方伊利亚特”《岭·格萨尔王史诗》、
德格印经院等不朽文化遗产。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约
4130万千瓦，太阳能资源可开发量约1120万千瓦，风
能资源可开发量约1000万千瓦；已探明矿产资源29
种，锂辉矿储量居亚洲第一。全州幅员面积15.3万平方
公里，辖17个县、1个县级市，325个乡（镇、街道），2679
个行政村；有藏、汉、彝等20多个民族、120万人，其中藏
族占总人口的82%。甘孜州是除西藏以外的最大藏族聚
居区，也是四川省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解放
前的甘孜州，经济凋零，民不聊生。历史上素有“汉藏走
廊”、“治藏依托”之称。历届中央领导作出“稳藏必先安
康”、“安康必先通康”的重大部署。甘孜州的稳定和发
展，对西藏乃至全国的稳定，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自
然条件、地理区位和发展历程等原因，甘孜州的发展严
重滞后，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民的殷切期盼极为不协
调。那些没翻越过二郎山的孩子，无法想象外面的世界
日新月异的变化，是如此令人惊叹。

感恩祖国

建设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