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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道209線快要進入紅原縣城的路邊，是邛溪鎮熱
坤村的牧民定居點。遠遠望去，藍天白雲下一幢

幢藏式民居錯落有致，家家戶戶的屋頂上都裝㠥太陽能
熱水器。寬敞的院落裡綠草如茵，開滿了格桑花，蜜蜂
和蝴蝶在花間飛舞⋯⋯好一處世外桃源。
鎮黨委書記尼美多吉向我們介紹，熱坤村有217戶810

人，08年開建定居點時，僅有30戶村民。後來政府為牧
民們提供12種由專家設計的戶型，每戶都在80平米以
上，供大家挑選。每戶國家給予2萬3千元的補助，同時
提供3萬元為期一年的無息貸款，購房時，每戶藏民只
需要出1-2萬元，就能擁有自己的房屋。

夏逐水草 冬居暖室
我們來到了位於村口的扎拉大媽的家，大媽今年53

歲，家裡共7口人。她告訴記者，時下水草豐美，家人
都去遠牧點放牧了，只留下她看家。村支書介紹，四川
省實施的藏區牧民定居行動和帳篷新生活行動是有機結
合的：每年5月到10月氣候溫暖，牧民們去自家的遠牧
點放牧，入住政府提供的新式帳篷。從11月到來年4

月，由於大雪封山，水草枯萎，他們會
回到定居點，暖暖和和的一家團聚。

紅柳圍欄 環保易用
扎拉大媽的家有濃郁的藏式建築特色，外牆上畫㠥寓

意吉祥的八寶圖。屋外是個面積不小的院落，一角擺放
㠥「村村通廣播電視工程」的衛星接收器。家裡共有6
個房間，客廳四周擺放㠥漂亮的藏式沙發，地上是藏式
木板，乾淨整潔。客廳中央是取暖用的火爐，長長的排
煙管直通室外，美觀又安全。她家還另有一棟城裡十分
流行的「陽光房」。鎮黨委書記尼美多吉告
訴記者，這是專門用來接待遊客的。

走出扎拉大媽的家，順㠥村裡的小路一直往前走，村
民家外的護欄引起了記者的注意。尼美多吉告訴記者，
這是用紅柳條圍成的「生態柵欄」。草原上到處都長㠥
紅柳，用紅柳枝條做圍欄取材方便，不僅可以隔絕牛羊
進入院內，而且等到柳枝長成小樹，包圍院子的就是一
片綠蔭。

發展旅遊 跳舞烤羊
他為記者算了一筆帳，以前老百姓修水泥磚混圍牆要

花上1.7-1.8萬元，而且水泥磚混圍牆主要適用於集鎮，

在村寨並不適用。現在，每戶老百姓只需要花不到1,000
元就可以修建起生態圍欄，既綠化又環保，可以讓牧民
的新居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沿㠥小路繼續往前走，右側
出現一個籃球場，場邊安放有各種健身器材。尼美多吉

書記告訴記者，以後旅遊業發展起來了，可
以在籃球場上組織遊客跳鍋莊舞、烤羊肉。

他高興地為我們描述當地的發展大
計：熱坤村將大力發展旅遊業，接
待能力預計能達到日均300人左右，

全年旅遊收入將超過20萬。

在四川藏區若爾蓋縣，縣長靳東為記者介紹牧
民定居所帶來的變化。他說，牧民定居是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民生工程，惠及藏區千家萬戶。工
程一開始就在科學規劃上下功夫。實施這項工程
的71個村，都請了專業機構進行規劃，從水、
電、路、排污、房屋朝向、建築風貌，以及內部
設施，都有十分詳細周到的科學規劃。之後，政
府給百姓提供多種不同的戶型圖，讓大家挑選後
自行組織修建。公共設施部分，則由政府通過招
投標進行建設，並注重從質量和規劃的約束性上
下功夫。這樣建起來的一個個村莊，風貌特色非
常協調美觀。而且，村裡醫療衛生室、圖書室、
廣播站、農家書屋以至健身場地一應俱全。讓老
百姓住得舒適之外，文化生活也大大豐富，文明
水平大大提高。

興辦牧家樂 每日可接待千人
環境改善了，基礎設施提升了，除了滿足自己

一家人的生活需求以外，有能力的，特別是房子
修得的大一點的家庭，還可以把多餘的房間拿出
來，發展牧家旅遊，搞富有民族特色的精品旅
遊。他透露，當地正籌劃發展以紅色旅遊、草原
風光等為突破口的特色旅遊產業，並準備興辦牧
家樂、藏家樂。目前全縣已經有上百家牧家旅店
或者客棧。以一戶可以同時接待10到15名旅客來
計算，每天就有上千人的接待能力。
靳東縣長還給我們算了筆帳：一個遊客到牧家

樂的消費額，三星級的，一般每天吃住50元，四
星級的80元，五星級的100元。這樣一年各個村可
以合共接待10萬人，以一個人平均最低消費50元
計，全縣就有500萬元的收入。

工藝品合作社 傳承藏族絕技
在紅原月亮灣旁，有一個寧靜而又美麗

的小村莊，這就是下哈拉瑪村。進入村
落，筆直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村子盡頭，
路旁由風能和太陽能聯合供電的混合能源
路燈整齊排列。
記者來到樓高兩層的下哈拉瑪村的村民

活動中心，據該村所屬安曲鄉黨委書記楊
勇介紹，民間工藝品開發是當地產業發展
的一大特點。我們看到一群婦女正在編織

藏族傳統的手工藝品碗套。為首的阿角告
訴記者，今年5月才開始成立這個手工藝
品製作合作社，一共有11個人，最大的57
歲，最小的19歲。
這些漂亮的碗套，製作工藝十分繁複。

