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派记者 姜燕

A!!"!"年 "月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王 欣

视觉设计：黄 娟

#$%&'()%&'(*)(*++,-%+,.

!/小时读者热线：01!!22特稿

! ! ! !你悄悄地走了

在高原寂静的夜里

你走时!愁眉不展

是因为有太多未了的心愿

鲁村的水渠还没立项

河边的堤坝还没开建

孩子们的上学路还是那么不安全""

前几天!鲁村的水渠终于要开工了

县里派来的干部身材和你特别像

村民们惊呼#

$我们的乡长回来了% &

菊美多吉% 藏族乡亲想念你

你说过!要为我们修今生!可如今

你在哪里'

!""#年 $月，!%岁的菊美多吉被提拔为扎
拖乡党委副书记，同时成为扎拖村的包村干部。
扎拖，藏语意为“岩石上的”，村庄坐落在山崖上，
地势险峻，村民们进出全凭一条 &米多宽的土
路，运东西要靠人背马驮，雨季更是泥泞难行。他
一来，就下定决心修一条通村公路。那段时间，他
硬是亲自拿着尺子，丈量了引路进村需要的所有
数据。正是这些数据，让县交通局立项有了依据。
可是，祖祖辈辈封闭在小山村里的藏民，看

不到一条路能带来多大利益，他们只看到眼前修
路要占田地。在耕地紧张的扎拖村，每一块地都
意味着来年的一份口粮。
他苦口婆心地挨家挨户去劝说。村民旺修记

得最清楚，修路要占他家一亩半地，他不同意，为
此菊美多吉往他家跑了十几趟。第一次上门的时
候，他家的狗汪汪直叫，几次之后，狗都和他混熟
了。可人的工作没那么好做，除了讲好话、摆道
理，他还放下藏族男子的骄傲。
“卡祝拉威！”（藏语!意为(谢谢您&）菊美多

吉带着恳求的眼神，向旺修竖起了双拇指。旺修
惊呆了，这双拇指堪比“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
藏族男子轻易不用的礼仪啊。
路通了。&'公里的通村公路，惠及扎拖村 (%

户 !%"余人，其中开头最艰难的 #公里是菊美多
吉组织修建完成的。旺修家买了拖拉机，帮翻修
房子的人运石材，每年能挣好几万元。旺修说，最
忘不了菊美多吉。
从那以后，他走到那里，就把路修到哪里。
!"&"年，他奔波于扶贫、公路、发改等部门，

为龙灯乡的下布龙村争取来 '公里通村公路，又
一次次去求修路老板，用真诚打动他，最后答应
用修 '公里路的钱，修了 %公里的路；

!"&!年，在他去世前的 (个月里，他带领瓦
日乡最偏远的鲁村的干部群众，将 !)'公里 &)#

米宽的土路拓宽到 ()*米，可惜，他都没能看到
它通车的那一天……

菊美多吉最喜欢讲一句藏族谚语：“树，在山
上才有挺拔威武的感觉，鱼，在水里才能游得欢快
自然”，他说，本地干部要在本地做工作，老百姓才
容易接受。他，一个藏族农民的儿子，深深地扎根
在家乡的这片土地，记挂着藏区的每一户村民。

他走后，妻子在他的衣袋里翻出许多小纸
条，上面写着：
仁孜家的医保本户名需到县户籍重新核实。
看望脚伤住院的得吉阿妈。
尧日村村支部差两枚螺丝……
藏区的基层干部，事无巨细都得管，老百姓

出行不便、语言不通，常托下乡的干部办事。菊美
多吉生怕忘了哪一桩，一件件都写在小纸条上。
在他心里，老百姓的事，没一件是小事。

他心细，村民随口说的一句话，他也会放在
心上。他去世前 &个月，曾托人给瓦日乡鲁村村
民翁姆送去一本《新华字典》。他曾听翁姆说起

过，孩子读中学，学汉语吃力，自己又不懂，真是
头痛。当时菊美多吉没吭声，回去就记在了小纸
条上。

瓦日乡尧日村村民卓玛的表弟丹孜于 !"&"

年考上了“$+(”义务教育，到成都礼仪职中读
书。!"&&年 !月底，学校通知卓玛，说丹孜户口
簿上的名字和身份证上的不一致，必须出具县里
的证明，否则可能连毕业证也拿不到。急得卓玛
赶紧通知丹孜的父亲，又给菊美多吉打电话，托
他关照。

