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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西藏民主改革 60 周年

新华社记者多吉占堆、张宸

今年藏历新年第一天，家住西藏林
芝市巴宜区的 87 岁老人达吉，和往年一
样接到新年的第一桶水。从旧时代走过
来的她，无比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期盼
这幸福像流水一样绵延悠长。

1959 年，西藏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民
主改革，雪域高原告别旧制度迈入历史
新纪元。像达吉老人一样的百万农奴，在
这场改革中得到彻底解放，沐浴着新时
代的温暖阳光，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民主改革：历史洪流不可阻挡

历史的脚步迈进 20世纪中叶时，奴
隶制已彻底为现代文明社会所唾弃。而
在西藏，还有百万农奴在封建农奴制度
下戴着沉重的枷锁。

1959 年之前，占西藏总人口不足
5% 的农奴主占有着绝大部分生产资
料，垄断着物质财富，而占人口 95% 以
上的农奴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挣
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

“活永远干不完，饭永远吃不饱。”为
了填饱肚子，达吉要租地种粮，收成要分
一半出去，每年底需借粮度日。“喝酥油茶
就放一块酥油在茶杯边上，吹到一边喝一
点点，很长时间再喝都有酥油的味道。”

“阿爸登增啦！请你对我讲，我未见
一粒粮，怎么变成千斗债，这样的苦，这
样的恨，何日见青天……”这首西藏民主
改革前流传的歌谣，真切地道出了广大
农奴的心声。当时，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
终身负债的农奴，有的人几辈子也还不
清。拉萨墨竹工卡农奴次仁的祖父借了
1400斤粮食，仅利息就还了 18 年，他父
亲接着还了 40 年，他接着父亲又还了
19 年，可领主说他们还欠 280 万斤。

农奴们承担最苦的劳作，却只有最廉
价的生命：旧西藏法典规定，上等上级的
人如王子等，其命价为与其身体等重的黄
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其命价为一根草绳。
农奴主占据农奴的人身，把农奴视为私有
财产随意进行买卖、转让、赠送、抵押或交
换，动辄实施断手、割耳等酷刑。

“宗教势力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恶性膨
胀，消耗了大量人力资源和绝大部分物质
财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中国藏学研究
中心研究员王小彬说，“当时，达赖喇嘛既
掌握着农奴今生的生杀予夺大权，还从思
想上掌握着他们‘来生’的命运，既是西藏
的统治者，又是最大的农奴主。”

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极
大地抑制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使西藏社
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到 20 世纪中
叶，广大农牧区的农奴反抗和逃亡事件
逐年增多，许多原先村落繁盛的地区变
得荒凉颓败，封建农奴制在不可阻挡的
历史进程中走向末路。

“封建农奴制度是西藏社会走向现
代化的最大障碍，实现现代化必须推翻
整个封建农奴制度。繁重的经济剥削，让
西藏不可能产生新兴的产业、新兴的经
济，广大生产者既没有这种自由，也没有
这种可能。”王小彬说。

早在 20世纪 50 年代初解放军进藏
时，西藏广大人民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的
心情就十分迫切。他们哭诉所受的痛苦，
焦灼地打听：“噶厦和反动贵族把我们害
苦了，什么时候开始改革？”拉萨的 65 名
农民联名给达赖写信：我们都是种地的
农民，比任何人都更焦急地盼望实行改
革。连一些上层贵族都说，照老样子下
去，过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

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
1959 年 3月 10 日，西藏地方政府

和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农
奴制，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悍然发
动武装叛乱，被坚决予以平息。当年 3月
28 日，国务院下令解散了压迫西藏人民
数百年的西藏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军
队、法庭和监狱，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
野蛮刑罚，随后宣布解放百万农奴。

“放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
西藏民主改革带来的农奴解放，比十八
世纪美国废除黑奴对世界的影响更大。”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
说，“相较欧美资产阶级的人权斗争，西
藏彻底解放农奴，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
地所有制，废除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充
分体现了实现和维护人权的广泛性、彻
底性和完整性，为世界废奴做出了史诗
般的贡献，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巨大进
步。”

制度更迭：百万农奴翻身

作主人

民主改革拉开了西藏波澜壮阔的发
展序幕。

这一年，百万农奴分到了土地、农具
等生产资料，他们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
上彻夜狂欢，在熊熊的篝火上点燃地契
和债约，在无垠的大地上载歌载舞，放声
歌唱。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采
访中，提到民主改革，99 岁的巴珠老人忍
不住哼唱起这首歌曲。分到了田地、农具
和房屋后，巴珠老人当年就结了婚，靠自

