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西藏昌都市出发，沿扎曲河一路向
东，翻越宗拉夷山、雪季拉山，通过矮拉山隧
道，大约 6 小时车程后，即可到达位于金沙
江边的江达县岗托镇岗托村。

日前，记者来到岗托村，深深感受到岗
托村和岗托人独特的魅力、奋斗的活力与发
展的潜力。

独特的魅力

走进岗托村，一栋栋独具康巴特色的藏
族传统民居新颖别致，让人眼前一亮。家家
户户都是二层小楼，一楼用石头或者土坯垒
起来并保留了土石的本色，二楼则是木制的
红色小屋。鳞次栉比保存完好的传统藏式
民居，成了村里一道亮丽风景。

81岁的泽旺平措告诉记者，这种建筑在
藏语里叫作“崩旺”（建筑学上叫“崩空”，是
藏族建筑中十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木
结构建筑）。自从他记事起，家家户户修的
房子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和格局。

沿着村道前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院
落里，苹果树、桃树等各种果树上都挂满了
即将成熟的青绿中泛着红晕的累累果实。
金灿灿的油菜花、红白相间的土豆花，还有
一种叫土木香的药材开出的朵朵黄花与青
中泛黄即将成熟的一片片青稞，将一栋栋民
居包围起来，构成了独具魅力的藏式村落。

“很多途经317国道的游客在江对面看
到我们这个村子的风貌时，都会特意进村子
来看一看。”泽旺平措说。

让泽旺平措引以为豪的是他家占据着
村里“特别”的位置：站在他家二楼露台上可
以看到不远处刻在巨石上的遒劲有力的“西
藏”二字。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在金沙江边打
响，渡江成功后，战士们在江边的巨石上刻下
了“西藏”二字，将第一面五星红旗插在了岗
托村。岗托村也因此成为西藏解放第一村。

泽旺平措家的房子有 30 多年了，在他
和家人的扩建修葺下，成为村里极少数的三
层楼建筑。一楼是仓库和关牲畜的地方，二
楼供一家人生活起居，三楼则是泽旺平措家
存放“宝贝”的地方。

说话间，泽旺平措已经将挂在三楼的“宝
贝”一股脑儿取下来。他所谓的“宝贝”原来
是3个锈迹斑斑的军用水壶和一个饭盒。

“当年解放军渡江以后，纪律严明，不仅
不打扰我们的生活，还经常接济村民，给我
们送来吃的穿的用的。这些东西就是当年
留下来的。”泽旺平措说。

解放军渡江那年，泽旺平措12岁，至今
他都记得解放军的好。

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他一口一个“亚木
哥”（昌都藏语方言“好”的意思）。由于当时
还没有通公路，泽旺平措的家人和村里人积
极参与帮助解放军运输物资。

1962年，24岁的泽旺平措和村里60余
名村民参与了中印自卫反击战的物资运输
和后勤保障。在长达6个月的相处中，战士
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
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给
泽旺平措和他的同伴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
且至今仍影响着泽旺平措和村民们。

“我们岗托村是西藏解放第一村，村民
们都为此感到自豪，所以在各项工作上都要
做好。”岗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永红说。正
如他所说，在69年的发展历程中，岗托人不
忘初心，秉持着“老西藏精神”不断开拓进
取，敢拼敢闯，活力不断。

奋斗的活力

1956年，金沙江上建起一座吊桥，岗托
人从此告别了牛皮筏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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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
世纪以来，秉承开拓进取、拼搏奋斗的精神，
岗托人往来于四川和西藏之间，蹚出了一条
致富路，村里处处焕发出奋斗的活力和
生机。

站在自家二楼的平台上，69岁的尼玛次
仁正在调度工人们扩建房子。七八年前，他开
起了岗托村第一家家庭旅馆，获得过政府给
予的3万元家庭旅馆扶持资金，并被原昌都
地区旅游局授予“乡村旅游示范户”荣誉称号。

