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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今年，青藏
铁路通车15周年，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再次在耳边回响。一条在
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大道”，不仅为西藏打开一扇通向兄弟省份和
国际的大门，也让游客更便捷地走进西藏，认识西藏。

“我的第一趟班车就在这条青藏线上。”今年32岁的中国铁
路青藏集团西宁客运段动车队列车长刘爽回忆起最初的乘务经
历，仍然历历在目。2012年，她作为拉萨车队的一名普通乘务
员，接待着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时进藏主要是团
队游，很多游客怀揣着对西藏的向往、对青藏铁路的崇拜，坐着
火车去拉萨。”作为乘务员的刘爽常常担任小导游的角色，不仅
把沿途的景点熟练于心，还穿插着介绍青藏铁路建设上的各种
创举。

“现在我们经过的是可可西里无人区，这里是藏羚羊的生活
区。为了保护地表生态，尽量减少对藏羚羊的扰动，我们在建设
铁路时很多路段都‘以桥带路’，在桥底下留有藏羚羊的迁徙通
道。”直到现在，刘爽讲起那时的“解说词”依然脱口而出，她说，
列车刚开通时，藏羚羊经常见到列车通过就跑得远远的，慢慢地
它们对列车也见怪不怪了，游客看到藏羚羊的次数也渐渐多了
起来。

青藏线还经过很多高山湖泊，其中以美丽的错那湖为代表。
“为了让旅客更近距离地感受美景，铁路线距离湖边只有15公
里，而修建铁路挖开的草被也没有一丝浪费，全部移植到草被稀
少的地方。”

刘爽说，很多游客在听到这样的讲解后都特别感动，纷纷竖
起大拇指点赞。而她作为往返于这条铁路线上的乘务员也常常
是自豪感满满。

“作为举世瞩目的高原列车，青藏铁路除了弥漫式供氧、真
空集便排污外，还有很多特色的服务。从我开始工作起，‘五小’
服务法就贯穿我们客乘服务始终。”刘爽解释说，“五小”即小医
生、小演员、小导游、小电脑、小翻译。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
铁路，高原缺氧难免会造成旅客的不适。在列车行进至唐古拉、
沱沱河等高海拔地段，列车车组成员就会下到车厢，为游客表演
歌曲、朗诵、相声、快板等小节目。“每到这时，看到游客和乘务员
一起拍手合唱，我们就知道，游客的注意力已经成功被分散了，
他们的身体不适感也有所缓解。”

随着今年6月底开通拉萨到林芝的动车线，刘爽的工作也
调转到拉林线，成为拉林线动车车队的列车长。

“以前游客从拉萨到林芝，只能坐汽车，车程5个小时不说，
人均成本也要600-700元。”刘爽说，动车开通后，从拉萨到林
芝只要3个半小时，二等座的票价也只需129元。

“在此拨疫情之前，拉林线几乎是一票难求。”刘爽介绍说，
这趟动车不仅改造了车厢的吸氧供氧设备，采用了空调弥漫式
供氧，还在每个座位处安装了紧急供氧口，一旦乘客需要吸氧，
乘务员会及时发放吸氧管。“在这趟复兴号上还设有商务车厢，
有6个商务座。本以为400多元的票价很多人嫌贵，无人问津，
谁知最先卖掉的就是商务座。很多旅客对我说，‘我们来这里就
是要体验最好的车厢，这个商务座真是太难抢了。’”

在一趟趟往返的列车上，刘爽不仅见证了游客的熙熙攘攘，
也看到交通发展给藏族人民带来的变化。“新开通的拉林线途径
山南站，这里上下车的大部分是身着藏袍的藏族同胞。比起15
年前青藏线刚开通时，藏族同胞已经完全适应了铁路作为他们
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刘爽说。

“很多藏族同胞不通汉语，但他们见到外来的游客想打招
呼，就用很多肢体语言，拿出做的藏式点心，与游客分享；而游客
看到一些藏族同胞带着几个小孩挤着坐，或抱在怀里，也经常主
动让出一块地方或给个小凳子，让孩子可以自己坐下来……”车
厢中日常上演的一幕幕暖心画面，感动着刘爽。她说，“以前从来
没有觉得一条铁路会这么重要，它不仅拉动了旅游，推动了西藏
经济的发展，对藏族同胞来说，也是他们与外界交流、交往的重
要连接，承载着他们的生活线、生命线。”

沿着“钢铁大道”进西藏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圣洁的雪山、清明如镜的圣湖、一
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这片秘境，是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扎日乡，也
是全国政协委员，隆子县政府副县长
贡觉曲珍眼中美丽的家乡。

