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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杨晓敏：

第十二届四川省政协常委，
民革党员，现任四川藏区高速公
路公司董事、工会主席、总法律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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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看看我们的神座村，一个神仙
居住的地方！”打开微信朋友圈，杨晓敏
的笑容在高原蔚蓝天空下格外灿烂——果
然，她又上高原去帮扶点了。

在记者的统计中，杨晓敏每年约有一
半时间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不
是在基层一线调研指导就是在帮扶一线走
村入户。有朋友劝她，“工作是做不完
的，不要这么拼。”她却开心地说：“我这
是回娘家，我喜欢高原的阳光，喜欢那片
圣洁的土地，更喜欢那里淳朴的人。”

1998年，27岁的杨晓敏调入九寨黄
龙机场建设开发公司，在海拔3447.68米
高原上一待就是14年，亲历了九寨机场
从踏勘选址、建成通航营运管理到三期改
扩建全过程。2018年，她因工作调动，
再次回到熟悉的高原，在那片红热土上，
与大家一起为了美好幸福新生活奋斗。

■ 初上高原，把心留在了这里

“第一次来阿坝州的时候，那才难
受。”回忆初上高原的情景，杨晓敏记忆
犹新。

1998 年 10 月，到公司报到的第二
天，杨晓敏即奉命跟同事一起前往位于阿
坝州松潘县川主寺镇红星岩的九寨黄龙机
场建设指挥部。生长在川中浅丘、连飞机
都没坐过的她，突然就要去高原建机场，
这让她既新奇又兴奋。

但让杨晓敏没想到的是，进入茂县
后，213国道不仅路面窄、路况差，而且
冰雪路段较多，“车窗外尘土飞扬，右边
是绝壁高山，左边是悬崖深谷，我第一次
走这种路，吓得不敢靠窗坐，不敢睁
眼。”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强烈的高原反
应，耳鸣、头疼，再加上一路的紧张和疲
惫，杨晓敏晕乎了好几天才调整过来。

到达机场建设指挥部后，杨晓敏痛苦
地发现，这里的条件也相当恶劣：当时的
川主寺镇还没有像样的房屋，更没有酒
店，只有零星的简易棚屋沿路而搭。指挥
部就设在松潘—黄龙—九寨的三岔路口，
两排平房加一个长满荒草的坝子，厕所也
只有一个农村常见的公共旱厕；房间门窗
破洞裂缝；苍蝇、老鼠随处可见；洗澡则
需要集中统一开车去十几公里外的松潘县
城解决。

环境虽然恶劣，但是当地群众的热情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给杨晓敏留下了深
刻印象。

因为净空环境原因，九寨机场选址海
拔在3400米以上，那一带低处是坚硬带
刺的灌木，高处是裸露岩石，日常只有牦
牛和牧民骑马上去。当得知杨晓敏一行是
来建设机场和机场专用道以及漳黄公路
（漳腊—黄龙）时，附近的藏族群众欣喜
万分，有主动来帮忙打扫院落的，有送土
豆青稞的……村支书更追着拍胸脯表态：
要人出人，要马给马！还一定要带路，护
送人员设备上山勘察。

勘察期间，一件小事更是深深触动了
杨晓敏。

在一次勘察路途中，杨晓敏一行突遇
极端冰雪天气。原本艳阳高照的天空突然
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紧接着便下起了
雨，很快雨变成了雪，又变成了冰雹。幸
好，他们发现了一处窝棚——这是当地牧
民放牛时用石头搭建的临时居住点，一位
藏族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就住在棚里。
热情的父亲找来了一个泛黄的玻璃杯，满
满倒上一杯说不清什么药材泡制的高度白
酒，用生硬的四川话打着手势让大家喝上
一口取暖。于是，这一杯白酒在众人间传
递着，驱走了寒冷，也拉近了距离。

