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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热线”
共筑民族团结

海拔4200米的巴塘草原绿草如茵。在玉
树独立骑兵连巴塘驻训点，十几名官兵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才将一匹骏马压倒在地，兽医仔
细检查它的腹部，给它的伤口消毒、上药。

受伤的骏马情绪烦躁，尼都塔生用手轻
轻摸着它的颈部，边安抚边对旁边压住马腿
的战士说：“别压得太死，放松一点。”

巴塘驻训点主要负责照料军马。这里氧气
含量只有内地的60%，一年中只有3个月不下
雪。尼都塔生常年在这里，训练之余，他做得最
多的是带领官兵深入牧区为百姓提供帮助。

“去年夏天，村里的人都到山上挖虫草
去了，几只狼过来把一头牦牛咬伤了。”巴塘
乡铁力角村村民土多才仁说，情急中，他们
给尼都塔生打了电话。

缝针、打吊针、给牛吸氧，每3天给牛清
洗一次伤口，在尼都塔生和连队的帮助下，
两周后，受伤的牛痊愈了。

铁力角村共居住着21户牧民。帮助77岁
的牧民旦增群索拉起网围栏，给牧民家生病的
牲畜打针、喂药，资助贫困的中学生姐弟，尼都
塔生的电话成为巴塘草原上的“热线电话”，老
乡们遇到矛盾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百姓家有了牦牛肉，会给部队送来一
些；战士们放马路过村里，会停下来喝碗茯
茶；20多吨的马料送到营地，牧民群众会自
发过来帮忙卸草……“就像一家人一样。”牧
民武玉兰说。

尼都塔生所在部队是中央军委授予的
“高原民族团结模范连”，秉承祖辈跟党走的
遗训，他倾心帮助牧民群众，热心调处矛盾
纠纷，在部队里得到了教育与锤炼。

玉树盛产冬虫夏草，虫草是当地百姓的
重要经济来源。每逢虫草季节，牧民因为争
抢草山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

“其实大多数冲突都是因为语言不通、
民俗不同，有的群众不懂政策，碰到利益就
容易出问题。”尼都塔生说。

于是，他发挥自己既懂藏语、又懂政策
的优势，在官兵中开展学党的民族政策、学
常用藏语、学民族风俗、学调解技巧的“四
学”活动，培养了多名处理纠纷的小能手。

长江、澜沧江蜿蜒流过玉树，这里夏天
水草丰美，漫山遍野牛羊成群，牧民群众生
活悠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草场、牲畜承包
到户，到国家免去农牧业税，再到为三江源
牧民发放草原奖补资金，玉树藏区群众对当
地一跃跨千年的历史性成就叹服。囊谦县东
坝乡果永村74岁的村民土丁说：“这是一个
好时代，越是了解党的政策，就越是觉得要
像佛珠一样紧紧串在一起，听党话，跟党
走！”

尼都塔生一家四代传承红心尽忠诚、矢
志不渝跟党走，在草原上发挥着越来越好的
示范作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骑兵连长尼都塔生：一家四代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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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草木茂密，长江源头地区通天河宽阔的河谷里，水流奔腾不息，一路向东汇成巨流，滋养着广袤的土地和人民。
70年前，在这片滋养中华儿女、有着“中华水塔”美誉的江源地区，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玉树独立骑兵连连长尼都塔生的曾祖父土登宫保

带回并升起了囊谦地区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在弥留之际留下永跟党走的遗训。此后，在这颗初心引领下，尼都塔生的祖父彭措旺扎首开玉树
地区“康巴世族”后代入党先河，父亲东坝阿宝长期致力于维护民族团结，尼都塔生深受红色家风影响，毅然参军入伍报效国家。

70年风雨岁月，这颗初心似源头活水，孕育出厚重久远的力量，在玉树草原上树起藏族同胞一心一意跟党走的标杆。

红色初心四代传承
清晨，74岁的藏族老人达珍公布步行来

到离家约3公里的东坝家族旧居。这里距离囊
谦县城128公里，新中国成立前，有着600多年
历史的康巴贵族家庭“东坝百户”就居住在这
里。

眼前的二层土坯房被巍峨的大山环抱，
房屋正面刷成红色。

“这就是我家的老房子。”东坝家族的后
代、26岁的尼都塔生说。老屋早已无人居住，
现在由达珍公布负责看护。

玉树在新中国成立前仍沿袭千百户制
度。尼都塔生所在的东坝家族，就是由清朝政
府册封世袭、在囊谦千户统治下负责管辖超
过百户牧民及僧侣的“百户”。

1949年，尼都塔生的曾祖父土登宫保随
囊谦千户携千匹骏马和大量兽皮山珍，赴西
宁为马步芳“上贡”，行至青海共和县境内时，
获悉西宁已经解放。此时，是将马赶回玉树，
还是送给解放军？千户与土登宫保等几名送
马百户反复磋商，最终将千匹骏马送到西宁，
敬献给了人民解放军。