!"&&年 (月 !日晚上 %时许，卓玛来到表
叔家，才知道材料还未拿到手，而她找的车第二
天就要去成都了。卓玛急得直跳脚。表叔说：“菊
美乡长让我放心，他说今天晚上送到。”“他让你
放心你就放心吗？他有那个时间吗？有那个精力
吗？”卓玛连声嚷。
等了 &个多小时，心急如焚的卓玛突然听到

摩托车喇叭的声音———一定是菊美乡长！刚才她
打电话到乡里，乡里说他下村了，打他本人电话
又没人接听。
“乡长，是你吗？”卓玛的话音还没落，已经看

到菊美多吉从黑暗中跑过来，穿着厚厚的羽绒
服，围巾把脸包得严严实实。
“白天想来，没得空。”他拉开羽绒服，从里面

掏出一个裹得好好的塑料袋，里面整整齐齐地装
着一叠材料。
“拿好，咱藏族孩子上个学不容易，别给耽误

了。”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同事们都说，菊美多吉的脑筋活，想得总比
别人多一点、远一点。

!"",年，扎拖乡的帮扶单位县发改局为乡
里筹措了 &""亩青稞良种和小麦良种。乡长和书

记说，发给穷人。当时只是一名司法助理的菊美
多吉却反对，他说：“应该发给勤劳致富的人和会
种田的村民，种出成效，才有利于推广。”这话，听
着有些道理，乡长和书记思索再三，依计而行。第
二年，良种的亩产高达 !'"公斤，翻了一番。消息
迅速传遍藏族山村，村民们争相换种良种，很快
在全乡普及。县发改局得知此事，也非常高兴，又
帮乡里解决了 &""亩土豆良种。
海拔 (*""米的龙灯乡是牧区，牧民们常年

在高原地带逐水草而居，夏天住帐篷，冬天住冬
棚，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孩子无法上学。!""$年 !

月底，道孚县开展牧民定居工作。想劝说祖祖辈
辈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一套
贴心的房子最有说服力。
菊美多吉在草原走访时发现，牧区潮湿，老

年人很容易得风湿，他就主张民房在设计时增加
&)!米厚的防潮层，房屋采用椽头式设计，不仅能
增加保暖效果，还能抗七八级地震。当地小震频
发，这给牧民心里多上了一层保险。传统的藏式
民居门小窗小，菊美多吉说，这使得藏民性格拘
谨保守，改成 &)'!!米的大窗，让阳光照进来，拓
宽牧民的心胸。将来发展旅游，看得见风景的藏
房更能吸引游客的光临。

在定居点的建设中，菊美多吉还特别引入了
环保的概念。当时整个乡上普遍缺乏环保意识，
人们对随意破坏森林草原习以为常。在菊美多吉
的坚持和监督下，以拉日村定居点为例，&平方公
里的定居点，按照森林和草原的分布状况，顺势
呈“-”形布局，没有砍一棵树，没破坏一块草皮。

广袤的高原牧场，遍布菊美多吉的足迹。
龙灯乡的同事们清楚地记得，他任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那两年，骑马下乡的日子，数也数不

完。!""$年，道孚县开展牧民定居工作，菊美多
吉几乎天天下乡做动员，牧民住得远，常常一去
就是一整天；!"&"年，他组织龙灯乡清除草场围
栏，曾经带着马队在草原里泡了 %天，晚上就和
衣住在牧民家阴冷潮湿的地上。

他身材不高，&)%'米的个子，体重却有 &""公
斤出头，在海拔低的地方走路都直喘，更别提在海
拔 (*""米的高原上行进，有时候山陡路滑，还得牵
着马爬山。其实很多时候，他不必亲自去，可他说：
“不去，咋了解牧区的情况，咋为老百姓做事？”

那时，他刚查出患有高血压，高压 !""，低压
&&"，经常头痛。下乡的时候，他兜里常备两种药
品，一是头痛粉，二是风油精。这两种药治头痛见
效快，同事们常见他用，倒是高血压病人按时服
用的降压药，他一和牧民交谈起来，总是忘了吃。
下午两三点饿着肚子回到乡政府，别人都往厨房
跑，他却一头扎进卫生院打点滴。后来头疼的次
数越来越频繁，一疼他就皱着眉头，拼命用五个
手指按揉头皮，一边按一边谈工作。