己的双手过上了不再忍饥挨饿的生活。
“如果说废除封建农奴制让西藏的

人民得到了新生，将生产资料平分给农
奴，则最大限度唤醒了这片土地上人民
的生产热情。”西藏大学西藏经济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图登克珠说。

刚分到土地时，因为小孩多，达吉只
能在天亮之前把家务活干完，打理好小
孩的吃穿，天亮之后再去干农活。虽然连
轴转特别累，但老人说自己看到了生活
的希望，“越干越有劲，越干越开心”。“我
现在还留着当时的土地证。”达吉老人
说，“那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开端。”

今年 70 岁的山南市克松社区群众
多吉，分到土地后，每年都要看春耕的第
一犁。“每次看到土地翻滚，我就仿佛看
到了青稞麦浪。”多吉说，“这种靠双手填
饱肚子的踏实感，让人格外幸福。”

生活在新制度下的人们，被新生的
热情催化出无穷的创造力，推动社会不
断向前。

民主改革后不久，年仅 25 岁的次仁
卓嘎成为一名藏毯编织工人。“民主改革
前，女性社会上没有地位。”次仁卓嘎说，
“我当上编织工人后，无比珍惜这份工作，
决心一定要干出样子来。”凭着这份激情，
次仁卓嘎后来成为拉萨市城关区地毯厂
厂长，将原有的 20 余种传统藏毯图案扩
展至几百种，带动厂子增收数十倍。

过去由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垄
断的受教育权，也进入寻常人家，昔日的
农奴和他们的后代中，一批博士、硕士、
科学家、工程师等脱颖而出，很多人成为
西藏各行业的佼佼者。

1960 年，农奴后代贡布成为中国第
一个登上珠峰的藏族人；1986 年，农奴
后代格勒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藏族
博士；2017 年，西藏培养的首批 4 名博
士研究生从西藏大学毕业…… 60 年来，
曾经的农奴和他们的后代，沐浴着民主

改革的春风，在新社会靠着自己的努力
和奋斗，彻底改变命运。

民主改革让广大农奴站起来获得人
身自由，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1965 年，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翻身农
奴第一次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
权，拉开了农奴成为国家治理参与者的
序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从制度
上保障了西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
务的政治权利和发展权利，唤醒了各族
人民团结一致、集中智慧搞建设的热情。

“我的父亲是农奴，民主改革后成为
西藏第一届人大代表。”今年 73 岁的巴
桑罗布和父亲、弟弟都是人大代表，他至
今仍还保留着父亲的代表证。“我和父亲
一起在别人家打工时，无论如何也没想
到能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只有在人民当
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才能掌握
自己的命运。”

历史跨越：雪域高原沧桑巨变

六十年间，国家在西藏累计投入 1
万多亿元实施了 800 多个重点建设项
目，青藏铁路等一批重点工程建成投入
使用，西藏与内地的距离不再遥远；建起
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完整的现代教
育体系，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 0 . 52%；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条件不断改善、
社保体系不断完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
至 68 . 2 岁……

封闭、保守、落后的旧西藏，飞速跃
迁至 21世纪的现代文明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论
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西藏各项事业进入历史上
最好的发展时期。

如今的西藏，党员干部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干部群众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进取。

“我承诺打扫本组道路的卫生”“我
承诺团结周围邻居”“我承诺带领车队外
出务工赚钱”“我承诺帮助维修自来水
管”……在阿里地区普兰县赤德村委会
党支部书记次旺欧珠的办公室里，一面
贴有村内党员承诺书的墙壁格外显眼。
多年前，赤德村全体党员定下了一个规
矩：所有党员都要在每年初亲手写下对
群众的承诺，力所能及地为群众服务。

“作为党员，无论是不是干部，都有责
任为群众办实事。”次旺欧珠说，“十多年
来，村里没有一名党员失信，每个人每年
都能超额完成年初的承诺。有很多群众深
受感染，主动申请要加入党的大家庭。”

如今的西藏，先进生产观念落地生
根，雪域高原正迎来更高质量的发展。

2016 年，拉萨市曲水县流转土地，
建起净土健康产业园，通过集中授课、田
间实训等方式，使两百多名农牧民群众
系统掌握了玫瑰、薰衣草等经济花木种
植技术，很多农民华丽转身变成了产业
工人。

才纳乡才纳村建档立卡群众米玛，
因年龄大无法外出务工，一度只能靠喂
牛、种青稞生活。在技术人员帮助下，他
逐渐掌握了各类经济作物的种植方法，
说服妻子将家里的土地全部流转，在园
区上了班。“我们俩每年仅工资收入就有
八万元。”米玛说。

