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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进一
步加快，“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户户通”工
程、高山无线发射台站建设工程等一系列利国利
民的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工程相继实施，切实夯实
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础，延
伸了广播电视服务范围，提升了服务效能。基础
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也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
播电视技术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真正发挥
基础设施的功能，扩大节目信号覆盖范围，提高收
听收看质量，增强播出传输安全保障能力，不仅需
要广播电视技术人员提高安全播出专业技术水
平，更要求广播电视技术人员从思想上认识到高
安全播出的重要意义。本人多年来，一直在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从事广播电视工作，对如何切实做
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意
义，形成了几点浅显的认识。

一、切实做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有利于
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把握社会舆
论

电视媒体作为大众传播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
舌，是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在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是我们党和政府向广
大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生动的宣传工具，其首要任
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和
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舆论宣传是国
之大事，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关人民福祉，
事关社会稳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舆论宣传尤
为重要。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放任自流，杜绝那些
蛊惑人心的言论成为社会主流舆论，就需要将党和
政府声音高质量、无阻碍地传到基层一线，而切实
做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是将党和政府声音宣
传到基层一线的基础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正
确把握舆论导向的目标，从而以正祛邪，把舆论宣

传引向利党、利国、利民、利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上
来。

二、切实做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有利于
最普及、最经济地传播信息

由于历史原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较内地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人民群
众了解最新信息、学习科学知识的渠道十分单一，
因此广播电视已经成为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近
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人民群众通过了解最新信息、学习科学技术，指
导本地经济生产的愿望更加强烈。但由于当地很
多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有限，很多无法从网
络、杂志报刊、手机等媒体了解信息、学习科学技
术，而广播电视节目凭借自身通俗易懂、覆盖面广、
接收容易等优势，已经成为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
（特别是农牧民）科学技术知识、农业知识、时事政
策的主要渠道，在缩小城乡信息鸿沟、推进科技普
及和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因为
这样，只有切实做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才能真正
发挥广播电视最普及、最经济地传播信息的优势功
能。

三、切实做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有利于
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群众提供最主要、最简
便的娱乐休闲工具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欠发达等原因，娱乐休闲设施、渠道、方式比较单
一，可供选择的娱乐休闲方式并不多。广播电视
作为时代的产物，作为大众传播载体，作为新型的
文化形态。凭借其自身优势，依靠其强劲的传播
优势已经渗透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日常生活
的各个领域，是农牧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对于满足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提高农牧民群众文化素养、提高农村道德风尚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做到这一切的基础保障

是安全播出工作，只有切实做好广播电视安全播
出，才能利用广播电视节目为广大人民群众供最
主要、最简便的娱乐休闲工具，才能真正满足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才能发挥广播电视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
功能，从而促进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小康
社会建设。

四、切实做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有利于
维护用户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权益，构建新型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广播电视不仅是最直观的文化产品的生产
者，而且是最快捷的文化产品传播者。快捷便利、
费用低廉使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成为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加快广播
电视事业建设，更好地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
现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的共享共建，是发展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进一步加
强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保障广播电视信号安
全优质播出，确保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大农牧民
群众能够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推进广播
电视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新型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手段，是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的有效方法。

安全播出是广播电视工作的生命线，这个特
性，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显得尤为突出。做好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技术水平和思想认识缺一
不可。唯物辩证法指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
用于物质”。由此可见，只有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的重要性，才能将技术的效益最
大化，才能真正在行动上落实安全播出各项工作，
才能发挥广播电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和精神动力的功能。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燕子的
叽叽喳喳声闹醒了我，起床，走出门外，燕子忙
碌地在东楼的屋檐下用泥土做幸福之窝，准备
繁衍生息，春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太
阳照在远方的山头上，积雪慢慢地退走了，半
山腰还萦绕着白云飘飘，恰似洁白的哈达飘曳
其间，时飘时落，牦牛河的波涛在山脚下呼唤。

走出大门，门口的梨树上飘落着雪白的花
瓣，在树下编制了一块硕大的花海般的花毯，
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绚丽多彩，脚踏花毯，像仙
女下凡，感受人间烟火的美妙。

吃过早饭，准备好时鲜的食物，背上食物
到1公里外的坟山上祭祀祖先，这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延续，清明节现在已经立成了国家的法
定节日，为期3天，追思怀念已故的祖先，奉上
一束坟标，寄托一片情思；怀念一位故人，忆起
一段往昔；点燃一把香烛，祭奠一缕亡魂；感念
一份亲恩，铭记一生情分。

纳西族是热爱大自然的民族，在祭奠祖先
的之前，先祭祀山神，给山神敬香、祭血，认为
山神是天下最大的神，享用的一切都是大自然
给予的恩赐，要记在心里，感恩自然。

纳西族给山神祭大红公鸡的血，是东巴
教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祭祀形式，与藏族的
苯教祭祀形式如出一辙。纳西族有领生还熟
的信仰之说，意思是在公鸡宰杀前用公鸡鲜
血祭祀山神，鸡肉煮熟后又祭祀山神，象征着
一切寄托于山神，祈求山神保佑一切平安、一
切顺利。

纳西族在清明、春节等
节庆来临时有上坟山的习
俗，最为隆重而热闹的是清
明节。祭完山神后，坟上插
杨柳枝以表纪念，同时也祈
求保佑后人兴旺，百世流
芳。杨柳枝象征着旺盛的生
命力，兴旺发达。

杀鸡做饭是清明节上坟
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坟山上
燃起一堆篝火，支起罗锅家
私，杀鸡煮鱼，焰火炒菜，香
喷喷的美味弥漫山野，令人
垂涎。