实在撑不住了，他才请假去成都看了两次
病。医生说，起码要治 &个月，最好是 (个月，效
果才好。可他，连半个月的假都没用完，就硬拖着
妻子回来了。

人人都说他性子急，!"&"年 &!月，组织上
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把他调到海拔 !*'"米的
瓦日乡工作，调令下来后，按道理是一个星期后
到岗，他第二天就跑去了。前一天听说鲁村灌溉
水渠老化，第二天早饭没吃就从乡里赶到村上，
拉着同样没吃早饭的村书记和村长去察看地形。
可他在对待自己的病上，实在是个慢性子。

他的慢性子，还留给了家里。
他回家的脚步，总是放得最慢最慢，有时候，

几个月都不回一次家。
他一直念叨着，要给家里盖新房，可念了快

&"年都没动工。成堆的木料 !""(年就已备好，
如今还堆在院墙外。

!""$年大年初一，妻子给他生了个大胖儿
子，可他在龙灯乡值班，回不去。那段时间忙，他
硬是 !"多天后才回家陪妻子、看儿子。

!"&!年 '月 &*日早晨，他准备下村时说，
今天头特别痛，可还是连续工作了 &#个小时，连
饭都没好好吃上一口。午夜时分，他不忍心叫醒
宿舍看门的老大爷，和衣在车上睡了。这一睡，就
再也没有醒来……

他是家中的独子，父母的宝贝疙瘩，家里的
重活累活阿妈从来舍不得让他干，用牛油熬制的
酥油，总要留给他吃，家里用新鲜牛肉做的酸菜
包子，总是找机会给他捎去几个……他走得太匆
忙了，阿妈至今不愿相信他已离去，她还等他回
家，喝她做的酥油茶；阿爸也在等他回家，和他摆
摆龙门阵……
他最后一次抱儿子，是去世一个多月前回家

拿衣服。他们在街上偶遇，儿子咧着嘴，冲着车里
的他笑。他猛一刹车，没等车停稳，就拉开车门，
抱起儿子，使劲亲了几口。嘱咐了几句之后，又依
依不舍地把儿子抱出了车外。这是儿子最后一次
享受父爱啊，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父亲已经去
世的消息，每次有叔叔来，他总是缠着人家问：
“我爸爸啥时候回来？”

而他的女儿和他从未谋面，他走的时候，她
还在妈妈肚子里，只有两个月大。
他的妻子巴姆，这个曾经花朵一样的姑娘早

已把眼泪哭干了。结婚 ,年里，他们夫妻俩的感
情生活常常就是每天一两个匆匆忙忙的电话。丈
夫走后，她还经常拿起手机摁出他的名字，流着
泪看着、摸着，可他再也不会跟她说哪怕一句话。
丈夫做的很多事情，她在他去世后才知道。她为
他骄傲，虽然他没有给她一个普通女人想要的很
多东西，可她在菊美多吉去世近一年时，仍然毫
不犹豫地说：“我不后悔。”

高原牧民的好儿子
! ! ! !菊美多吉 藏族! 生前任四川甘孜藏族

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患

有严重高血压* !"#!年 $月 #%日凌晨 !时

许!在越野车后座休息时!因疲劳过度突发

脑溢血去世!年仅 &&岁*

! ! ! !! 菊美多吉同志简历

'%(%年 $月出生!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木茹乡人

'%%(年 %月)!***年 (月在四川省藏文学校就读

!**#年 +月,!""-年 %月在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扎拖乡工作 +其间于 !""+年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年 %月,!**.年 #!月任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扎拖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年 #!月,!*#*年 #!月任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龙灯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年 #!月,!*#!年 $月 #%日任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 表彰情况

!**-年 -月被道孚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年 &月被道孚县委)县政府评为(综合目标管理先进个人&

!*#!年 -月被道孚县委追认为(全县优秀共产党员&

!*#!年 -月被甘孜州委追认为(全州优秀共产党员&

!*#!年 %月被四川省委追认为(全省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 菊美多吉+左,生前与家人竟没有拍过一张全家福!只能用两张相片合成 姜燕 摄

山崖通村路上百折不挠
的是你

那一张张小纸条啊牧民
感谢你

青稞地里饱满的麦穗在
欢迎你 最该看到你的医院里看

不见你

盼望你回来的家人永
远在等你

!"#$%&

———追记四川甘孜州瓦日乡原乡长菊美多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