“他们说成都的路比漳腊河（流经松
潘县城的一条小河）还宽？楼房比我们这
里的树还多？”牧民家小儿子提出的问题
让大家一怔。这个快15岁的小伙子，最
远就只到过松潘县城。当得知家乡也要修
机场时，他瞪大了眼睛，憧憬着坐飞机去
成都的样子。

“可惜，因为当时通信不够发达，我
早就失去了与他们的联系。”也是从那时
候起，杨晓敏便立志要改变阿坝州交通不
畅的现状，“那个小伙子眼中期盼的光
芒，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2003年9月28日，九寨机场提前一
年多建成通航。一大早，机场围界外就挤
满了藏族群众，有很多是从草原深处连夜
骑马赶来、专门来看飞机看机场的牧民。

大家载歌载舞，熊熊篝火一直燃烧到了深
夜。

后来在进州途中，杨晓敏发现，在路上
行走的藏族儿童见到外地来的汽车便会停下
脚步，庄重地向汽车敬礼。成年人也远远就
扬手打招呼，好像是在欢迎远道来的亲戚。
当她问小朋友为什么要敬礼时，孩子们认真
地回答：“开车来的都是帮我们做好事的，
要尊敬要热情。”

杨晓敏感动不已，她更坚定了为四川涉
藏地区多办好事的决心和信心。

■ 再上高原，把这里当成了家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改革开放40周年，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
关键一年。杨晓敏也从江油市结束了挂职锻
炼，再次回到了她心心念念的高原。

此时的阿坝州已建成公路13400余公
里，正全力对全州225个乡镇、1377个村进
行100%覆盖；红原机场正式通航；川(主寺)
汶(川)高速、郎（木寺）川（主寺）高速、马（尔
康）康（定）高速、川藏北线高速、汶（川）彭
（州）高速等建设项目相继启动……更让杨晓
敏振奋的是，在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中，全
州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特别是广大
农牧民收入有了明显提升。

“但是，广大农牧区老百姓收入与城镇
老百姓收入还有差距，特别是一些偏远村，
还没有摘掉贫困村的帽子。”杨晓敏主动请
缨，扛起了帮扶阿坝县茸安乡阿斯玖村脱贫
致富的责任。

阿斯玖村，地处海拔3500米的高山峡
谷地带，这里冬季漫长，自然条件恶劣，年
平均气温只有3.3摄氏度。2014年，阿斯玖
村被识别为深度贫困村时，这个只有300多
人的小山村竟识别出贫困人口109人，贫困
户人均纯收入仅有1381.06元。

刚到阿斯玖村，杨晓敏就看到：一群
本该上幼儿园的孩子围在路边玩耍打闹，
见有人来，便伸出黑乎乎的小手讨要零
食；在地里干活的也不乏未成年的孩子。
通过与驻村工作队交流，杨晓敏了解到，
阿斯玖村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加之经济、
社会基础薄弱，村里大多数人为小学文化
或是文盲、半文盲。

了解到该情况后，杨晓敏将目光投向了
改善该村教育发展严重滞后的短板。在她推
动下，她所在的公司当年便出资200万元，
用于修建阿斯玖村的第一个幼儿园。资金到
位后，她又充分发挥懂法律、懂政策的优
势，协助驻村工作队快速开展招投标工作，
推动项目尽快进入实施阶段。仅仅一年，一
个漂亮大气的幼儿园就高质量通过验收并交
付使用，不仅本村孩子纷纷返回村幼儿园，
就连周边村孩子也慕名而至。

慢慢地，孩子们的小脸上再也见不到黑
乎乎的泥巴了，见到来村上帮扶的热心人也
会大声问好……每次杨晓敏回到阿斯玖村，

也会来到幼儿园，为孩子们送去崭新的书
包、文具或衣服。而更让孩子们期待的是，

“杨妈妈”会带来上一次帮他们精心拍摄的
照片，还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书。

为鼓励孩子们追梦，杨晓敏推动公司和
四川省审计厅联合在阿斯玖村开展教育先锋
奖励活动，通过发放助学金形式对有高中以
上在读学生的家庭进行奖励，有效避免了适
龄青少年因经济问题辍学的现象。同时，她
还帮助村里第一批大中专毕业生拉杰实现了
就业。

