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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解封，春光浩荡。
自 1950年十八军将士进军西藏

以来，一茬茬共产党员带领官兵坚守
高原、甘于奉献，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奉献的“老西
藏精神”。传承“老西藏精神”，寻着十
八军为民爱民助民足迹，西藏昌都军
分区某部一代代官兵，以对藏族百姓
的深情厚谊和扎实有力的实际行动定
点帮扶“西藏解放第一村”——岗托
村，发挥优势、因地制宜，送温暖、解难
题，给岗托村民带去了幸福生活，赢得
了藏家百姓深情爱戴，践行了人民军
队的性质宗旨，谱写了一曲“军爱民、
民拥军”的双拥赞歌。

70年前，十八军将士放弃川南安
家、临危受命出征、执戈仗剑西行，翻
雪山、过草地、攀悬崖、蹚冰河……只
为让藏家百姓沐浴到党的恩泽。11
万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
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
意志，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
以牺牲2000多人的代价，打通了藏家
百姓的“致富路”，在带来希望的同时
更带来了文明。

70年来，一代代驻军官兵把岗托
村当故乡，把岗托村百姓当亲人。他
们尽锐而出，选准主攻方向，讲究战术
战法，调动、统筹、整合一切有益的资
源和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力，下绣花的
功夫，做燕子垒窝的功课，致力决战决
胜“第二战场”。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近年
来，驻军部队加大扶贫帮困精准力度，
对岗托村的扶贫更是因地制宜、因人
而异。从修路教科技、助医助学到选
派“帮建书记”、发展红色旅游等，立足
长远、务求长效，既“输血”又“造血”，
既扶贫、又扶志。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问天下谁能
敌。驻军部队不仅发挥自身优势为岗
托村答疑解惑、出谋划策，帮助他们克
服“等靠要”思想，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同时，把岗托村作为国防教育和征兵
宣传的一线阵地，突出军味元素。如
今，越来越多的岗托青年主动参军或
者加入驻地民兵排，与驻军官兵一道
既做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又做神圣国
土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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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藏昌都出发，溯溪流、越雪山，
历经 5小时，记者一行终于来到“西藏
解放第一村”——岗托村。1950年 10
月初，西藏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这里升
起。70年后的今天，蓝天下的五星红
旗在远处雪山的衬托下格外鲜红耀眼。

今日红旗明碧空

走进 78岁村民普巴的家，他正和
10岁的孙子普布次仁、7岁的孙女江拥
卓玛在楼顶天台悠闲地晒太阳。天台
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红旗下，普巴饶有兴致地跟孩子们
讲起十八军渡江解放西藏的故事。

1950年10月6日凌晨，十八军强渡
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第一枪。3天
后，普巴下山看到村头碉堡上升起的五
星红旗。当时，年仅8岁的他并不知道
这面旗帜的意义，只是第一眼就觉得它
特别震撼。

最开始，普巴对十八军有点害怕。
“慢慢地，我就和战士们玩在一起。”普
巴回忆说，解放军在自身供给十分困难
的情况下，还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解决
困难。普巴第一次吃到的白米饭，就是
十八军战士做的。

后来，普巴还经常与村民们观看十
八军放的电影宣传片。通过电影，他们
知道了毛主席，知道了延安，知道了五
星红旗的含义——红色象征革命、五颗
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

红色的种子从那时起，在普巴身体
里生根发芽。1969年，27岁的他选择
参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并在部
队 期间光 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
1974年，从部队退伍后，他回到岗托村

当上了村主任，带领村民发展农业种
植，多次获得地区、县里的嘉奖。

“驻军官兵经常到村里帮助村民砍
柴、备耕、收割青稞，他们还邀请我们现
地参观部队的蔬菜园地，手把手给我们
传授实用技术、交代注意事项……”普
巴告诉记者，他担任村主任期间经常组
织村民到部队“取经”。

响鼓重槌，传檄万里；闻令而动，鸣
镝催征。近年来，驻军部队以高度的政
治自觉投身脱贫攻坚战，选派连队指导
员林章贵到岗托村与村党支部一道分
析援建形势，研究确立致富思路，逐步
增强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功能，激发自
主脱贫的内在动力。

