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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藏东，温暖的阳光给苍翠湿润的大
地镀上一层绚丽的金箔，当军车行驶在前往“僜
人新村”的路上，家家户户门口飘扬的五星红旗
显得格外耀眼。孩子们欢呼雀跃、驻足敬礼，田
间忙碌的人们挥手致意，目送军车离开。

“察隅河水长又长，解放军对咱的恩情永不
忘，贡日嘎布山高又高，解放军对咱的恩情比天
高……”不久前，“僜人新村”村民代表载歌载
舞，将“恩情比天高，恩情永不忘”的锦旗送到该
边防团卫生连，感谢他们69年的深情守护。

西藏和平解放前，僜人世代居住在山洞
里，过着结绳记事、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卫
生条件差，又缺医少药，人均寿命不足35岁。

医疗扶贫是治疗因病致贫返贫“顽疾”的
一剂良药。早些年，僜人因为不会用筷子吃
饭，沿袭用手抓饭的习惯，所以经常感染肠道
疾病。针对这一情况，该边防团卫生连医护人
员定期到牧场巡诊，为大家科普卫生常识。

一次，村里一名小孩患了疟疾，孩子父母按
照氏族风俗将他放到野外的芭蕉叶上，等待“神
灵”救治。这一幕恰巧被巡诊的卫生连军医看
见，立即将奄奄一息的小孩送到连队抢救。僜
人见解放军抱走孩子，害怕会降临更大的灾难，
于是赶到卫生连交涉，甚至砍伤了一名解放
军。在官兵的不断解释下，他们才半信半疑离
开连队。5天后，这名孩子在医护人员的精心

救治下病情明显好转。僜人对自己的行为深感
惭愧，此后经常为部队送柴火、积山肥，以报答
解放军的恩情。

2015年 10月 23日，漂龙松一家正在打麦
场上收拾青稞，不到4岁的女儿次旦卓嘎在一
旁玩耍时不慎被滑落的木头砸中头部，鲜血直
流。小卓嘎被送往团卫生连时，因失血过多昏
迷不醒。医生张银川马上组织官兵献血，为后
续治疗打下了基础。

距该团卫生连60公里的米古村，医疗条件
落后。几年前，村民达克龙的妻子即将分娩，可
在家痛苦挣扎了一天一夜也未能生下孩子。村
民宰杀牛羊，祭天敬神祈祷诵经，也无济于事，

村干部金夏抱着一线希望找到连队。
卫生连连长李增闻讯后，驱车飞速前往。

经诊断，达克龙的妻子因为婴儿脐带绕颈导致
难产，如果不及时抢救，母子都会有生命危
险。危急关头，李增和战友随即开始手术，使
达克龙的妻子顺利分娩、转危为安。

母子平安，村民皆大欢喜，可李增看到村
里既没有医疗站也没有医务人员，村民患上急
性病只能听天由命，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回到单位，李增
向团里汇报了情况，团党委迅速同察隅县委、县
政府进行协商，决定在米古村、沙穷、洞穷等僜人
村成立医疗站。同时，卫生连还派出医务骨干
进驻村医疗站，对村医护人员进行手把手帮带。

如今，村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不断提高，村
民各类常见疾病都能得到及时救治。据统计，
69年来，卫生连为僜人百姓累计义诊7万余人
次，发放药品价值40余万元，进行健康辅导授
课近 500次。如今，僜人平均寿命已经提高到
70多岁。

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素有“西藏小江南”之称的察隅县，曾经作为
“噶厦”政府流放地，人迹罕至。居住在此的僜
人，因人口稀少，只有氏族语言，没有氏族文字，
尚未列入我国 56个民族之中。西藏和平解放
前，居住在山洞里的僜人过着结绳记事、刀耕火
种的原始生活，备受歧视。