2020年，拉杰受邀回来为全体村民，
特别是为学生们分享在外面求学、工作经
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在场许多孩子和家
长深受感动。“那一刻，我在更多孩子眼睛
里看到了‘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坚定。”
参与组织活动的杨晓敏深有感触。

“每次回村里都像回家一样，我都要去
看看我种的菌子，看看我的亲人们。”从新
建村幼到村民就业、从种养殖业技术帮扶到
落实扶贫产品进服务区，杨晓敏一次次往返
于阿斯玖村，用真帮真扶换来了村民们的真
心真情，尤其孩子们那一声声清脆的“杨妈
妈”每次让她舍不得离开。

在各方帮扶力量帮助下，阿斯玖村于
2019年底实现脱贫摘帽。2021年初，该村
曾经的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已提高到了
9043.08元。

■ 重回高原，用行动回报家人

2013年，杨晓敏有了一个新身份——
四川省政协委员。有了政协这个宽广舞台，
杨晓敏更是铆足了劲，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
履职活动，为高原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的
改善鼓与呼。

“从成为政协委员那一天开始，我就一
直在思考，如何利用川西平原更新的理念和
更丰富的资源给阿坝带来更大变化。”杨晓
敏回忆，在策划文旅项目时，她经常会不由
自主地思考，这套方案如何能与阿坝旅游相
结合，产生“1+1>2”效果；在推动高速公
路建设时，她也不时畅想，这条只需5小时
就能从九寨沟到成都的高速公路打通后，对
九寨沟一线百姓生活会带来什么变化……

一次次调研，一场场协商，杨晓敏很快
就进入了角色。

履职第一年，杨晓敏和雷建、李碧丹等
委员便一起撰写了《关于加快推进雅康、汶
马高速公路建设的几点政策扶持建议》的提
案，这也是她履职以来提交的第一件提案。
该提案从维护区域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巩
固边疆国防、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方面阐
述了加快推进雅康、汶马高速公路建设的重
要性，并从弥补资金缺口、加大资金支持力
度、突破技术难题等方面提出了操作性强的
意见建议。

让杨晓敏没有想到的是，这件提案得到
了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重视，有关资金筹措方
式等多项建议被采纳。2014 年，雅康高

速、汶马高速相继开工建设。2018年底，
雅康高速通车；2021年 2月，高原小城马
尔康也结束了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汶马高
速正式开通那天，杨晓敏专程来到马尔康，
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热烈庆祝的场面，让她恍
然又回到九寨黄龙机场开通的那一天，不同
的是——群众不再骑着马，而是驾着自家的
汽车摩托，脸上还多了一份自信。

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让阿坝州的社会
经济取得跨越式发展，一个个乡村亮丽多
彩、一处处现代农业产业基地生机勃勃、一
条条道路干净整洁、一幢幢民居窗明几净，
广大农牧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
提升。

从关爱留守儿童，到关注森林康养，再
到助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履职这几
年，杨晓敏提交提案13件，撰写社情民意
信息若干。

2018年初，杨晓敏成为四川省政协常
委。让她感到自豪的是——在2018年初召
开的省政协全会上，她就“实施产业融合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进行大会发言。

发言中，杨晓敏针对四川在农业产业融
合发展方面的诸多不足，提出了构建以深加
工为中心的农业联合体，进一步提高农产品
品质和附加值；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开
发多元涉农产品，以及加快“互联网+农村
电商”模式发展；精准对接、以点带面，建
立互惠共赢、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等意
见建议。

