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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四月十里桃花百里飘香，然而祖国边陲阿里地区依然是冰封

千里，万里荒芜。远处的皑皑雪山寒气逼人，整个大地仍然蜷缩着沉

睡不醒。午后的上班路既漫又长，寥寥无几的行人个个包裹的严严实

实低头不语，唯有瘦弱干纤的红柳树默默地伴我一路，夹杂着细沙的

寒风吹的人冷不丁打个寒颤。

走出狮泉河镇（属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噶尔县下辖一镇，阿里

地区行政中心坐落此镇）滨河南路转角经过象泉公园，平日里冷清、

荒废的公园此时竟然人头涌动，勤劳的藏族同胞们更是个个卯足了劲

挥舞着手中的锄头和铁锹，不远处一群藏族妇女正在浇灌刚刚栽种的

小树苗。我瞬间恍悟，人们正在植树，要知道阿里地区的植被十分稀

少，幸喜之余我更有一种想要加入的冲动。众所周知，阿里地区为西

藏西部偏远落后地区，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生命的禁区”。

“寸草不生，风吹石头跑……”的场景早已烙入人心。高海拔、干

旱、极寒阻止了植被的大量生长，唯独生存下来的红柳成为了人们心

中唯一的慰藉。

阿里地区生态十分脆弱，一经破坏很难恢复，甚至会带来灭顶

之灾。上世纪70年代由于阿里地区发展需要，历经无数沧桑、见证了

狮泉河沧海桑田的红柳一夜间变成了柴火，每家每户门前和墙围上堆

满了砍伐的红柳树桩和枝条。听老人们讲，过去狮泉河镇的红柳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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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红海，宽数公里，延绵数十公里，人畜一旦进入很难找到。人等身

粗的红柳数不尽数，甚至有两三人都难以合抱的红柳树。仿佛当年的

美好景象再次映入眼帘：终年饱满的狮泉河河水形成了地域宽广的湿

地，河水静静地从红柳间隙穿过，数十只斑头雁齐声共鸣翱翔于湛蓝

的天水之间，远处的羊群和牦牛悠然自得闲散于其间，偶尔见得几只

小羊嬉戏打闹，却引得一旁放羊的孩童扔去几块石子。藏羚羊和藏野

驴小心翼翼地出没于红柳丛中，它们明哨暗岗分工明确，团队合作一

致，警觉而又安然地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的一切。寻着优美的歌声望

去，不远处几位牧羊人正愉悦欢快地跳着锅庄（一种藏族舞蹈）。一

切美好的生活尽收眼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处处生机盎然。傍晚时

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夕阳西下映红了半边天，落

日前的余晖犹如佛光普照大地，世间万物其乐融融。

如今狮泉河镇虽没有了往日的生态景象，然而在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教育、医疗等多方面却取得了长足发展。1959年百万农奴大

解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极大的解放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加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西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发展。如今开放、

包容、和谐、平等、发展已经成为西藏的主旋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

淳朴的民俗民风令人赞不绝口，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令游

人流连忘返。

生态恢复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特别是阿里地区，连种树

的土都需要从外地运入。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团结一致，不

久的将来阿里地区又将成为郁郁葱葱的森林城市。

（李卫波  陕西省第八批援藏干部；援派单位：陕西省地质调查

院；受援单位：西藏阿里地区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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