自 1951年进驻察隅以来，边防官兵把驻地
当故乡，把僜人百姓当亲人，通过与僜人融在一
起、干在一起，实地调研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
们下足绣花功夫，做燕子垒窝的功课，精准施策、
精准推进、精准落地，不做空喊扶贫口号的虚功，
也不因部队改革、人员变动等随意改变既定计
划，而是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用深
情厚谊和务实行动，兑现着“全面实现小康，一个
民族不能少，一个乡亲不能丢”的诺言。

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性较强、周期性较长的
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谋定而后动。从最
开始帮助僜人百姓建房修屋、劈坡开荒，到后来
改变僜人百姓的思维观念、生活习惯，再到如今
帮助他们寻找符合民族特点的扶贫路子，69年
来，一代代边防官兵把僜人百姓疾苦放在心上，
把帮扶责任扛在肩上。

真情实意的帮扶让与世隔绝的僜人打开了山
门，进村道路相继打通，绿水青山焕发无限生机。
脱贫攻坚是场持久战，需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
合，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思想上拔穷根。“帮建
书记”、援建村卫生室等都是“授之以渔”的根本之
策，增强了扶贫帮困的持续性，真正变“输血”为

“造血”。干事创业，关键在人。爱心助学帮助僜
人培养了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学有所成后的他
们，将与边防官兵一起，为“僜人新村”的建设添砖
加瓦，为僜人百姓的幸福生活贡献力量。

“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当前，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到了最关键、最吃劲的时候，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致富带来新的考验
与挑战，该边防团集众智、聚群力，为致富引来“源
头活水”，提高僜人百姓脱贫后的抵抗力；扶上马、
送一程，在任务、标准、规划上把准方向，确保小康
路上没有掉队者，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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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嬗变““野人野人谷谷””：：天翻地覆慨而慷天翻地覆慨而慷
■■陈科帆陈科帆 文文 韵韵 本报特约通讯员本报特约通讯员 何何 勇勇

僜人，又称僜巴人，是西藏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族群，分布于察隅县下察隅镇和上察隅镇
的3乡7个行政村。西藏民主改革后，僜人走出深山老林，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生活。69年
来，在西藏昌都军分区某边防团的接力帮扶下，僜人家家安居乐业，曾经作为“噶厦”政府流放地的

“野人谷”，如今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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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我已经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并且开
始资助其他学生了……”近日，僜人女孩白
玛措姆从西藏拉萨给昌都军分区某边防团
某营上士张俊打来视频电话，向他汇报最近
的生活情况，并告诉他自己一直遵守着两人
的约定，开始资助贫困学子、母校的学妹江
安卓玛了。

“由受助者变成资助者，既是爱的延续，也
是对我们工作的褒奖。”教导员吴良良告诉笔

者，近年来，该营积极开展干部士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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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兵的资助下，越来越多的寒门学子
走出雪山，圆梦反哺。

前不久，在西藏服役 21年的吴良良被批
准转业。即将离开部队，除了军营和战友，
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便是上察隅镇小学的那群
孩子。

站在上察隅镇小学新落成的教学楼前，听

着教室里传出的琅琅读书声，吴良良不觉回忆
起 1998年刚入伍时的情景：“那时，很多家长
不重视教育，觉得干活挣钱比读书重要。”

以米古村为例，村民受旧观念束缚，不愿
意送小孩上学。一次，一家内地企业无偿送给
村里两台农耕机具，可全村没人能看懂说明
书，没人会操作维修。风吹雨淋，新机器成了
废铁。

扶贫扶志，治穷治根。为此，他们挨家挨

户走访，逐村逐人宣传，吴良良每月拿出津贴
定点资助米古村贫困孩子罗布次仁。

他们还主动与学校开展共建共育活动，承
担驻地学校的军训任务，举办军营开放日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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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辐射一个
村落。”官兵们倾情助学的举动，不仅感动了贫
困家庭，更是赢得驻地群众的广泛赞誉。村民
们纷纷要求加入民兵排，为巡逻官兵当向导、
背运物资等。