“共产党给土登宫保赠送了一面五星红
旗。群众都说这是共产党的‘红色经幡’，比藏
族经幡还要灵。”东坝家族75岁的原属民尕德
才仁听自己的父辈说，土登宫保回到玉树后，
就在自家楼前升起了这面旗帜。这是玉树囊
谦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1953年，土登宫保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训：
“凡东坝族人必须跟着党走，决不可三心二
意。”

祖辈的初心引领后人不断前行。土登宫
保的儿子、尼都塔生的祖父彭措旺扎15岁参
加革命。1958年在西北野战军骑兵团担任翻
译的日子里，他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决
心向党组织靠拢，但那个年代“百户”入党没有
先例。经过党组织1年多的考察并经中共中央西
北局批准，彭措旺扎在1960年光荣入党。

“父亲入党在当时的藏族各界人士中产
生了巨大影响。我记得清清楚楚，父亲说：‘已
经选择了这条路，就必须忠心耿耿。’”尼都塔
生的父亲东坝阿宝回忆。

“祖辈父辈教我做人要正派，党培养我上
学、培养我当领导干部，我有机会也要回报党
的恩情！”2010年，玉树发生大地震，时任玉树
州委副书记的东坝阿宝负责来自全国的抢险
救灾部队的协调与调度，他不顾严重的高血
压，从医院跑了出来，连续奋战六天六夜晕倒
在救灾一线，被评为“全省抗震救灾模范”。

今年26岁的尼都塔生秉承红色遗训，在
大学三年级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面对繁
华的一线城市和偏远的玉树藏区，他选择回
到巴塘草原：“大城市不缺我一个，高原上更
需要我。”

“连长通晓藏汉双语，熟悉当地情况，他
经常将党的政策翻译成藏文，带着我们连队
的‘马背宣讲队’走村入户，给牧民宣传党的
政策。”军马勤务班班长仓洛加才让说。

70年风雨如磐，70年无怨无悔。面临
重大抉择，尼都塔生一家四代义无反顾
跟党走。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给了他们抉择的力量。

在囊谦千户统治玉树的时代，普通
的藏族家庭都要向千户、百户缴纳牛羊
税、草场税。“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家里有
一个水瓢，牧民们只需要象征性地交一
瓢青稞或一坨酥油就可以抵顶税赋。”东
坝阿宝说。

“东坝家族有着朴素的群众观点，他
们热爱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所以
党的政策一来，就跟他们的思想产生了
强烈共鸣，这坚定了他们跟党走的决
心。”尼都塔生所在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张
兴说。

玉树州委书记吴德军介绍，玉树和
平解放后，我们党在玉树执行了民族平
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并着力改
善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头人和农
牧民群众交口称赞。“东坝家族深明大
义，他们知恩报恩，本着对国家、对民族、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自觉自愿地选择跟
党走。”

玉树和平解放后，彭措旺扎成为党
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他放弃
百户身份，还动员亲戚们交出代表贵族
身份的文件、旗帜。”彭措旺扎的妻子扎
西永藏今年已75岁，她回忆，彭措旺扎17
岁那年，一些牧民在神山上挖虫草被代
理百户事务的母亲关押在家中，他知道
后悄悄把牧民放走。这件事传开后，他受
到群众和党政领导的一致赞誉。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这一伟大初心感召了这一家人。
他们能一代一代跟着共产党走，说明共
产党的初心是对的、是好的，经得起历史
和人民的检验。”吴德军说。

汽车沿着山路行进在东坝乡境内，
眼前一座大山泛着黑色，与周围的大山
明显不同。

“这座山里有煤矿，以前有个老板拿
到了勘探证，想开采煤矿，可东坝的老百
姓不同意。”尼都塔生说，“老板看中了我
们家的影响力，重金许诺：只要东坝家同
意开采，每年给我们家500万元。”

是收下巨额财富，还是保护三江源
生态环境？

玉树地处三江源地区，这里高寒缺
氧、气候严酷，生态环境脆弱，一旦遭到
破坏很难恢复。

“这个煤矿很容易挖，只要把草皮翻
开，下面1米多就是煤。煤矿一挖，这里的
生态就被破坏了。”东坝阿宝说。

东坝阿宝顶住各方面压力，选择带
头执行国家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如今，
这座煤山仍然完好地留存，上面青草蔓
生，与周围的大山一起，静静地守护着三
江源。

一心向党毫不动摇

尼都塔生带领官兵进行战术训练

尼都塔生带领马背宣讲队走访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