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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 3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颁
布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实行民
主改革，西藏百万农奴从此翻身解放、获得
新生，成为雪域高原真正的主人。2009 年
1 月 19 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
决定，将每年 3 月 28 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
解放纪念日。

改变百万农奴命运的民主改革开始实
行时，巴珠老人已 39 岁。对于这 39 年的回
忆，老人充满了悲伤。

“吃不饱，穿不暖，白天是农奴主的牲
口，为他们拼命干活；晚上是农奴主家的
狗，睡在牛圈里看家护院。”老人说，当时哪
怕是生病了也只能忍着，几乎无法得到医
治，一些身体差的农奴年纪轻轻就丧生在
繁重的劳动中，“根本不指望长寿，更不敢
想长命百岁。”

那时的西藏，没有一所现代医疗卫生
机构，人均寿命只有 35 . 5 岁。老人“幸运”
地活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但那时活得没
有尊严，没有自由，也没了家。

“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被领主占有；
即使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
命虽由父母所赐，身体却为官家占有。”一
首古老的藏族歌谣描绘了当时农奴的悲惨
生活。

一切的变化，源自 60 年前的西藏民主
改革。

那一年，老人分到了土地、住房和牲
畜，之后又当上了顶嘎村朗生(朗生即农
奴)互助组组长，再之后老人娶妻生子，成
家立业，彻底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60 年一甲子。对于西藏来说，60 年的
发展变化速度却超过了千年。

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今天的西藏，
370 . 7 万人次参加了各类社会保险；移动
电话用户数达 312 . 3 万；西藏公路通车总
里程达 9 . 74 万公里，机动车保有量 50 多
万辆。

巴珠老人一家五口，也已经住在宽敞
明亮的藏式小楼，每月还能领取养老保险
和寿星补贴等 1 . 3 万多元的收入。至今，国
家累计投入 1 万多亿元实施了 800 多个重
点建设项目，西藏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
展；安居工程让 230 万西藏农牧民住上了
新房；2018 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11450 元；西藏粮食产量稳定在百
万吨以上，其中青稞产量达到 81 .4 万吨。

“如今，西藏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
好，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老人说。覆盖
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逐步形成，让
全区人均寿命提高到了 68 . 2 岁。此外，
2000 多所学校和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让
青壮年文盲率从民主改革前的 95% 以上
下降到 0 . 52%，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平均年
限达到 8 . 6 年。

目前，各类自然保护区占西藏国土面
积的 34 . 35% ，全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2 . 14%，7 地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率
达 95% 以上。2019 年，西藏还将基本消除
绝对贫困。

一个更加和谐、富裕、文明、生态的西
藏，指日可待。

“我已经很长寿了，希望我能活的更长
久。我祝愿西藏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祝愿
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扎西德勒！”

在 99 岁生日这一天，巴珠老人许下了
这个美好的愿望。

▲左图：解放前的拉萨街头，一位老人饱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生命垂危，还在向行人乞讨（资料照片）。

右上：99 岁的翻身农奴巴珠老人与学生们一起交流。(2019 年 3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右下：西藏山南市琼结县五保户集中供养中心的老人们过中秋佳节（2016 年 9 月 14 日摄）。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左图：旧西藏农奴制度下流落街头、乞讨求生的妇女儿童（资料照片）。

右上: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 克松妇女们盛装参加春播（2019 年 3 月 16 日摄）。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右下:一名藏族模特在八廓街走过（2019 年 1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左图：在旧西藏，奴隶主怕奴隶逃跑强迫奴隶带上锁链劳动(资料照片)。
右上：山南市乃东区门中岗村的一名农民用智能手机自拍(2019 年 3 月 16 日摄)。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右下：藏北当雄县的牧民盛装参加赛马节(2008 年 9 月 1 日摄)。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右图：被挖去双眼的农奴布德在民主改革中控诉农奴主的罪行：农奴主将沉重的石帽戴在农奴
头上，用石头敲击将眼珠挤压出来，再用利刀把眼珠剜下（资料照片）。

左上：山南市错那县一名门巴族妇女(2018 年 9 月 28 日摄)。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左下：一名藏族老人在医院做眼部检查(2018 年 8 月 31 日摄)。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右图：西藏民主改革前拉萨贫民区的一对母女（资料照片）。

左上：两名藏族小女孩正在玩耍(2018 年 2 月 5 日摄)。本报记者觉果摄
左下：西藏林芝市布久乡麦巴村，身着民族服装的两姐妹在农田里玩耍(2017 年 11 月 19 日摄)。

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右图：翻身后的农奴子女，获得入学受教育的机会。图为学生们在休息时表演节目（资料照片）。

左上：2017 年 11 月 10 日，西藏本土培养的首批博士研究生毕业。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左下：研究牦牛的藏族女博士姬秋梅在西藏自治区农科院畜科所查看实验样本(2019 年 2 月 28 日
摄)。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西藏民主改革 6 0 年影像记

 1954 年 12 月 25 日，康藏(今川藏)、青藏两条公路胜利通车到拉萨。图为在布达拉
宫广场上举行的盛大通车仪式（资料照片）。 青藏铁路列车经过拉萨(2016 年 6 月 27 日摄)。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巴珠老人的 99 岁生日。(2019 年 3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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