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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8日，是西藏民主
改革 65 周年。65 年来，雪
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同
胞生活越来越幸福和美，精
神面貌更是日新月异。

这个春天，拉萨的日
光格外暖，林芝的桃花更
灿烂，西藏人民再一次骄
傲地宣介着他们美丽的家
乡，欢迎着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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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拉萨城区很小，从八廓街到罗布
林卡，迎面走来当地居民，十有八九都认识。除了
布达拉宫，几乎没有高层建筑了。”全国政协委员、
西藏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巴桑卓玛是土生土长的
拉萨人。在她眼里，拉萨正在飞跃发展：现在的八
廓街无论冬夏，总有川流不息的人群，五六成都
是外来游客，城市变大了，道路变宽了，人群多元
了，更主要的是本地人的生活便利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改进西藏基础
设施建设，拉萨到日喀则、山南、林芝、那曲都实
现了三小时通达。当前，西藏又在打造‘五城三
小时经济圈’，以拉萨为核心，日喀则、昌都为副
中心城市，形成以重要县城和边境城镇为支点
的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百姓的出行更加
方便了。”巴桑卓玛说，自从西藏文旅厅推出“冬
游西藏”系列政策后，拉萨旅游也没有了淡旺季
之分。“冬游西藏的亮点可不仅仅是门票免费，
其实相较于夏季，西藏的冬天降水少，云雾稀
薄，是雪山能见度最高的时节，更容易见到‘日
照金山’的奇观。”巴桑卓玛的倾力推荐让记者
对冬游西藏充满着向往。

记者看到西藏文旅厅公布的最新数据：西
藏在机票、酒店、门票等方面推出优惠后，直接
带动旅游人口的不断攀升。以布达拉宫为例，截
至3月15日，布达拉宫今年总接待量已超过38
万人次，同比增长25.4%。这组数据不由得让记
者发出疑问：“这么多的外来游客，当地居民会
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打扰了？”巴桑卓玛在电

话的另一端忙不迭地说：“当然不会！”
“很多藏族群众信奉佛教，他们既包容，又

热情好客。随着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群多元
化，拉萨的各种生活设施也丰富了。公共交通变
多了，也可以滴滴打车，各种外卖、快递都发达
起来。”巴桑卓玛说，曾几何时，拉萨的飞机几天
才有一班，现在一天几十趟航班，飞往不同的地
区。西藏还有了自己的航空公司，西藏航空对藏
区居民（身份证54开头），无论淡旺季机票均执
行半价惠民政策，让越来越多的西藏老百姓感
觉到坐飞机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事。还有八廓街
的临街店铺，在游客的拉动下，生意“简直不要
太好”。“以前这里藏族同胞只会讲藏语，现在不
仅普通话交流无障碍，还能用流利的英语讨价
还价。”说到这里，巴桑卓玛笑了，风趣的话风，
也让记者感觉到，在拉萨，外来游客与藏族居民
的交流完全没有语言壁垒。

“您的普通话讲得真好。”记者的真诚赞美
引出巴桑卓玛的一段讲述。“我其实是托了对口
援藏的福，教育对我人生的改变还是很大的。”

那是1998年，当时在西藏大学医学院工作
的巴桑卓玛有机会赴北京大学医学部进修，也正
是那次交流，让她感受到当时的拉萨与首都北京
的差距。“于是我努力补习英语、快速提高汉语，最
终考上了北医的研究生、博士生，在北京前前后
后待了8年，当时的普通话甚至有了‘北京腔’。”

巴桑卓玛说，一个人学习书本知识固然重
要，但也需要走出常态化的生活圈开阔眼界。

“所以我一直鼓励藏区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
有机会要到藏区之外去看看。而更多游客来到
西藏，也可以让藏区同胞接触到不同地域的人，
了解我国其他兄弟省份、其他国家的文化，同样
也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如今的巴桑卓玛，作为西藏大学医学院研
究高原医学的专家，走出藏区甚至走出国门交
流的机会更多了。从秘鲁、加拿大到德国、尼泊
尔，她不仅把我国青藏高原医学的研究成果带
向世界，也把我国藏族同胞的风采、优秀的藏族
文化传播出去。“每次进行学术交流，我都会身
着藏族服饰，很多外国友人也会饶有兴趣地询
问藏族的风土人情。”巴桑卓玛说，“每当这时，
我都会诚挚地邀请他们，到中国西藏走一走、看
一看，了解当下的大美西藏。”