“目前，我村有42名党员，不少党员
已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普巴介绍，
村里越来越多年轻人正积极争取入党。

“岗托村的红色遗迹必须得到保
护和传承！”在县里的经济发展会议
上，江达县人武部政委王德营的建议
引起大家的共鸣，“以红色文化为背
景，结合极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风俗习
惯等，开辟以金沙江十八军渡口等为
代表的红色旅游景点，打造一个集‘爱
国、民俗、文化、生态’等元素于一体的
多元化民俗村。”

该人武部积极请示上级，配合地方
政府找寻关于昌都战役、川藏公里修
筑、西藏和平解放方面的珍贵历史资
料、照片，并对场馆建设提出了很多可
行性建议。

“红色遗迹保护完全可以和发展经
济结合起来。”望着一辆辆从远处驶来
的越野车，看着成群结队的游客，王德
营笑得格外欣慰。

“我想当特种兵，江拥卓玛想当警
察。”普布次仁告诉记者，他在学校曾和
解放军叔叔一起到红色遗迹前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我们每天都戴红领巾，老

师说，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敢叫天险变通途

对 63岁的岗托村村民贡松格来而
言，村门口的川藏公路（317国道），就是
他的“致富路”——跑了 41年运输的
他，货车从 4000元的二手解放车换到
40多万元的东风重卡，年收入从2万元
增至 2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岗托村
兴起了运输热。

70年前，除了羊肠小道，整个西藏
没有一条公路。十八军将士按照毛主
席“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用铁
锤、钢钎、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
川大河。

“那就是当年十八军留下的。”52
岁的江达公路养护段路政管理员仁他
告诉记者，在川藏公路岗托镇至岗托村
段，至今能看到峭壁上裸露着的半截钢
钎。那时为了开山辟路，战士们用绳索
套住自己，从悬崖上吊下来，一人用钢
钎抵住山体，另一人用铁锤锤钢钎，凿
出一个炮眼，再装药爆破。据悉，十八
军官兵一边英勇作战，一边修筑了长达
1300公里的川藏公路，平均每前进一公
里就有一名战士献出宝贵生命。

1956年，金沙江上建起一座吊桥，岗
托人从此告别了过江只能靠牛皮船的日
子；1974年12月，317国道金沙江大桥老
桥建成通车；2008年8月，岗托金沙江大
桥新桥建成通车……一串串数字记录着
川藏公路的沧桑巨变，也铭刻着驻军官
兵的忠诚印记。如果说川藏公路是“大
动脉”，乡村公路则是“毛细血管”。援建
单位、驻军部队和民兵，军地协同、齐心
协力，2012年，岗托村实现道路通畅。

2018年 10月 11日和 11月 3日，江

达县两次发生山体滑坡，导致金沙江断
流，形成堰塞体，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西藏军区所属部队从
空中、水路多方向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打通了“生命通道”，协助地方政府转移
群众，抢救财产。

“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有了主心
骨！”普巴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记忆
犹新。泄洪的洪峰过境，317国道部分
路段和多条乡村道路遭到损毁，驻军官
兵扛着铁锹、开着工程机械，不分昼夜
连续奋战，很快便抢通道路。

“及时恢复交通，更好地帮助乡亲们
快速恢复经济。”带队徒步挺进灾区的某
营营长王武告诉笔者，他们当时心中就
一个念头，就是将百姓的损失降到最低。

如今，天险已经变通途，如何让百
姓“致富路”更加通畅则成为该部官兵
最操心的事。为此，他们选定主攻方
向，优化战术战法，在捐赠拖拉机等物
资的同时，还选派优秀驾驶员、优秀维
修工等“技术大拿”来到地方政府组织
的技能培训班现场教学，帮助他们提高
驾驶、维修技能。

常年往返于拉萨至成都做运输生
意的贡松格来，是最直接受益者之一。

“川藏线路况复杂，车辆如果途中出现
故障，应急救援很难及时到达。”贡松格
来说，自从他向部队的教练“拜师”，不
但巩固了驾驶技术，学习了车辆维修，
运输途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能自己解
决。驾驶着崭新的东风天龙重卡，贡松
格来对即将开始的成都之行充满期待。