“扎日，藏语意为‘圣山’，是藏区
远近闻名的景点。但多年来，由于山路
崎岖遥远，这样的‘诗和远方’，更多的
是停留在游客的想象和向往中。”贡觉
曲珍说。作为乡里土生土长的珞巴族
姑娘，在她小时候，从家去趟县城就是

“最遥远的距离”。踏上出乡唯一的一
条土路，要在大卡车上整整晃悠3天
才能到，年幼的她常常有种“永远走不
出去”的错觉。

偶尔，在特殊的节庆，有些执着的
游客会不辞辛苦来到这里。他们常常
为眼前的美景所震撼，但惊艳过后，便
为简陋的住宿和餐饮犯了难。

贡觉曲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乡里当时连一个蔬菜商店都没有，村
民们都是去县城，自行采购一到两周
的食材回来。招待游客时，自然没有新
鲜的蔬菜供应，住宿就更别提了，甚至
连结账也只能用现金。”

小卖部老板那沓赊账记录本就是
最好的见证。由于乡里只有2G网络，
村民们习惯现金支付，偶尔赊账。到了

游客这里则显然行不通，他们看好的土
特产，由于无法线上支付，只好空手而
还，村民们也无奈地错失一笔收入。

2015年，从县城返回家乡担任乡长
的贡觉曲珍，常为这种旅游的“窘境”忧
心不已。“基础设施跟不上，旅游服务意
识缺乏，扎日乡景色再美也有心无力。”

但随着国家对老少边地区的大力支
持，这几年来，扎日乡的旅游业态已经大
变样，那些曾困扰乡里数十年的“瓶颈”
难题被一一解决。

四通八达的路有了：现在，出乡已有
4条宽敞的柏油路可选，去一趟县城，3
个半小时即能到达；

4G网络有了：网上支付成为常态，
村民们也成了“网络达人”，视野开阔了，
和乡里干部沟通也更为顺畅；

秀色可餐的美食摆上桌：各种藏族、
珞巴族特色美食齐亮相，藏白酒、特色高
山茶很受欢迎，甚至四川、重庆等外地美
食也落户扎日乡；

特色民宿成招牌：乡里集中对60户
家庭旅馆进行整体装修，独特的少数民
族风情、美丽的扎日乡风景，让人们居住
得舒心又惬意；

……
2018 年，扎日乡还成为边境小康

村，村民家家户户住进了“大别墅”——

安居房。二层小楼装饰一新，一层自住，
楼上则被打造成漂亮的家庭旅馆。

“我们乡现在和城市没啥大区别！”
贡觉曲珍笑着说，如今来扎日旅游，可以
踏踏实实地畅玩三五天，甚至待上一周
也不在话下。

“扎日神山、原始森林、洛河河谷、措
嘎湖、扎日1号桥飞瀑、现代冰川……徒
步的景点数量又多又各具特色，为了方
便游客游玩，我们还修建了栈道、大型停
车场、游客补给站等。”贡觉曲珍说，现如
今，旅游业已成为扎日乡村民的主要收
入来源，除餐饮、住宿外，哪怕不会做生
意的普通村民也吃上了“旅游饭”——人
人都是天生的向导。“乡里有80%的村
民当过向导，带游客进行一次来回两小
时的徒步，可以赚上200元。有些生意好
的，一天赚上600元完全没问题。”

今年“五一”期间，1300多位游客来到
扎日，村民们着实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

“以往，藏历4月15日-10月15日
是旅游旺季，现在则天天都是旅游日。上
星期，我乡里的朋友发来照片，停车场
已经停满，还有车停在路边。”贡觉曲珍
笑着说，“扎日乡对于游客已不再是难
以企及的秘境，这片‘诗和远方’已然近
在咫尺，成为游客随时能够触达的美好
所在。”

全国政协委员贡觉曲珍：

“诗和远方”不再遥远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改革开放前，西藏游客较少，其主
要原因在于“进藏难”。交通成本高，对
于当时并不富裕的老百姓来讲，旅游
是奢侈品，这个状态持续到了1991年
左右。这一时期，西藏旅游业处于新旧
体制并存的管理状态，西藏旅游政策
经历了政治接待旅游向经济事业型旅
游的转变。1992年，西藏旅游业开始
转轨。到2010年，西藏旅游政策从外
事接待型向经济产业型转变，从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奠定了产
业基础地位。随着基础设施逐渐完善，
旅游市场进一步开放，西藏旅游发展
也初见成效。

