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拔5373米，年平均
气温零下7摄氏度，空气
含 氧 量 不 足 海 平 面 的
40%，气压只有平原地区
的一半……这里就是我国
海拔最高乡———西藏自治
区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
塘乡。

浪卡子县城到普玛江
塘乡单程70公里，爬升高
度800米；普玛江塘乡至6
个行政村，单趟行程160公
里。从马、自行车、摩托车
到小货车，邮递员次仁曲
巴在这条线路上整整跑了
14年，用脚步丈量高寒艰
苦的世界屋脊，搭起了村
乡县信件物资相通的桥
梁。

世界之巅的信息使者

2005年，次仁曲巴放
下手中的羊鞭，成为普玛
江塘乡首位邮递员。从那
以后，他便成了普玛江塘
乡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纽
带。

“以前这里从没见过
穿绿衣服的邮递员，牧民
们收不到信，乡里也不寄
东西。”次仁曲巴说，刚干
上邮递员时，他1个月最多
送一两封信。

尽管业务量很小，但
工作并不轻松。“普玛江塘
是纯牧乡，这里的人出去
放牧不好找。有一次，有户
牧民有封急信，我骑着自
行车找了好几天才送到他
手里。”次仁曲巴说，有的
牧民不识字，有时候来了
信还要给他们念，然后再
代他们回信。

普玛江塘乡萨藏村村
主任扎西说：“以前这里几
乎与世隔绝，路也不好走，
电也不稳定，没有跟外界
交流的渠道，几天送来一
次的报纸就是我们了解外
界的方式。这要感谢邮递
员。”

随着国家对普玛江塘
乡的好政策不断落实，牧
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
化。以前连信件都收不到

的角落，现在各种网购的
快递包裹也多了起来。大
家看电视、发微信、刷抖
音，通过各种渠道与外界
建立联系。

“闲的时候，我拍一些
放牧、过节的短视频放到
网上，好多人关注我呢。”
20岁的萨藏村村民巴桑卓
玛说。

次仁曲巴的工作越来
越忙。2013年以来，他开始
教乡民们网购，教年迈的
藏族阿妈跟儿子视频，也
教乡民们怎么邮寄物品。

“马上电商入村了，教会他
们邮寄，就能把乡里的特
产卖出去，增加收入。”次
仁曲巴说。

徒步十年的行者

次仁曲巴走完普玛江
塘乡6个行政村的路需要2
天，每天投递行程平均为
50公里，一半的路程他只
能徒步行走。

这样的路，他走了整

整十年。
由于长期在高海拔

地区工作，30岁的次仁
曲巴患上了关节炎和高
血 压 。2015 年 转 到 县 邮
政工作后，他负责从县
到乡的报纸、邮件、包裹
送达。

现在，周一到周五，次
仁曲巴每天早上8点从县
里出发给几个乡送邮件、
包裹，收工经常要到晚上
七八点。有时赶不回去，乡
民们便留他在家里住一
晚。

次仁曲巴不仅对本职
工作认真负责，对乡民更
是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
样。有一组离乡政府30公
里的牧业点，牲畜得了怪
病，他第一时间赶回乡里，
用摩托车驮来乡兽医和药
具箱，让医生及时治好了
牲畜。

工作14年来，次仁曲
巴投送报纸148万份，信件
4.1万封，包裹3.5万件，投
递里程达30万公里，从没

有漏投、错投，乡民们亲切
地称他为“大山的儿子”。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只要对乡民有好处，认准
了的路，我就要一如既往
地走下去。”次仁曲巴用行
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坚
定信念。

做新时代的追梦者

做好投递工作的同
时，次仁曲巴一直向乡民
宣传党的政策，教乡民邮
政存款、网上缴纳话费
等。

很多当地农牧民没有
到银行存款的意识。次仁
曲巴每到一户就主动教乡
民科学理财，讲清存钱的
好处，帮他们把钱存到银
行 。

“人民邮政为人民。”
对他来说，这些都是不足
挂齿的小事，但是做好每
件小事，就能获得真正的
快乐，实现人生价值。

最近，次仁曲巴获得

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他的工作劲头更足了。为
了把党和政府的政策更好
地传递给乡民们，他正在
努力练习听说汉语、写汉
字。

如今，普玛江塘乡邮
政又增加了两名员工：格
桑次仁和白玛同珠。格桑
次仁接了次仁曲巴的班，
负责从乡到村的投递工
作；白玛同珠负责乡政府
附近的包裹和邮局的邮递
工作。

西藏邮政大力推进农
牧区“乡乡通邮”工程，西
藏县以下农牧区没有邮政
服务机构的状况已经彻底
改变。截至2018年底，西藏
邮政已完成100%乡镇全覆
盖。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
下，普玛江塘这个“天边之
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谈起未来，次仁曲巴
说：“我要不断努力，帮助
更多的群众，做好新时代
的追梦人。”