“目前我家的家庭旅馆有10个床位，再
加盖两间房子，又可增加 10 个床位。”尼玛
次仁一边盯着屋顶施工一边介绍。

尼玛次仁家对面约100米的地方，是他
大儿子泽登扎西的家。泽登扎西常年在外
面做生意，房子空着没人住。去年，尼玛次
仁投入 10 多万元将大儿子的空房装修一
番，做成有10余个床位的家庭旅馆。

“闲不下来，只有不断奋斗生活才会越来
越好。”尼玛次仁说，“要想过上好生活，除了依
靠党的好政策外，还要靠自身不断努力。”

43 岁的巴久是岗托村第一个跑运输
的人。

巴久十七八岁的时候，靠东拼西凑和银
行贷款花三四万元钱买了他人生第一辆汽
车——一辆二手东风车。只用了两年时间，
巴久就换了一辆崭新的东风车。

“新车我花了 7 万多元。为了挣钱，那
时候我们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忙活。”巴久
说。如今，20多年过去了，巴久通过自己的
努力已经换过 10 多台运输车了。前年，巴
久花 50 多万元新购置了一辆东风天龙车，
并出月薪8000多元请来同村的青尼多吉帮
忙开。巴久自己也没闲着，去年，他瞅准村
前正在修建的前往汪布顶乡的路，果断花费
62万元购置一辆拖车用于为工程运输水泥。

“去年修路我开拖车赚了 10 多万元。”
巴久笑着说。

和巴久一样，抓住党和国家大力建设西
藏的大好机遇，岗托村很多人都通过跑运输
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在岗托村空旷的

空地上，停满了一辆辆东风大卡车。据村委
会和驻村工作队的不完全统计，仅最近一两
年村里新购置的东风天龙车就有20余辆。

不仅村里年长的人和中年人依然奔跑
在奋斗的追梦路上，岗托村的新一代更是在
追逐“创业梦”的道路上全力以赴。

28岁的泽旺多吉创业卖牦牛酸奶和酥
油已经3年了，目前他在昌都市区和江达县
城各开了一家门店，生意兴隆。在泽旺多吉
家，爸爸早年跑运输，叔叔做建筑生意。受
家庭影响，成年后的泽旺多吉也萌生了创业
梦想。但做卖牦牛酸奶和酥油的生意却不
被家人看好。

“从父辈们的身上我学到了有梦想就要
坚持，要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我不顾家人的
反对做起了这个。”泽旺多吉说，创业之初共
有来自不同地方的3个合伙人，而如今仅剩
下他一人了，如今他创立了“雪样妈”的品
牌。“雪样妈”在汉语里是母牛的意思，他希
望自己的品牌也像母牛一样温柔，在市场上
有竞争力。

“下一步我想扩大规模，将产品卖到拉
萨和更远的地方去。”谈起自己的计划，泽旺
多吉信心满满。

走在岗托村的村道上，几乎看不到闲散
的人。

“大家都忙着在外挣钱呢。”昌都市旅发
委驻岗托村工作人员郭鹏飞说。

虽然 69 年过去了，但是岗托人骨子里
的“老西藏精神”却时刻影响着村民们干事
创业。

“美好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像当年解
放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才取得进军西藏
的胜利一样，我们岗托人这么多年来也不怕
辛苦、不怕吃苦，紧紧抓住党的好政策，才有
了今天的好生活。”永红说，奋斗是岗托人不
变的底色，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岗托人还在
继续前行。

发展的潜力

位于金沙江边的岗托村，是经317国道
进入西藏的第一站，区位优势非常明显。“解
放第一村”的牌坊就立在进村的道路上。

看中岗托的区位优势，深耕文旅产业的
成都西部游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经初步
和江达县达成在岗托村开发民宿等合作
意向。