在我看来，稳定和发展是同步协
调的。就像骑自行车，蹬车是发展，而
坐稳了蹬车，才能向前进。

我长期关注西藏旅游业的发展，
并采用田野调查和蹲点式的研究方
法，在牧区和农区各选一户人家作为
西藏乡村旅游发展的案例样板进行研
究。

在拉萨当雄县纳木错景区有一户
牧民，大概10年前，在纳木错边上开
了间藏式餐馆，不到20平方米的简易
房，只有两张餐桌，只卖藏面和茶，每
天收入在700元左右，在当时这样的
收入已经算高了。后来，这家餐厅规模
扩到50多平方米，餐桌增加了10张，
菜品也更丰富了。显而易见，借着旅游
的东风这户牧民增收致富了。

另一个在林芝市米林县南迦巴瓦
峰下的一个小村子，当地年轻人都出

去打工了。有个“90后”女孩在外打工几
年后，毅然选择返乡创业。她把村里的所
有资源都整合起来，办民宿，让十几户村
民都参与进来。从各家各户单打独斗到
现在齐心协力搞旅游，整个村的面貌发
生了很大变化。

这都是西藏旅游变化的缩影。
西藏旅游发展是在中国渐进式改革

实行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旅
游政策的变迁推动了西藏旅游40年来
的快速发展，成为西藏国民经济的支柱
性产业。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对西藏特殊
的政策和制度在西藏经济发展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而今，西藏旅游已经从观光旅游到
体验式旅游，进入到了专项旅游。之所以
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离不开西藏各项
事业的稳定、快速发展。包括公共服务越
来越完善；青藏铁路的开通与内地的航
线不断增加；高星级酒店的出现以及近
年来一直推广的智慧旅游建设；这些都
为游客进藏旅游提供更大的便利。

我曾带着研究团队对西藏40年的
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在其他变量不变的
情况下，西藏旅游总收入每增加1亿元，
GDP和第三产业产值将会增加3.571亿
元和1.9亿元，这表明西藏旅游发展能

够促进西藏经济和第三产业增长，且对
GDP的促进作用大于第三产业。

千年的历史文化是西藏旅游业发展
的血脉。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自然景观
作为西藏旅游文化的典型形态，传承和发
展是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品牌优势，也
是西藏打造幸福旅游的终极目标。所以，
我们现在说西藏旅游要做“幸福旅游”。

我认为，“幸福旅游”就其本质而言，
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
人、人与自身的和谐。西藏在建设世界旅
游目的地过程中将幸福旅游作为目标，
既需要关注游客的幸福感，也要惠及旅
游目的地当地居民的幸福。

“幸福旅游”的前提是负责任旅游。
西藏拥有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
源，但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在利用自然资
源发展全域旅游的过程中，必须走生态
环保、旅游富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路子。旅游业的所有参与者，在得
到最大收益的同时要把对环境和社会的
破坏降到最低，服务者对游客负责，游客
对环境负责。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中
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导、教授）

做西藏“幸福旅游”的见证者
图登克珠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西藏这片美丽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真正体会
西藏从和平解放至今的变化，一定要亲临西藏，你才能真正地感
受到西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文化
传承等方面的变化，以及洋溢在藏族同胞身上那种当家做主的
幸福感。

1994年，在大学求学期间，我第一次踏足西藏，当时对西藏
怀着神秘好奇之心。那一年从广州出发去西藏可谓“跋山涉水”，
要经过西安、西宁、格尔木，再到拉萨。由于当时交通工具落后以
及道路条件差，从广州到达拉萨走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但尽管如
此，西藏的自然风景以及淳朴的人文传统深深吸引了我。也让我
此行之后，又以不同的方式和身份去了西藏4次，亲身感受到西
藏这些年的巨变。

曾经，进藏难、出藏难，在藏出行也难；如今，西藏路网纵横，
村村通公路。除了道路畅通，现代通信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现
在西藏4G网络通达率达99%，藏民用上移动支付早已稀松平常，

“直播带货”也已成为新时尚。
还记得第一次进藏，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只是一片黄土，周

边都是用木质搭建的棚屋。如今再临，布达拉宫前已经建起一个
供当地居民和游客休闲活动的现代化城市广场。

每一次进藏，都让我看到了西藏的发展变化。2019年，我以
全国人大代表身份，随澳门特区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视察组再次
踏足西藏时，则令我感慨更多。1959年，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运
动，201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社会变革在这片古老的土
地上全面展开，西藏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那次考察团到达林芝后，我们了解到当地农牧民在政府政
策的扶持下，生活不断改善，年收入成倍增加，有的家庭年收入
可达到二十几万元，居民生活已由贫穷走向了小康。此外，林芝
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创客空间里丰富的文创产品，引起了大家浓
厚的兴趣，可见林芝在环境保护及保育方面、在非遗传承方面的
工作也做得相当出色。