“其实，我是有机会留在别的城市的，但当
时我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拉萨。”巴桑卓玛说，当
时导师问她，西藏到底有什么地方吸引着她，她
居然没回答出来。现在想想，答案显而易见。“拉
萨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家乡，更要建设好我的家
乡，才能让更多人爱上拉萨。”

采访结束前，巴桑卓玛不忘为自己的家乡
打call——“拉萨有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有古
老的八廓街老城区，也有现代化的新城区。这座
古老的城市正以崭新的面貌在奔跑、在跨越、在
发展，在全身心地融入世界。欢迎大家到拉萨享
受日光浴，呼吸新鲜空气，接受心灵洗涤，喝甜
茶，吃藏面！”

全国政协委员巴桑卓玛：

欢迎到拉萨喝甜茶 晒日光
本报记者 刘圆圆

驶过青海湖，穿越柴达木盆
地，遇见成群的牛羊，在格尔木
远眺昆仑雪山，路过可可西里无
人区，翻越海拔5200多米的唐
古拉山口……对于首次去西藏旅
行的北京青年安安来说，最骄傲
的选择就是“坐着火车去拉
萨”。“Z21次列车太过瘾了！我
和两位闺蜜一起从北京出发，
30多个小时，看一天风景、睡
一大觉，就到了拉萨。”

近年来，随着年轻人特别是
大学生群体逐渐成为国内旅游的
重要生力军，西藏也成为他们出
游的梦想目的地。

正如安安所说，对于旅行来
说，世界屋脊的自然风光在全世
界具有唯一性。再加上少数民族
特有的文化、风情，以及悠久的
历史底蕴，吸引着青年游客前往
打卡。

与安安一样坐火车去拉萨
的，还有青岛农业大学学生傅侃
宇。只不过，他和伙伴们是从舟
山出发，经 3600 公里的跋涉，
去往有着“世外桃源”之称的林
芝市索松村。抵达西藏后，让傅
侃宇更产生亲切感的，不只是目
睹了课本上的神奇世界，更是结
识了这片广袤土地上可爱的人。
几个可爱的藏族小伙子，成为他
们远在雪域高原的“好哥们”。

傅侃宇说，那天他们一行人
刚刚到达索松村，就遇到了几个
当地年轻人正在村口打篮球。看
到有同龄游客来访，几位小主人
热情地发出篮球赛的邀约。就这
样，还没来得及观景，不同民
族、不同地域的小伙子们就在球
场上“打成一团”。

傅侃宇笑着说，由于“打到
天黑还不尽兴”，几位藏族小伙
子再三邀请客人们随他们去当地
的小酒馆热闹一下。

“小酒馆里，我们各自分享
着所见所闻，原来大家有共同的
兴趣爱好，都喜欢篮球、足球、
电影明星、电子游戏。我们也展
示着各自收藏的照片、视频，和

他们一起唱起他们的传统民歌
《格桑花》。”回忆起那一天的相
遇，傅侃宇至今历历在目。他
说，虽然藏族小伙子们的普通话
并不流畅，但大家交流全程畅
通，“他们也反复说着‘藏汉一
家亲’。”

第二天，傅侃宇如愿在村口
见到了金光笼罩下的南迦巴瓦
峰，藏族小伙们也赶来送别。

“那一刻，我知道，在西藏经历
了比雪山更珍贵的旅途体验，那
就是‘藏汉一家亲’。”

从北京坐着火车去拉萨，从
浙江舟山坐着火车去林芝，都比
不上一位女大学生自驾游所感受
的震撼。“毕业旅行，当然要去
西藏。”来自河南的大学生穆彤
心兴奋地说，她沿G219国道自
驾前往，从中原大地驶向青藏高
原，沿途的漫长旅程，足以让她
回味一生。

“西藏的美在于沿途的奇
遇。有一次，当汽车绕着蜿蜒的
公路从山坡上驶下，一片碧绿色
的湖泊忽然塞满整个视野，超级
美！我们两辆车都不约而同地停
了下来，大家纷纷下车向湖边走
去，一时间谁也没有开口说
话。”穆彤心说，星空、湖泊、
冰川、雪山，与神奇自然景观的
每一次邂逅，都会给游客带来巨
大的视觉冲击。

更加令穆彤心难忘的，还有
她在沿途遇到的宗教信徒。穆彤
心沿途遇到一位虔诚老人令她非
常难忘，老人口中念念有词，双
手合十，三步之后，便会对着不
远处的雪山跪地叩首。朝拜的老
人与巍巍的雪山构成了一幅画
卷。“这样的画面令人震撼，也
令我忘记烦恼。”