大庇寒士俱欢颜

在藏语里，“岗”是渴的意思，“托”
是饿的意思，由此可感受到岗托村最早
的样子。

当过乡镇党委书记的岗托村村民
江拥次仁，虽然已经89岁，但对解放前
的苦日子仍记忆清晰：“那时，村民们要
交很多税，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没吃
没穿。在农奴主家干活，干慢了还要挨
打，苦不堪言。”

78岁的普巴也时常教育儿孙忆苦
思甜：“当时，父母种的粮食大部分要上
缴，我们肚子都填不饱；没有像样的衣服
穿，只能披羊皮出门，穿的鞋子都缝了十
几个补丁；住的地方很小，一家几口人挤
在一块，房子还不挡雨，一下雨就湿透。”

江拥次仁和普巴的儿时记忆，正是
西藏各族人民饱受封建农奴制压迫的
缩影。1950年 10月，十八军渡江解放
岗托村时，19岁的江拥次仁和8岁的普
巴尚无法预知这将为他们的生活带来
怎样的变化；70年来，他们亲历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民主改革、改革开
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见证着村民们
一步一步过上好日子。

“现在的小孩可比我们那时幸福多
了。”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村民嘎洛感触
地说，“我小学毕业时的水平，都比不上
现在的 2年级。”谈起来之不易的学习
机会，嘎洛感慨万千，他说，十八军在解
放西藏的同时带来了文明。那时，很多
家长不重视教育，觉得干活比读书重
要，解放军就派人上门挨家挨户宣传，
举办文化班，帮助孩子们补习功课，他
们还帮助建立了西藏第一所现代化小
学——昌都小学。

如今，藏族家长对小孩教育越来越
重视，学校的工作重心也由“抓孩子来
上学”变为“让孩子上好学”，驻军部队
主动与学校开展共建共育活动，承担驻
地学校的军训任务，赴学校举办国防教
育讲座，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民族宗教
政策和惠民富民举措。

“建档立卡贫困户巴珍的两个孩子
都考上了大学——老大就读于西藏大
学医学院，老二就读于长沙理工大学。”
某部教导员冯云虎告诉记者，近年来他
们积极开展“1+1”帮扶活动，10余名官
兵先后被驻地学校聘为课外辅导员，多
名贫困学生得到资助，越来越多的寒门
学子走出雪山，开阔视野、学成本领；未
来，他们将与驻军官兵一道，共同建设
更加美丽的岗托。

53岁的巴珍患有肝包虫病，记者来
到她家里时，她展示了一本《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手册》——由驻军部队军医尹力、
县级医生赤嘎、乡级医生加确、村级医生
四郎贡布组成的团队，为巴珍提供服
务。“尹医生既亲切又认真。”巴珍用不太
熟练的汉语表达着对军医尹力的感激之
情。据了解，部队的卫生队还定期组织
医护人员积极开展巡诊送药和卫生常识
讲解活动，提高村民科学防病能力。

今年 56岁的郎加，22岁前和父母
住一块。“那时家里穷，房子只能盖在田
边的坡下，将田的坡坝作为房子的一堵
墙，以省一堵墙的钱，而房顶就和田地
连在一起。”郎加回忆道。

郎加 22岁成家后，部队官兵帮助
他在村里盖起了房子：一楼住牲畜、放
杂物，二楼住人。如今，30多年过去，
新房子变成老房子，已经因年久失修不
能住人。郎加也搬到了岗托镇集中安
置点。124平方米的新房里，5间卧室、
1间客厅、1间厨房、1间卫生间，藏式家
具崭新锃亮，墙上挂着一台大电视。

“老房子也还在，隔段时间我就会
过去看看，打扫打扫卫生。”郎加说，这
间房子是他和驻军官兵鱼水深情的见
证，记录着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动人故
事，他不舍得离开。

普巴带着孩子们向国旗敬礼。

图①②③：进藏部队修路修桥、劈山开石等资料照片。
图④⑤⑥：今日岗托风貌和藏族小学生的幸福笑脸。

照片由西藏昌都军分区提供
制 图：张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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