而阳光城拉萨已经不再偏僻：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地，拉萨
以它的古老与神秘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宽阔平坦的道路、连排
成片的新建筑、各式各样的商店昭示着拉萨与内陆地区繁荣兴旺
的城市并无二致。我曾经与一位藏民倾谈，她用自己家族的亲历告
诉我，“现在生活有保障，藏民可以当家做主，真的很幸福。”

在历史和现实的场景中切换思索，新时代新西藏呈现出的新
活力，令人感慨万千。西藏的所有发展都赋予了民族团结进步的
意义，都赋予了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西藏的巨变历程，汇
聚中央的政策保障和每一个藏民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与支持。
阳光下藏民的每一张笑脸，炫耀着西藏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会长）

亲临西藏 亲历巨变
吴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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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侨联
副主席谢文·根多曾经侨居多个国家，
当问起他心中最美的地方，他会毫不
犹豫地说：“我的家乡西藏”；不能流畅
使用汉语的谢文·根多，总喜欢以短视
频的方式无声地在社交平台上宣传家
乡——雪山美景、民歌锅庄、美食香
茶，都是他朋友圈中展示的内容。

“西藏山美水美，人民生活幸福感
爆棚！”这样的话，谢文·根多曾多次说
起。对于在国外生活几十年的他来说，
这句话发自肺腑。曾经的偏远闭塞、贫
穷落后，如今的日月更新、欣欣向荣，
对于1952年出生于西藏的谢文·根多
来说，都是亲历。2011年，当他正式重
回西藏、回国定居，雪域高原的一山一
水都是那么的可爱，他也由衷地为家
乡做起来代言人：“西藏有雪山、森林、
瀑布、草原，到处环境优美、纯净自然，
当地百姓与野生动物、家养牲畜都和

谐相处，各自悠然，幸福指数很高……”
谢文·根多的家乡昌都是一个雪山

环绕的地方，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川滇入
藏的门户，扎曲和昂曲在这里汇合为澜
沧江，因而，昌都在藏语中，意为“水汇合
处”。虽然少年时期便离开，但家乡的美
丽景致始终是他心中最深刻的记忆。

除了美丽的山水吸引外来的游客，
谢文·根多表示，更让人惊叹的是当地
百姓较高的生活水平。国内其他省份的
朋友来昌都做客，总是向他感慨，难以
想象，昌都这么美，百姓生活这么幸
福。而逢国外朋友来访，他们更是赞
叹，原来西藏的百姓可以自由地信仰宗
教、幸福地生活。

当然，更让谢文·根多自豪的是，西
藏拥有丰富多彩、魅力无穷的文化遗产。

“我在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欧美一些
国家生活过，领略过各国的文化特色。回
国以后，我也在祖国各省区多有参观，各

地的文化也非常多元、多彩。但西藏的文
化遗产，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谢文·根多举例说，比如昌都的卡若
文化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
藏学界公认的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
一。这也是中国澜沧江上游地区的新石
器时代遗址，出土文化丰富，对研究藏文
化的发展，尤其是西藏早期历史和汉藏民
族关系史有着重要的意义，非常值得游
览。此外，昌都还有一些著名的寺院，里面
有诸多唐卡、雕像等珍贵文物，记载着历
史，传承着民族文化。其中，查杰玛大殿是
昌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古
寺，该殿以雄伟壮观的气势、珍藏众多的
佛像经典而闻名于世。过去，当地群众流
传着“先去朝拜拉萨的大昭寺，而后再去
查杰玛大殿”的说法，可见它的名气之大。

“西藏也有很多美食，比如糌粑、牦
牛肉、羊肉，以及纯天然的野生菌、蔬菜
等，种类丰富、味道鲜美，有益于身体健
康。”谢文·根多说，家乡的美食让他魂牵
梦绕许多年，走到哪里，他都不能忘记。

“比如，藏区的老人们习惯喝浓茶，我至
今保持着这个习惯。”

“总之，在我心里，我的家乡最美丽。
欢迎大家来西藏！”谢文·根多说。

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根多：

我的家乡最美丽
本报记者 李寅峰

拉林铁路列车长刘爽为旅客提供贴心服务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游客在布达拉宫广场留影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藏白酒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扎日乡特产

游客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的桑耶寺参观游客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的桑耶寺参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波齐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