除此之外，自驾旅途中穆彤
心还遇到了许多或骑行或徒步的
游人，每次相遇，她总是找机会
停下车来与他们攀谈，结交朋
友。“下次再来西藏，我会选择
骑行，更加深入地发现西藏。”
穆彤心说。

青年游客：

走进西藏 感受心灵交换
本报实习记者 李梓源

临近4月，林芝的桃花含苞待放，一年
一度的桃花旅游节即将开幕。曾五赴林芝
的“资深游客”，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澳门
社会文化司原司长张裕又向朋友推荐起林
芝。“林芝春天之美，值得你专程飞过去体
验。”在张裕眼里，每去一次林芝，都有不同
的体验。

“2019年4月，我们从林芝机场出发，
沿着318国道开车向东200多公里，便是
波密县。即使走遍世界各地，这段7个小
时的公路，也是我的最爱。这是世界上最
美丽的公路。沿途都是雪峰，美景太多，摄
影创作中的我常常忘记时间，甚至忘了喝
水。”张裕说，波密的桃花沟一定要来。

张裕记得，那次在桃花沟，虽然遇雨，
他们一行人仍流连忘返。“桃花、油菜花盛
开，柳树抽出嫩绿的新叶，生机盎然。所谓
雪域江南，林芝实至名归。你想想看，在雅
鲁藏布江河谷，涓涓细流，桃花、雪山、小
屋、黄花、牦牛，处处是景。这里真的是摄
影师的天堂。”

令张裕以及一行澳门朋友欣喜的是，
2900米的海拔可以行走自如，不用怕高原
反应。此外，更加令人欣喜的还有在林芝
看到的许多人和事儿。

比如在林芝，他们来到由广东省援建
的嘎拉桃花村桃花园，讲广东话的澳门游
客自然更加自豪和亲近。细心的张裕观察
到景区介绍，进园时，他们遇上1253棵野
生桃花盛开，他们赶紧按下快门，收获“靓
相”，也收获美好的记忆。

“当西藏有需要时，国家及各兄弟省份
加以支援，让大家一起进步、同奔小康。我
们在西藏体验了很多这样的支援项目，修
高铁、建高速公路，促经济、帮就业、强教
育、助医疗、强文化……”张裕说，在林芝还
结识了珠海援藏干部叶子，她热情、能干、
乐于助人，也非常乐意帮助前来她第二故
乡西藏的游客。在叶子的帮助下，有一次，
张裕如愿提早半年预订到“网红酒店”——
林芝公德姆尊民宿。

“这是一家桃花主题民宿，坐落在雅鲁
藏布江边，面朝南迦巴瓦雪山。庭院里几
棵盛开的老桃花树非常茂密，酒店外围，还
有一片桃花林。”张裕说，这可能是世界上
最美的桃花酒店，更难得的是酒店有动人
的故事。几年前，有一位在外打工、做生意
的村民回到故乡，看中这个好地方，得知当
地政府非常支持民俗旅游发展，于是联合
村委会，加上村民合股、银行贷款，“建起这
间靓靓的酒店”。张裕说，酒店营业3年就
开始盈利，村民既可以分红，也可以在这里
工作。“村民谋生活、游客住得好、建设了家
乡，三赢。”张裕说。

那次行程，张裕和一行朋友先后探访
林芝嘎拉桃花村、鲁朗小镇、岗村桃花村、
波密桃花沟、然乌湖、来古冰川、伍巴村工
布藏乡，既有晴朗日，也有飘雪时，都很精
彩。

在伍巴村，一位藏族姑娘卓玛为张裕
一行导览。“卓玛说，附近的村子是工布藏
族分支，历史上曾经是农奴阶层，处于社会
底层，以工艺技术出色见称。西藏民主改
革后，生活越来越好，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
持下，更是早早脱贫，一代一代人接受了教
育，改变了命运，大家都衷心感谢中国共产
党。”张裕说，卓玛就是大学毕业生，在家乡
当上了老师。在卓玛家做客后，一行人又
去村里的集市购买了很多工艺品，“开心就
买咯，旅途有收获，还可以帮助别人，支援
当地乡村振兴，大家心情都很好。”

最近一次去林芝是在前年，张裕搭乘
了刚开通不久的世界海拔最高的电气化铁
路——拉林铁路。“希望尽快把高铁建到西
藏，那就更方便了！”张裕笑着说。

五赴林芝五赴林芝，，去欣赏不一样的桃花世界去欣赏不一样的桃花世界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张裕眼中的林芝—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张裕眼中的林芝