“岗托村是进藏第一站，如果客人在这
里对西藏民俗有深度了解，将对整个西藏的
旅行体验都有所帮助。”成都西部游侠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张磊表示，看中岗托村
不仅因为岗托村的资源和区位优势，还因为
近年来昌都市及江达县支持岗托村打造民
俗休闲度假区的政策支持力度非常大。

“川西旅游市场非常大，同时川西旅游
市场也发展得很成熟。依托川西旅游市场，
岗托村的旅游将有很大发展前景。”张磊介
绍，目前，成都西部游侠户外俱乐部每年往
川西发团，其中去与岗托村一江之隔的德格
县的客人大约就有 5000 人。德格到岗托
20分钟左右的车程，完全可以设计出岗托融
入川西旅游大市场的产品和线路。

“特别是岗托村系列民俗和金沙江十八
军渡口有较高历史价值，具有很大的开发潜

力，与景区内以‘西藏’巨石、炮楼、金沙江岸
滩等为代表的景观组合相辉映。这种资源
组合在江达县乃至昌都地区也具有唯一性
和排他性。”江达县旅游发展局局长泽仁松
姆介绍，目前江达县尚无成熟品牌的景区，
市场空白为岗托民俗休闲度假区开发提供
了先机，“其地处川藏交界处，与中国景色最
为壮美的区域相连相串，集中了世界级的自
然生态、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各个区域之间
资源互补、差异定位，未来发展前景无限。”

党的十八大以来，岗托村实施了投资
6000余万元的14个项目。其中围绕旅游开
发和产业发展的项目占了项目总投资的近
50%。

4年来，江达县在岗托村举办了4届“重
走金珠玛米（解放军）之路”徒步活动，“巅峰
梦想·汽车围棋拉力赛”也将连续两年将岗
托作为路途中一个体验点作体验活动，加上
外界对岗托村的关注，这些都为岗托旅游的
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

为加快岗托村的旅游开发，近几年昌都
市专门为岗托村选派了昌都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工作人员驻村。自驻村以来，昌都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一批又一批队员为岗托村的
旅游发展出谋划策。现在，金沙江边进入岗
托村的位置，十八军渡口红色遗址公园已经
运营。今年 7 月，岗托村投资 1000 万元开
工在建包括景区周边风貌整治、道路改扩
建、旅游步道、木栅栏及垃圾箱等在内的景
区改造工程。

“目前，我们正在和企业商谈实施村里
的高端民宿项目。”昌都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驻岗托村工作队队长格松次仁说。

泽旺平措家的房子由于观景视野好，且
本人有意愿从事旅游业，格松次仁带着工作
队员帮助他接洽企业。

“我们准备先打造出一户做示范，村民
们看到后就会更有积极性。”格松次仁说。

“姐姐，你们来我们村是因为旅游项目的
事情吗？”走进村里大学生四朗卓玛的家，四
朗卓玛误以为记者也是来洽谈旅游项目的。
现在，全村上下都很关注村里的旅游发展。

未来，依托区位和资源优势，抓住岗托
打造特色小城镇的契机，岗托村将全力打造
4A 级民俗休闲旅游度假区，这将成为岗托
村今后发展的新引擎，使岗托村吸引更多的
周边村民和游客。

协龙村村民益西次仁 3 年前正式搬到
岗托村，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现在像他
家一样从岗托村周边搬来的居民已经有30
余户了。

不仅如此，内地人也纷纷来到岗托村经
营起了生意。

来自河南洛阳的周志斐，今年3月在岗
托村开起了蔬菜水果百货店，这是岗托村里
第一家由内地人经营的商店。

“从拉萨到那曲我一路考察，最终选择
了岗托村。这里交通好，未来更有发展潜
力。”周志斐说，他的小店现在每个月收入2
万元到 3 万元，他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对
此他寄予很大期望。

金沙江不舍昼夜向前奔腾，岗托村也不
舍昼夜往前发展。金沙江和江边巨石上的

“西藏”二字，见证着岗托村和岗托人奋斗的
传奇。

永红是岗托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1963 年
出生的永红，33岁那年
当上岗托村村主任，20
多年一直做村干部，是
最熟悉岗托村情况的人
之一。

