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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漫漫黄土，一座

城堡遗址赫然矗立，密密

麻麻的洞窟镶嵌其中，那

曾是世代农奴的居所。

山下，绿树环绕，一众

独家小院掩映其间，这里

是札布让村村民的新家。

山上山下两重天，正

是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

林镇札布让村60年变化的

鲜活见证。

昔日“洞穴人”住上新

民居

2018年10月31日，达

瓦次仁所在的札布让村村

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载歌

载舞，喜迁新居。当天，由河

北省石家庄市对口援建的

札布让边境小康村入住仪

式上，达瓦次仁领到了新房

钥匙，住上了二层小院。

每年边民补贴 4200

元，林业补贴1060元，草场

补贴 5000 元，高龄老人补

贴5800元……惠民政策让

76岁的达瓦次仁不再为吃

穿发愁。“这些在旧西藏是

想都不敢想的事！那时候

我们在洞里生活，是身份

低下的农奴。”达瓦次仁感

慨万千。

踏着黄土，爬上古格

遗址，记者在密密麻麻的

洞窟中找到了达瓦次仁曾

经的家——一个不足10平

方米的黑压压的洞窟。

“最多时我们家8口人

住在这里。”达瓦次仁指着

洞窟说，“就这么个洞，产

权也不属于我们，而属于

农奴主。”

达瓦次仁在兄弟姐妹

6人中排行老大。在他的记

忆里，小时候经常光着脚

跑到集镇去要饭。

“我们给农奴主种地，

粮食分为好中差三类，最

差的给农奴吃。我的三弟

就是小时候饿死的。”达瓦

次仁说，农奴地位卑微，如

果直视头人，就可能被挖

掉双眼。

1959 年，波澜壮阔的

民主改革在西藏大地上轰

轰烈烈开展，百万农奴翻

身当家做主。札布让村的

农奴们也告别了被农奴主

鞭打剥削的凄惨生活。

1960 年初，达瓦次仁

家分到田地和牲畜，政府

宣布窑洞归自家所有，全

家人跑到自家的新田地里

欢歌跳舞。那个激动时刻

的画面至今在达瓦次仁脑

海里不时浮现。

20 世纪 70 年代，在党

和政府组织下，札布让村

村民陆续搬出洞窟，到山

下的新房居住，彻底告别

了“山顶洞人”的生活。

古老遗址变身金山银山

王宫、寺庙、碉楼、佛

塔、洞窟组成的巨大城堡遗

址，依山叠建，蔚为壮观。昔

日农奴居住的洞窟，作为遗

址的一部分，向海内外游客

讲述着历史上曾盛极一时

的古格王朝。1961年，古格

王朝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风蚀雨侵带走了城堡

昔日辉煌，除了残存的几

间宫殿，大都成了断壁残

垣。但神秘的古格文化吸

引着无数的文化研究者和

旅游爱好者前来。昔日“山

顶洞人”们纷纷开起了家

庭旅馆。

金珠德吉就是靠古老

遗址走上致富之路的先行

者。

藏式小院干净整洁，

各种小花争奇斗艳，柜子

上摆放着她和海内外游客

的合影。“我家有 36 个床

位，每个床位每天 80 元。”

金珠德吉说。现在到札达

的游客很多，今年她靠家

庭旅馆收入超过6万元。

藏语中“金珠”的意思

是“解放”。金珠德吉说，她

出生的札达县萨让乡，一

个山高谷深的偏远地方，

直到 1970 年才解放。当年

出生的她就被家人起名为

“金珠”。

她说：“以前村民就住

在古格遗址的洞窟里，不

通水不通电，日子过得相

当苦。现在党的政策好，政

府帮助我们发展旅游，日

子越过越好。”

现在，札布让村 38 户

家庭中有32户开了家庭旅

馆 ，拥有床位近 700 张 。

2018年札布让村接待游客

6.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00多万元。

沧桑的城堡已成为札

布让村民增收致富的“金

山银山”。

千年历史绘写旅游文章

古格王朝是公元10世

纪至17世纪活跃在西藏西

部的王朝，创造了灿烂的

古格文明。数不胜数的壁

画既是古老文明的印迹，

也是这个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的瑰宝。国家先后三

次对古格王朝遗址实施修

缮保护工程，最大的一次

于 2011 年启动，2014 年结

束，总投资5744万元。

据札达县旅游文化局

局长罗丹介绍，札达县近

年来大力实施“旅游兴县、

开放富民”的发展战略。在

援藏干部的指导下，当地

编排了古格文化历史情景

剧《梦回古格》。

巧借千年古格历史，

大做文化旅游文章，札布

让村村民在小康大道上越

走越远。

34岁的次仁旺堆去年

放弃工地上开货车的工

作，承包了札布让绿色天

时宾馆，每年向村集体缴

纳租金12万元，租期5年。

“刚开始家里人都不

同意，怕我赔钱。”次仁旺

堆说，他看准札达旅游业

快速发展的势头，决定揽

下这个项目，去年半年就

净赚7万多元。

今年，古格王朝遗址

景区推出观光马车服务，

聘请 5 名当地群众担任车

把式，他们旅游旺季人均

能增收1万多元。

札达县委书记马庆林

说：“古格的洞窟从过去的

农奴居所变成今天的致富

宝藏，以事实说明民主改

革为西藏走向繁荣进步提

供了保障。”