“金珠玛米把我们当亲人，我们要力所能
及地帮他们做点事……”不久前的一次巡逻
中，白玛措姆的父亲尼玛顿珠背着 50多公斤
重的物资，和巡逻官兵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
行，但他满脸笑容，不叫苦不叫累。

受过贫穷的人最懂感恩

走进“僜人新村”，一条条水泥路在庭院间
纵横交错，一栋栋现代小楼错落有致，一排排
藏式小院整齐划一，村级文化室、健身房等设
施一应俱全。一户户农家小院内，那一团团、
一簇簇迎头盛开的黄牡丹，让人留连忘返。

院外一辆辆越野车从远处驶来，看着成群
结队的游客，村民们笑得格外灿烂。

“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既要感恩党的
好政策，也要归功于‘帮建书记’的倾力付出。”
正在组织村民接待游客的僜人首领阿鲁松动
情地说，“帮建书记”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头脑，
还利用部队优势帮助我们解决实际困难。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
部。”阿鲁松告诉笔者，近年来，各级给僜人村
的扶贫资金、项目越来越多，但村党组织建设

与日新月异的村庄变化相比明显滞后，能够带
领乡亲们把资金用好、项目落实到位的一线带
头人更是难寻。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场，首要的是建强
贫困村的党支部。”面对群众自身发展动力不
足、自主脱贫意识不强等问题，该边防团提出
一个全新的帮建思路：与地方政府一道，对帮
扶的贫困村逐个“过筛子”，细致填报《脱贫攻
坚工作成效排查认定表》，针对排查的问题，按
照“一连帮一村”的模式，选派连队党支部正副
书记担任村党支部的“帮建书记”，帮助各村党
支部定期分析援建形势，研究确立致富思路，
激发僜人百姓自主脱贫的内在动力。

僜人的民居、餐饮、服饰、信仰等有其独特
之处，这些独特的民风民俗构成当地极具参

观、考察、研究的旅游资源优势，吸引着内地大
批游客。但由于村民各自为战、独立经营，未
形成规模。夏尼村的“帮建书记”朱坤在深入
考察的基础上，与村党支部一班人商议，立足
村落现有格局，打通进村道路，连通户户小路，
美化农家院落，突出亮点特色，线上线下打造
旅游“名片”，引得八方游客汇集。

沙琼村气候宜人，近几年依靠种植猕猴
桃等水果带动多户村民增产致富。今年，“帮
建书记”谌登川在深入分析市场形势后，建议
增加种植面积，并带领官兵来到种植基地，拉
线丈量、挥锹铲土、散苗种苗、扶苗压实、施肥
浇水……

“从 2014年种植猕猴桃以来，先后带动
附近近百户村民脱贫致富，今年我们按计划

扩大种植规模，得知人手不够，金珠玛米主
动过来帮忙，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劳动间
隙，乡亲们为官兵捧上浓浓的酥油茶，醇香
而甘甜。

沙玛村村民阿了，小时候上山打猎摔伤右
腿，因未得到及时治疗，不幸落下残疾。妻子
去世，膝下无子，家里没有其他壮劳力，只有阿
了苦苦支撑。今年春耕开始时，看到其他村民
纷纷忙于耕种，阿了在家急得团团转。

得知情况后，“帮建书记”敖海彬派出5名
官兵连续几天早早赶到阿了家，帮助他犁地翻
土、引水灌溉、插秧、种青稞。骄阳下，官兵们
被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浸透衣背。

2018年以来，“帮建书记”发挥自身优势为
帮扶村答疑解惑、出谋划策，帮助他们克服“等
靠要”思想，在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同时，还把
帮扶村作为国防教育的一线阵地，突出“军
味”。“‘帮建书记’的加入，不但帮助百姓致富，
而且同我们一起打造军民同守边的坚强堡
垒。僜人百姓不仅愿做幸福家园的建造者，更
要与边防官兵一起做神圣国土的守卫者！”察
隅县地方领导说。

捧一杯酥油茶情深意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