本报记者 李寅峰

春，万物复苏，草原如缎面般徐徐铺开，处
处是盎然新意；夏，戍边的藏民唱着欢歌，成群
的牦牛撒了欢的自由追逐；秋，是道不尽的丰收
喜悦，牧民们脸上扬着笑意；此时冬至，远处的
雪山如朦胧的诗意，欢度传统佳节珞瓦曲卓节
的边民更为这里带来了浓浓暖意……

这是西藏山南市隆子县扎日乡内一整面墙
的绘画作品，也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山南市
乃东区宣传部部长贡觉曲珍眼中家乡的模样。
当游客来到扎日乡，目光好不容易从这幅300
米长的卷轴中移开，望向远处的风景时，恍然间
发现，那幅画“活”了——此时，自己正置身在这
如画的风景中。

“这是我和当地旅发局同志们的创意。”贡
觉曲珍笑着说，“当时就一个念头，希望游客能
在画上看到扎日一年四季的美，无论哪个季节
来了，都不想错过其他时节，来了一次还想来！”

3月28日，是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俯瞰
着当下的美景，回溯着扎日乡旧有的“伤痛”，贡觉
曲珍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家祖辈都在扎日乡，那首翻身农奴把歌
唱，也唱出了我外婆的心声。当年，曾是农奴的
她没有鞋子穿、没有饱饭吃，还曾被多次贩卖

过，平日里除了干活，就是挨
打！”贡觉曲珍说，“终于等到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的那一
刻，我的外婆曾动情地说：我

终于活成‘人’了！”
如今，65载光阴流动，这个边境小村不仅

随着国家发展发生了巨变，成了边境小康村，当
地百姓的生活也奏响了富足欢乐的旋律。

“乡亲们住着小别墅、开着小轿车，别提多
安逸了。这里现在什么都有，藏餐馆、火锅店、
台球厅、KTV、酒吧等各类休闲场所应有尽
有。”贡觉曲珍说，进出村的交通也极为便利：
2017年底，219国道进入了扎日乡，2020年实
现了全面通车。从乡里到县里，过去一整天的
车程，如今，开车只需要3个多小时。

“公路养护团队还驻扎在乡里，每天排险保
障路的畅通，别说雪崩、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了，
就连路上的石头都捡得干干净净。说句开玩笑
的话，扎日乡是牧区，但路上连牛粪也没多少
了。”贡觉曲珍笑着说。

这位爽朗的珞巴族姑娘，在扎日乡土生土
长。当年毕业参加工作就回到隆子县从基层干
起。她先后成为扎日乡乡长、隆子县副县长，不论
走到哪个岗位，旅游一直是她工作中的“重头戏”。

“沿着219国道，我们挖掘乡里具有历史文
化底蕴的地方，比如朗久遗址，我们建设纪念
馆，讲述边民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动人故事；
我们打造精品民宿，就在幽静的扎日古村里，既
高档又不失民族特色，也运营良好……”贡觉曲
珍说，“别的不敢说，当地旅游产业发展从0到
1，我们真的做到了！”

在贡觉曲珍的电脑里，还存有一个
特殊的表格，时间“2018-2023年”，记
录着她和同事、老乡一同打拼的岁月：

2019 年，玉麦游客补给站建设项
目，隆子县旅游厕所革命建设项目……

2020年，扎日乡桑巴东村廊桥建
设项目，扎日乡洛河景区建设项目，隆
子县旅游指南书籍编撰……

2021年，扎日乡家庭民宿改造提升
项目，列麦红色美丽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即使到了2024年1月，她已经离开隆
子县到新岗位就职后，仍然关注和推进着
原有的项目……

“没有国家的好政策，哪有我们这么多的好
项目！作为边境群众，我们真的发自内心地感
恩党。”贡觉曲珍说，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好政策，
当地的旅游产业越发红火，村民们不必再外出
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可以办民宿、搞
运输、做餐饮、干零售、当导游等，“可忙的相当
多！”

在游客的口口相传和旅游形象的宣传中，
扎日乡打开了知名度：在乡里，几乎每天都能看
到外地游客的身影。

或许这正应了贡觉曲珍常挂在嘴边的那句
“广告语”：“我的家乡一年四季都美，365天都
值得来，在这里，天天都是旅游日！”

贡觉曲珍谈扎日乡旅游巨变：

“你看，那幅画‘活’了！”
本报记者 徐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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