據阿角介紹，做一個碗套需要10多天。阿
角說，一是為了傳承藏族的傳統手工藝。
目前全鄉只有4個人掌握這門技藝，有失
傳的危險。此外也是為了增加收入。

資助牧民治病 避免因病致貧
在搬進定居點前，澤朗多吉一家是典型

的「遊牧家庭」：放牧時節，全家都跟㠥
帳篷走，不放牧時則一家5口擁擠在高約
兩米、面積不到50平方米的土坯房裡。由
於長年在野外放牧，睡在冰冷的地上，生
活條件較差，澤朗多吉的妻子患上了風濕
病和大骨節病。

寒帶多發病 每月有補助
大骨節病是一種地方性變形性骨關節

病，多發於中國北方寒冷地帶，患者多關
節疼痛、增粗變形，肌肉萎縮，運動障
礙。記者看到在阿壩縣河支鄉河支村大骨
節病集中安置點，漂亮的藏式民居一幢接
一幢，6米寬的水泥路延伸到每家每戶門
口。
大骨節病患者色澤告訴記者，他家6口

人，除兩個孩子外都患上了大骨節病，日
子過得緊巴巴。去年，政府給每戶補貼3
萬餘元，全村171戶在非病區集中安置點修
起了新房。
搬進安置點後，色澤騰出一間房開起了

小賣部。「現在，政府把家裡的Ⅲ度大骨
節病患者按照農村『五保』標準納入供
養，每月有100元補助；Ⅱ度和Ⅰ度大骨節
病患者納入了農村低保，每月有低保金；
孩子上學每月有補助，我們不愁吃不愁穿
了。」
色澤的兩個孩子都在異地的育人學校上

學。「在新學校裡，我不僅學習進步了，
身體也更健壯了。」上六年級的大兒子東
果洛告訴記者。最讓東果洛高興的是，學
校裡有圖書室、計算機室、實驗室，可以
讓他更好地學習科學知識。

採訪完熱坤村牧民定居點，我們來到了位於熱坤村
對面的一片草原。一座座簇新的白帳篷格外引人注
目，正是四川實施「帳篷新生活」惠民工程的成果。
我們隨意走進其中一家，72歲的格羅奶奶正躺在政府
贈送的8件配套傢具之一的鋼絲床上，她的兒媳正在
用先進的節能爐燒水。
格羅奶奶告訴記者，兒子在遠牧點放牧，自己和兒

媳則在公路邊上放牧。她說，現在的帳篷比以前好了
很多，裡面各種設施一應俱全。帳篷是政府送的，不
用花錢。

帳篷免費傢具自負3成
記者了解到，在四川藏區牧區，三年前還有多達10

萬戶、48萬牧民未定居或僅有簡易固定住所。居無定
所使得交通、教育、醫療、通訊等基本公共服務也難
以配套，給牧民生活帶來極大不便。從2009年起，四
川政府用4年時間，投資180多億元，在29個牧區縣
規劃建設1,409個定居點，並輔以配套基礎設施，基
本實現「家家有固定房、戶戶有新帳篷、村村有活動
中心」。按照這一規劃，四川在牧區實施牧民定居點
建設以及提倡帳篷新生活，並配套其他設施。其中定
居房建設由政府給予現金補助，帳篷中的各種先進環
保的傢具和電器炊具等則由政府補助三分之二、牧民
承擔三分之一。
今年3月，四川還啟動藏區新型帳篷發放工作。新

型帳篷具有防紫外線、防水透氣、隔熱保暖、安全舒
適、輕巧方便等特點，非常適合藏區牧民使用。兩個
月內，10萬頂新型帳篷全部發到牧民手中。
不僅如此，隨㠥一座座定居房、一個個牧民新村在

草原上相繼建起，一條條道路、一處處通訊設施向遠
處延伸，包括村民活動中心、學校、衛生室、飲水、
電力、廣播電視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也同步配
套推進。牧民們高興地說：「我們的生活越來越現代
化。」

四川全力推動民生工程造福藏區仲夏時節，香港文匯報記者走

進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訪問了若爾蓋、阿壩、紅原三個

縣的多個藏族牧民定居點，在一

棟棟新房屋和一座座新帳篷內，

與牧民們閒話家常，了解他們定

居後的生活、收入、醫療、文化

娛樂活動以及孩子們的學業。

記者看到，牧民們結束了天當

屋頂地當床的遊牧生涯，喝上了

自來水，用上了電飯煲，真正享

受到了電燈電話、手機電視的現

代文明，生產條件也全面改善。

據悉，從2009年起，當地投資

180多億元，在29個牧區縣規劃

建設1,409個定居點，並輔以配

套基礎設施，從根本上改善48

萬牧民的生產生活條件，結束全

省藏區牧民的無定居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雨馨、唐鎏宇、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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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羅奶奶和她的媳婦、孫兒在政府免費發放的新帳篷前開心留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雨馨 攝

■民間工藝品開發是下哈拉瑪村產業發展中的一大特點。圖為該村藏族婦
女們編織的藏族傳統手工藝品碗套。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雨馨 攝

■阿壩州新建的牧民定居點，已經
成為草原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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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點，道路兩旁，由風能和太
陽能聯合供電的混合能源路燈
整齊地排列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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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牧生活
48萬藏民

■阿壩州新建的牧民定居點，已經
成為草原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本㜫內容：新聞專題 紫荊廣場 台灣新聞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