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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桑榆·乐活

阅读提示

近年来，随着川藏公路不断升级改造，由川滇自驾和骑行入藏的游客络绎不绝。列达村群
众抓住机遇，纷纷开办“藏家乐”，吃上了“旅游饭”。2017 年，列达村实现整体脱贫摘帽。2020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6925 元，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经
历过残酷的封建农奴社会，见证了新
旧社会日新月异的变迁，耄耋老人们
庆幸自己有生之年能够过上幸福美好
的生活，感慨社会制度的变革对他们
的深刻影响。

在旧西藏的日喀则“曲瓦庄园”，
生活对于当时的农奴多扎木来说只有

“三天”。一天低三下四无偿服侍领
主；一天给富农家帮工，换少许糌粑充
饥；一天卖力地种从领主那里租来的
地。这样的苦日子，如太阳每天照常
升起一样固定。

“我们租种的 3 亩地，每年产的青
稞要交给领主 6 个‘卡如’（一种容器，
一次可装 28斤青稞），剩下的全部还上
一年从富农家借来的粮食，大约 30 个

‘卡如’。”现年 86 岁的多扎木说，一年
到头，自己留不下一粒青稞。

不仅如此，多扎木家每年还要给
领主上交各种各样的税，如粮食税、羊
毛税、羊肉税、柴火税、饲料税⋯⋯名
目繁多的税种让人苦不堪言。

在旧西藏，依靠对土地的绝对占
有，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
僧侣）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可随意
用于赌博、买卖、赠送等，广大农奴毫
无人权可言。

年近八旬的山南市克松社区居民
洛桑卓玛，每当走到社区门楼时，总会
驻足仰望刻在门楼上那行字——“西

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触景生
情，老人的思绪常常被拉回从前。

“旧西藏的克松庄园门口，一年四
季都悬挂着一根象征农奴主司法特权
的法杖，这代表克松比其他庄园更加
黑暗和残酷。克松的农奴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洛桑卓玛哽咽道。

位于川滇藏交通要道上的昌都市
左贡县列达村，81 岁的仁增拉拥老人
精神矍铄，回想起第一次见到解放军
时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当时我只有
10 岁。解放军不吃老百姓一口糌粑，
还送给我们衣服、鞋子和罐头，得到了
大家的欢迎和拥护。”

“见到解放军个个都很和善友好，
村民们都激动得很！”那时的仁增拉
拥，与当地众多出身贫寒的孩子一样，
常年为农奴主干活，每天的口粮只有
一小勺炒青稞，吃不饱穿不暖。

1951 年，随着“十七条协议”的签
订，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饱受封建
农奴制压榨、摧残的广大农奴、奴隶，
终于看到了解放的曙光。西藏民主改
革后，百万农奴翻身解放，雪域高原迎
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民主改革后，多扎木从领主家的
仓库里分得了牛羊肉，兴冲冲地跑回
家，当晚一家人燃起篝火，一边煮肉一
边跳舞。多扎木清晰地记得当他吃第
一口肉时，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如今，多扎木住着美观敞亮的二

层藏式民居，家里的 6台卡车和拖拉机
整齐摆放在院子的车棚里。3 个儿子
勤快肯干，依靠外出务工、跑运输、种
庄稼，一家年收入 20 万元左右。在儿
孙的精心照料下，老人衣食无忧，安度
晚年。

克松，昔日农奴眼里的“人间地
狱”早已换了人间，宽阔的街道，雕梁
画栋的藏式民居，步履匆匆却满脸祥
和的居民，都展示着村庄的巨变与希
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克松投
资近 4000万元，启动“生态文明小康示
范点”建设，整修排水、照明、绿化系
统，修建便民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等，
人居环境焕然一新。2017 年，克松社
区所有贫困户实现脱贫，2020年，社区
人均年收入达到 2.5万元，居民生产生
活条件实现新的飞跃。

“现在我平时穿的衣服都比旧西
藏贵族穿的要好，想吃什么都有，看病
也很方便，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
多活几年，好好享享福。”洛桑卓玛说。

近年来，随着川藏公路不断升级
改造，由川滇自驾和骑行入藏的游客
络绎不绝。列达村群众抓住机遇，纷
纷开办“藏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2017 年，列达村实现整体脱贫摘帽。
2020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6925 元，村
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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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老人见证西藏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