作为全国第一批农村改革实验区，
曲水县还在探索土地改革。群众将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后，就能容易贷到款，既
可以做些小本生意，又可以投入再生产。
“国家政策好，我们有底气进行探索，有
信心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道路。”曲水县
副县长侯静华说。

如今的西藏，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稳步迈进。
位于金沙江边的三岩片区是深度

贫困地区，很多群众一度过着“三块石
头支口锅”的贫穷生活。脱贫攻坚实施
后，针对当地“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
人”的现状，政府将群众搬到了林芝、
拉萨等较低海拔地区。“房子宽敞明
亮，住起来很舒适。”去年 11月份搬到
拉萨的原贡觉县雄松乡群众次仁多吉
说，“搬到新家之后，我开了间茶馆，每
天都有几百元收入，对未来的生活很
有信心。”

在中央特殊关心和对口省市大力
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已累
计减少贫困人口 47 . 8 万。西藏全区生
产总值从 1959 年的 1 . 74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477 . 63 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增长 191 倍。2018 年，西藏全区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 .7 万元。

“西藏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任务艰巨。”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指
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曾佑志说，“为了这
里的脱贫，中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体
现了对西藏人民的特殊关怀。只有在我
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才能集中
力量打赢如此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

春日的拉萨街头，车水马龙，游人
如织，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的贫瘠
与落后。六十年，雪域高原沧桑巨变的
历史进程，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明
天满怀期待。

“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无可争辩地
证明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藏才能有今
天的成绩。”张云说，“短短几十年，跨
越上千年。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年的成
就，堪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少数
民族边疆地区发展的样本。”

西藏，正昂首阔步走向更加光明
的未来。 新华社拉萨 3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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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民族情 雪域行”活动的民族团结形象代表在布达拉宫广场合影（2012 年 9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新华社拉萨 3 月 26 日电(记者王沁
鸥、张宝亢、白少波)民主改革六十年，西
藏经历沧桑巨变。变革需要时代机遇，也
需要个人主动做出选择。在西藏走向繁
荣富强的历史进程中，有人鞠躬尽瘁，有
人勇挑重责，有人刻苦钻研，有人甘守平
凡，共同用奋斗创造着西藏的明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不负使命，便是时代
的英雄。

把人民幸福放在心上

“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
这是开国将军谭冠三临终时的请求。

1959 年，他参与领导了西藏民主改革。终
其一生，老人最惦念的，一直是西藏。

先辈事迹仍在传扬。60 年间，各族
干部也在高原追随着先辈的足迹，把人
民幸福始终放在心上。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
死不还乡”。

40 年前，一名 35 岁的基层干部请
人写了这样一幅条幅后，毅然进藏。

他叫孔繁森，1979 年起两次入藏工
作，1992 年第二次期满时，自治区决定任
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载誉归乡，还是守
苦寒边疆？孔繁森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直到两年后，他将生命也献给了西藏。

“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
人民。”孔繁森的话正影响着更多的人。

2010 年，藏族女大学生德吉央宗从
内地回到拉萨河畔，在白堆村当起了村
干部。如今，她扎根基层已 9 年，昔日贫
困村成了“家富、村美、人和”的先进村。

2018 年，西藏新增 2100 个村(居)
达到脱贫摘帽标准；74 个县(区)中摘帽
县达 55 个。数据背后，是无数默默付出
的身影。

“千般难、万般难，心有百姓就不
难。”德吉央宗说。

把西藏建设扛在肩头

1954 年，川藏、青藏公路通车，西藏
从此有了公路。4360 公里的公路沿线，
3000 多位筑路烈士长眠，述说着以生命
铸就的“两路”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将高原建设的责任扛在肩头。

2006 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工人
沈育斌许下心愿：要再来西藏修铁路。

怀有西藏情结的还有聂勇军，他的
父亲也曾奋战在青藏铁路建设一线。

现在，聂、沈二人同在拉林铁路施工
现场。极寒、狂风、身体透支……来过高
原，聂勇军才知父亲不易。“但让西藏人
民出行更便捷是有意义的事。”他说。
近年来，西藏基础设施建设跨越式发

展。国家累计投入 1万多亿元，实施了 800
多个重点建设项目。青藏铁路、藏木水电
站等工程投入使用，青藏、川藏电力联网
架起电力“天路”，供电人口已达 272万人。

千万建设者的接力，让雪域不再遥
远无光，也让逝去的生命有了意义。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
春是用来奋斗的。”一名电力援藏干部这
样说道。

把高原冷暖记在脚下

40 多年前，雅鲁藏布江畔，一位名
叫梁家庆的科技工作者不慎跌入江中。
人们找到他时，他已没了体温。

这名年轻的科学家为青藏高原的地
球物理考察献出了生命。他是中国第一
次青藏高原科考队的一分子。

新西藏诞生，国家便着手高原科考。
20 世纪 70 年代，一场大规模综合考察
正式启动。考察发掘了证明古高原气候
的化石，勾勒出了高原构造图，也为可可
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提供了论证……