小的时候，永红和
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
样，听着父辈们讲着解
放军的故事长大。

“父母和长辈常讲，
进藏的解放军军纪严
明，不骚扰村民，还帮着
干活，经常给群众送吃
穿用度。我们能有机会
过上好日子要感谢共产
党。”永红说。

永红虽然没有出生
在那个战争年代，但是
解放军进藏后留下的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团结、特别能奉献”的

“老西藏精神”，却给了
他深切的感受，影响并
激励着他一生奋斗。

年轻的时候，永红
吃苦耐劳，开拖拉机、上
山打柴、种青稞，和村里
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为了
生活努力奔波。

改革开放给他和同
龄人还有岗托村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永红做起了小买
卖，从昌都批发生活用品回村里卖。至今他的
儿子俊美仁增依然记得父亲为了一家的生计
不辞辛劳从昌都批发鞋子回来卖。“只有努力
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永红的信念。他
不怕吃苦受累，只要能赚钱的活儿他就去干。
后来，村里的事务越来越多，永红停下自家的
事一心扑在村务上。如今，126户592人的岗托
村已有六七个千万富翁，而永红家在村里只是
中等水平。对此，永红没有抱怨，他认为尽职
尽责地为群众服务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分。

谈起村里的变化，永红感叹最多的就是
有了党的好政策，村民们靠勤劳才有了今天
的好日子。

“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住得好、吃得好、
穿得好，基础设施也不断改善，水电路讯网都
通了，大多数家庭还买了汽车，出行方便。”永
红感谢这些年党和国家对西藏的加大投入，
对岗托村这个西藏解放第一村的大投入，“和
原来相比，岗托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2017年，永红代表岗托村来到华西村参
观，这个从未去过这么远的康巴汉子被华西
村的美好惊住了。

“和华西村相比，岗托村真的差得太远
了，我和人家的村党支部书记相比能力也差
了很多，但是我会尽自己所能做好一个村党
支部书记应该做的事，带领岗托村走向更美
好的未来。”永红说。

当问起自己心中期待岗托村发展成什么
样时，永红陷入了沉思。“基础设施不断得到
提升，村里干净整洁，村民都有活儿干，旅游
产业给村里带来更多游客更好效益，村民的
收入不断提高。”虽然不敢和华西村相比，但
是未来的岗托村永红希望能和丽江、香格里
拉那些领先的村庄齐名。

永红的大儿子俊美仁增今年考上了大
学，所学专业是他有着浓厚兴趣的旅游管
理。“希望借助打造岗托民俗休闲旅游度假
区，让我的家乡更好地吃上旅游饭。”俊美仁增
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他愿意回到家乡来工作。

“永红”的名字是他舅舅取的，意为永远
有一颗向党的红心。因为工作出色，2013
年，永红成为昌都市第一批转为公务员的村
党支部书记。如今，永红追逐的梦想已经不
是自己小家庭的梦想，而是如何让岗托村未
来更美好的梦想。

村里的清油加工厂、黄牛养殖场、超市、
高端民宿……这一个个项目都牵动着永红的
心。希望随着这一个个项目的实施，使永红
心中那个美好的岗托村能早日建成，他的梦
想也早日成真。

“西藏解放第一村”岗托村：

奋 勇 拼 搏 奔 小 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代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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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的岗托特色小镇。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1950年10月，解放昌都的战役在金沙江边打响，西藏境内第一面五星红旗插在了岗托村的土地上，就此掀

开了解放昌都、进军西藏的重要一页。如今，69年过去了，岗托村这个西藏解放第一村已成为全国生态文化村，

正在积极打造4A级民俗休闲度假区，岗托人传承“老西藏精神”，也铆足劲儿奋勇拼搏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西藏昌都市岗托村全貌。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岗托村第一书记永红（右一）与村施工队
负责人协调做好环保工作。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