“只是呼吁还不够，我还得做点实事。”
于是，杨晓敏开始了自己的探索试点工作。
为了帮助阿斯玖村打通羊肚菌的销售瓶颈，
在她的呼吁推动下，四川交投集团在高速公
路服务区开起了“扶贫超市”，来自高原的
羊肚菌、牦牛肉制品成了热销品，阿斯玖村
的羊肚菌产业也成为村上支柱产业之一，涌
现出一批致富能手。

自今年开始，对口帮助阿坝县查理乡神
座村推进乡村振兴后，杨晓敏找准神座村风
景秀丽的独特优势，协助村上建设各种小微
业态，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积极开展互联网
营销，助其成了新晋网红打卡地……“今
年，我们还将进一步挖掘神座村的红色基
因，补强其特色产业链。”杨晓敏高兴地
说，前不久，公司已批准了由她参与制定的
帮扶计划，将在神座村投资建设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和产业振兴3个方面 14个项目，
助力该村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新标
杆。

“新时代对我们委员履职提出了新要
求。”谈及下一步履职打算，杨晓敏表示
还要进一步加强学习，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党和政府的相关
决策及时、准确地向各界群众转达解
释，同时紧紧抓住群众最关心的热点和
难点问题，及时反映群众呼声，当好参
谋，纾困解难。

再次翻看杨晓敏分享的视频，从她灿烂
的笑容里，可以看到她对少数民族同胞的真
情实感，看到一位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

那片圣洁的土地也是我的家
——专访四川省政协常委杨晓敏

本报记者 韩冬

采访之前，记者认真翻阅
了杨晓敏近一年来的朋友圈记
录，猛然发现了她对阳光的偏
爱——仅 2021 年 12 月份的 8 条
记录，居然有 6 条的配图都有
阿坝州的阳光和蓝天。

杨晓敏见到记者时说的第
一句话，也是关于阳光的，“你
真的应该和我一起去阿坝州看
看，那里的阳光太好了。”

为何对阳光如此热爱？杨
晓敏回答：“四川人哪个不喜欢
太阳？多发点阿坝州的太阳，
顺便让大家多关注一下阿坝的
发展变化！”说完便爽朗地笑了
起来，一如阿坝州明媚的阳光。

是 的 ， 认 识 杨 晓 敏 很 久
了，她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
充 满 了 阳 光 。 每 次 在 履 职 活
动 中 相 遇 ， 总 能 看 到 她 一 脸
灿烂与群众在一起拉家常；每
次在会场分别时，她都会真诚
地邀请大家——“来阿坝晒太
阳哟”。

“我喜欢高原的阳光，喜欢
那片圣洁的土地，更喜欢那里
淳朴的人。”采访中，杨晓敏
说，在阿坝州前后 18 年的工作
和生活，她看得最多的是少数
民族同胞对过上美好生活的努
力，感受最深的是少数民族同
胞在对抗高原恶劣气候时的不
屈和面对帮助时的感恩之心。

正是怀着对少数民族同胞
的 敬 意 和 善 意 ， 在 工 作 岗 位
上，杨晓敏不惧高原高寒缺氧
的苦与累，认真做好每一次勘
察，兢兢业业为每一位旅客服
务；在政协履职和脱贫攻坚中
求真求实求效果，长期关注、
持续呼吁改善民族地区群众生
产 生 活 条 件 。 正 如 她 的 好 友
——四川省政协委员刘宁对她
的评价：“她把阳光带给了身边
的每一个人。”

从初上高原时整整一天的
颠簸到如今四通八达的公路运
输网，从牧民骑着马来看飞机
到开着汽车摩托来庆祝高速通
车，从曾经的深度贫困村到阿
斯玖村依靠特色种养业实现脱
贫奔康……杨晓敏谈的虽然是
亲身经历，但展现的却是阿坝
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飞速发
展的新画卷。

“来阿坝晒太阳哟”
本报记者 韩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