数十年间，还有许多名字值得铭
记：陈金水——— 世界海拔最高有人值守
气象站建立者、坚守藏北高原 33 年的
气象学家；崔之久——— 贡嘎山难中九死
一生、中国最早的冰川学家之一；钟
扬——— 16 年收集 4000 万颗种子、多次
延长援藏期限的植物学家……他们青
春不悔，奉献牺牲。

如今，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已
经启动。为了第三极洁净的明天，也为给
国家战略需求提供科学参考，科研人步
履不停。

把西藏的明天握在手中

西藏迈向明天，前行的方向则始终
掌握在人民手中。60 年前，农奴单增群
培主动为前来平叛的解放军带起了路。
在被他称为“菩萨兵”的队伍里，15 岁的
少年学会了第一个汉字———“路”。

路找对了，才有光明。
两年后，一个名叫卓嘎的女婴出生

在玉麦。那是祖国的西南边境，一度没有
路，没有人。十多年间，卓嘎、妹妹和父亲
曾是玉麦仅有的一户居民。

父女三人从未离开，因为“这块地方
没人了，中国的地盘就小了”。

单增群培的日子日益富足，他坚信“依
靠勤劳的双手，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卓嘎也迎来了玉麦的新发展。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她和妹妹回信，勉励
“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
者”。现在，路宽了，人丁兴旺了，人们都
说：“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故事，似只是
60 年间的沧海一粟。但雪山内外，无数
普通人正做着新的选择：走出大山的大
学生回到山里继续教书；高薪白领走进
山村保护“非遗”；产业能手不进城，留在
家乡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这些普通
人把生活的决定权握在自己手中，创造
着西藏的美好明天。

他们都是英雄。

为了西藏的美好明天

西藏民主改革 60 年英雄群像

■新华时评

如果历史有知，面对昔
日黑暗会不忍直视；如果江
河有灵，阅尽如今盛景当喜
极而泣。今年是西藏民主改
革六十周年，也是西藏百万
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十周
年，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们，不
能忘却这段晦暗历史。铭记
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是什么让在西藏传承数
百年的封建农奴制，顷刻间
如冰山解体？是什么让曾处
于黑暗下的雪域高原，一甲
子浴火重生？是什么支撑着
中国共产党人，埋头苦干不
改初心？是什么造就雪域高
原在短短六十年实现跨越上
千年的发展奇迹？

高原必将铭记，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改革，
成为划分新旧西藏的分割
线，百万农奴彻底摆脱沉重
的枷锁，成为站立着大写的
人。老照片定格了六十年前
人们的欣喜：世代为奴的人
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点
燃地契和债约，载歌载舞欢
庆新生。历史的潮头就此转
向，曾经绝望的人们，浩浩荡荡奔向新
生。

高原必将铭记，六十年巨变让群
众彻底告别了落后生活。当暖气入户，
拉萨人告别千年牛粪取暖历史，老阿
妈的手掌不再因寒冷而干裂；当网络
进村，最偏远地区的牧民都有了手机，
不再为联系不畅大费周章；当电力通
到各家各户，数字电视映亮了漫长黑
夜，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当一座座现代

化医院在高海拔地区拔地而
起，生命禁区里有了生命保
障。

高原必将铭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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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火种，在西藏共产
党人中代代传承，为西藏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一代代共
产党人撇家舍业、离妻别子，
为西藏的建设发展呕心沥
血。有的干部年纪轻轻就在
岗位上猝然离世；有的父亲
刚刚去世，儿子便携遗像返
藏工作；一些坚守在高海拔
地区的官兵，见到刚长出的
小草都会匍匐在地忘情闻
嗅，因为这是他们身边唯一
能接触到的绿色味道。

高原人民心里有一把尺
子，比世间任何精密仪器都
更能量出是非曲直。如今在
西藏，人人称颂党的领导，
户户飘扬五星红旗。翻身农
奴站在自己土地前笑容灿
烂，勤劳的人们谈起劳动收
获兴高采烈。在西藏民主改
革第一村克松社区，当男女
老幼共唱《我和我的祖国》
时，歌声响彻社区，响彻高

原……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的镜子

总能准确地照出制度的优劣。即使用
最挑剔的眼光，也无法否认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西藏过去 60 年中取得的
巨大发展成就。

历史闸门一旦打开，时代洪流便
滚滚向前，任谁也无法阻挡，永远也不
会倒流…… (记者罗博、张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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