16 岁抚养孤儿、17 岁

跳河救人、20 岁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生于1992年

8 月的铁飞燕人生看似传

奇，其实每一次都是她的

初心选择与坚持。

经历掌声与赞誉后，这

位来自乌蒙山区的云南姑

娘走出聚光灯，在平凡的工

作一线继续散发光与热。

【尽柔情】

16岁“少女妈妈”

2009 年大年初二，铁

飞燕像往常一样，赶去高速

路旁坐班车到收费站上班。

刚走到离家一公里不到的

河边，她听到了孩子啼哭

声。循着声音找去，她发现

一个被布包裹着的女孩，

“孩子应该是刚出生，脐带

还没剪，全身血糊糊的”。

深冬的昭通冷意沁

骨，铁飞燕没犹豫，上前把

女孩抱回了家。那一年，她

只有16岁。

“心里什么都没想，就

奇怪天这么冷，怎么舍得把

孩子扔这里。”铁飞燕说。

后来，铁飞燕和家人

报了警，警察给的建议是

先送去福利院。“实在不忍

心，送到福利院，她就再也

没有父母疼爱了。”那一

刻，铁飞燕做了一个重大

决定：自己养！

她给孩子起名“铁子

健”，每月九百块钱收入，几

乎全部用于孩子的开销。除

了经济压力，17岁的她也很

少参与年轻人的社交。“心里

惦记她，一下班就回家了。”

没有人教小子健叫

“妈妈”，但八九个月的小

子健却盯着铁飞燕，叫了

人生中第一次的“妈妈”。

铁飞燕不是没有想过

放弃，尤其是村里人开始流

传“孩子是她的私生子”时，

家里反对声渐起。“他们不让

子健叫我妈妈，我就晚上悄

悄让她叫。”回想起那段时

光，铁飞燕感到很暖、很暖。

面对家人的反对，铁

飞燕的选择是坚持。现在，

小子健已经在念小学。在

小子健 7 岁时，铁飞燕结

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把

亲生女儿称作“老二”。

【展侠骨】

17岁飞身救人

2010 年 5 月，铁飞燕

和父亲到四川省绵阳市旅

游。途经南山大桥时，她和

父亲发现桥边聚集了很多

人。“我特好奇，就去看看

怎么回事儿。”铁飞燕回忆

说，凑近看才发现河边施

工的脚手架被大风吹塌，

现场施工的4名工人落水。

见状，17 岁的铁飞燕

立刻往河边跑去，一边跑一

边脱高跟鞋。她顺着脚手架

滑到河堤，跳水救人。对昭

通市体育运动学校游泳专

业的铁飞燕来说，游泳是老

本行，但救人却是第一次。

“有三名工人稍微懂水

性，我稍微带一下就行。”铁

飞燕说，当她把三名工人送

至河边时，最后一名不谙水

性的工人已经沉入水中。

“岸上的人给我指着他的位

置，我游过去潜水找他。”

河水浑浊，潜下去的

铁飞燕睁不开眼睛，不知

道潜了多少次，她终于摸

到了人。铁飞燕用尽力气

把他捞至河边漂浮的竹板

上，为他做心肺复苏。

回到桥上，周围人都为

她竖起大拇指。看到有人用

手机对她拍视频，铁飞燕赶

忙把脸挡着，“太害羞了”。

回家后，铁飞燕便病

倒了，咳个不停。“后来去

医院做检查，才发现有点

儿肺积水。”但铁飞燕不后

悔，在她看来，跳水救人是

本能反应，也是举手之劳。

【勇担当】

90后为群众发声

2013年初，20岁的铁飞

燕被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成为当年“最年轻的

代表委员之一”。那时，她并

未意识到“人大代表”的责

任。在名单公布后，铁飞燕开

始有意识地了解全国两会，

并向老代表“取经”学习。

当听到“要为关注的

群体发声”时，浮现在铁飞

燕脑海里的是家乡的留守

儿童。“留守儿童基本是两

极分化，要么调皮捣蛋，要

么懂事得让人心疼。”铁飞

燕说。履职的第一年，她为

留守儿童发声。

在随后的履职时间里，

铁飞燕每年都到农村实地

调研，为留守儿童、乡村教

师等群体积极奔走，多个建

议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应与

落实。其中，关于提高乡村

教师待遇的建议得到云南

省委省政府重视，2015 年

起，全省乡村教师工资每人

每月提高了500元。

结束人大代表履职工

作后，铁飞燕始终奋斗在

工作一线。目前，她担任云

南省交投集团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昆明东管理处团委

副书记。工作之余，她还和

身边的朋友一起做公益，

联系在校学生下乡支教。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铁飞燕被国家授予“最

美奋斗者”荣誉称号，成为

年 龄 最 小 的“ 最 美 奋 斗

者”。“相比起其他奋斗者，

我做的事情太小了，就像

沙漠里的一粒沙。”接受表

彰后，铁飞燕感受到的更

多是鞭策，“与老前辈拼搏

奋斗的精神相比，我还有

太多需要提高的地方。”

无论在人大代表履职

期间，还是当选“最美奋斗

者”，“90后”的标签始终与

铁飞燕相伴。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中，‘90 后’将是

主力军，也会成为民族的

脊梁！”铁飞燕坦然而坚定

地说，“‘90 后’值得信任，

也勇于担当！”

达瓦次仁在古格遗址前

“山顶洞人”奔小康
文·摄影/新华社记者 罗 博 张京品 晋美多吉

铁飞燕的侠骨柔情
文/新华社记者 王 研 彭韵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