她是村里第一个大学
生，从小就梦想着能走出
大山。但大学毕业后，她却
毅然回到大巴山深处，带
领村民修路、引水、发展产
业。

一转眼，她在深山里
已经待了10年。从一个村
到另一个村，村情在变，事
情也在变，但她服务群众
的心一直没变，群众对她
的认同也一直没变。

她，就是重庆市巫山
县当阳乡玉灵村第一书
记———严克美。

毛遂自荐成为村干部

严克美戴着一副眼
镜，扎着一个马尾辫，看起
来比较柔弱。但干起事来
却雷厉风行，干练决断。

2008年大学毕业后，
严克美原本在上海找到了
一份工作。当得知老家红
槽村党支部书记准备离任
的消息后，她毅然辞去工
作，回乡毛遂自荐进入村
领导班子。

那时，村里通乡的硬
化路还没有修，自来水不
通，全村只有一台变压器，
到了晚上用电高峰时，钨
丝灯就像一朵“南瓜花”，
只有一点点微弱的光。村
里的产业结构单一，有些
偏远的地方生产物资还靠
人工背运，一趟至少一个
多小时……

要想富，先修路。严克
美跑上跑下，要来了修路
物资。有了物资，劳力也是
个大问题。村民们不相信
路能修好，都不愿意参与
进来。严克美二话不说，带
着村干部先干了起来。慢
慢地，村民们也纷纷加入
义务修整道路的队伍。

短短3年时间，严克美
让红槽村完成了公共用电
和饮用水工程，新建、改建、
扩建村级公路11千米，改善
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村里有了平整的路，
清冽甘甜的山泉水后，严
克美又带领村民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经济，并确定
了烤烟、生猪山羊养殖、中

药材种植的骨干产业。
为带动红槽村村民养

羊，严克美自己先喂养了
100只种羊，摸索养殖经
验，并免费为村民提供羊
崽。砌羊圈、打防疫针、割
草……她都会干，一个女
大学生、一个村支书俨然
成了羊倌。

“村里完成农网改造
是我最开心的事。因为屋
里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刹
那，我的心也跟着亮了起
来。”严克美说，“最初回村
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经常
遭遇困难，特别是做事得
不到群众理解，自己也迷
茫过。但自己选择的路，咬
牙也得坚持！”

贫困山村成了新景点

2013年，严克美通过
考试，进入当阳乡政府工
作，但她主动请缨担任当
阳乡平定村的驻村干部。
在平定村，严克美想得最
多的依然是村民，解决村
民的困难，她才快乐；和村

民在一起，她才踏实。
2016年，严克美担任

当阳乡玉灵村的第一书
记。由于交通闭塞，玉灵村
也是乡里的贫困村。

担任玉灵村“第一书
记”后，严克美很快进入角
色、摸村情、拿思路，为玉
灵村找到了一条依托生态
旅游脱贫致富的道路。

当阳乡生态旅游资源
丰富，但以前锁在深山人
不识。为了打开生态旅游
的大门，严克美一方面推
进玉灵村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对村容村貌进行提
档升级。

经过几年打造，玉灵
村已成为游客向往、村民安
居乐业的美丽乡村：群山峡
谷间，一栋栋白墙红瓦民房
犹如一朵朵盛开的“鲜花”，
田坎已经硬化成人行便道，
房前屋后的稻田如一张张
绿色纱巾，连同一片片苍翠
的果林，将玉灵村装扮得犹
如一幅水墨画。

严克美欣慰地说，如
今当阳乡发展得越来越

好，很多在外打工的当阳
人返乡开办农家乐，绿水
青山终于变成了金山银
山，山区老百姓也吃上了
旅游饭。

目前，玉灵村脆李种
植累计达到900亩、板栗
1400亩、核桃150亩，已经
成了乡村旅游示范点，村
里已培育打造了10余家农
家乐，日接待游客量超过
200人次。

谁有困难到谁家

10年来，严克美从红
槽村到平定村再到玉灵
村，帮助了一位又一位村
民，解决了不计其数的难
题。

担任玉灵村第一书记
期间，严克美随身带着一
个小本子，专门记录贫困
户的生产生活情况，谁家
最穷，她就经常上谁家；谁
家遇到困难，她就及时伸
出援手。

“美娃子给我建了新
房子，过年过节还来看我，

像亲女儿一样亲。”“美娃
子总是有很多办法，能帮
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村民
们说，村里有了大变化，回
村的路宽了、厨房里有了
自来水、乡亲们有了新房
子，大家对她的感激是发
自内心的。

如今，村里出山的路通
了、特色农业发展了、电商
下乡了、乡村变美了……可
是，红槽村、平定村和玉灵
村的不少村民遇到大事小
情，还是会找严克美商量
或者咨询。

严克美是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代表，曾先后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
旗手等。严克美感慨地说，
10年间，村里变化大，她自
己的变化也很大，尤其是那
些荣誉，都是这片土地和土
地上的人们带给她的。

“单是这份情，都让我
无法割舍。”严克美说，锦
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她
想一直做个雪中送炭的
人，帮助更多村民尽快走
上脱贫奔小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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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克美：把青春安放在高山深处
文/新华社记者 韩 振

次仁曲巴：在世界之巅实现人生价值
文/新华社记者 田金文 王学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