吃晚餐是在追思之余最
美好的时刻，亲朋好友们坐
一起叙情追思，诉说一段段

记忆的故事。吃晚餐一般在下午4、5点钟左
右，饭前晚辈们在坟前摆放祭品、水酒，然后烧
钱纸、焚香、奠酒、行礼、放鞭炮，以表后人对上
辈人的思念之情。

然后，大家围坐在林荫树下共享山野里的
晚餐，山野的清香，菜饭的香味，格外醇香，回
归自然，享受无比。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清明之日，萍始生。”清明来了，给大自然带来
了春天的生机，万物复苏，处处是春意。在城
里，人们到郊外散步游玩，在农村乘清明时节，
到坟山上祭奠祖先的同时，聚集亲朋好友，烧
火做饭，过上象征意义的踏青，其乐融融。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在
这短短的一天的节日里，充满着既有对祖先的
祭奠思念，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乡土、乡
音、乡愁、乡情，历历再现。

清明上坟少不了扫墓，除草焚烧，把坟山
打扫得干干净净，表达对祖先的孝敬，也是后
人对祖先的心意。在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视清
明节上坟祭奠，与孝道并重，缺一不可，人们常
常认为若不参加祭祖，就是一个不孝顺的人，
一个忘记祖先的人。

清明节不仅是踏青、亲近自然的节日仪
式，也是人们祭奠祖先的节日，让我们一起坐
沐春风，祭奠祖先，追思古人，享受天伦之乐在
其中，那是属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川流不息的
中华民族文化。

试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做好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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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的一天
◎张国华 文/图

回 到 久 违
的家乡，沿着当
年 下 乡 所 走 的
路线，从香格里
拉 经 虎 跳 峡
镇、金江镇、塔
城 镇 到 维 西 县
城 ，在 维 西 省

亲，为二老培土上香后，又沿澜沧江逆流而上直奔
德钦县城，再从德钦县城翻过白马雪山经奔子栏镇
到香格里拉县城。一路已经不是当年那副景象，窄
窄的土路已经变成平坦的柏油路，特别是塔城到德
钦县城，已经是二级路。以前，从维西县城到德钦
县城是紧紧张张一天，沿途还要受到滚石的威胁，
当年州工交局一辆北京吉普就被滚石砸中，驾驶员
受伤。现在从维西出发可以到德钦县城吃中午
饭。一路上，使我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澜沧江上的江
桥了，桥多且密，不用走多远，就有一座江桥横跨在
奔腾的澜沧江上，正所谓“天堑变通途”。一路上几
乎没见到久违的溜索。

桥，在教科书有两种解释，一是架在河面上，把
两岸接通的建筑物；二是比喻能起沟通作用的人或
事物。澜沧江上的桥，两种含义都具备。我看到江
西（澜沧江西岸）的群众正赶着马，驮着东西优哉悠
哉走在桥上，在康普，还看到一群的学生，走上江桥
到对面的弄独上学。这在当年是不可能的，只有江
西的小孩到江东（澜沧江东岸）来上学。毫不夸张，
当年由于交通闭塞，一江之隔，江西整个经济文化
至少要比江东晚十年。今天两岸经济文化已经没
有什么悬殊，一切变化得那么自然，然而这一切完
全得益于那一座座横跨大江的江桥，使两岸的经济
文化连成了一体。

刚刚说到，桥是架在河面上，把两岸接通的建
筑物，然而，在澜沧江上，把两岸接通的建筑物，最
早并不是桥，而是溜索。那时，整个迪庆州在澜沧
江上没有一座桥，连接沧江两岸的交通就是溜索。
我的童年是在如诗般的澜沧江畔的小维西度过
的。现在小维西因为有一座教堂成为旅游胜地，殊
不知当年我家就住在教堂的房子中。

顺江而下，在离小维西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个
溜索，连接着小维西和对面的英夺两个村，当时，我
母亲在小维西购销点工作，她的同事和松仁找了一
个英夺村子的对象，和松仁和我母亲轮流值班，轮
到我母亲值班时他就从这个溜索回英夺。当时的
溜索是篾子编成，现在的人几乎没见过。约茶盅粗
细，溜绑是特殊的木头做的，习总书记接见高德华
时，高德华带去的东西中就有这种溜绑。溜绑比小
碗略粗，中间掏空，背上有一鼻子，鼻子中央是空
的，用来拴绳子，整个溜绑是完整一体的。过溜时
溜绑空面合在溜绳上，绳子穿过溜绑上面的洞，固
定好身体，“吱”一声就到了江中央，溜绳有一点弧
度，所以快到对岸就停下了，人必须掉转头，双手抓
着溜绳往上爬，这还有一个好处，防止直接溜过去
撞到溜绳桩上伤人，经常过溜的人有经验，在雨天
或要过的溜绳比较直，提前捡一条烂鞋底，快到对
岸时，用烂鞋底握握溜绳以刹车。后来改作滑轮
时，用别滑轮刹车，这可是技术。我的好朋友黄彦
在康普喇嘛寺中学当校长时，到康普江对面的弄独
做学生家访，下雨溜绳滑，又不会刹车，眼睁睁碰到
对面溜绳桩上，睡了一个月才起来。不过这是上世
纪七十年代末的事了。看过电影《鸡毛信》信封上
插上三根鸡毛，以示火速送到，在篾溜绳上，若看到
鸡毛夹火炭，则表示这溜绳已是“危绳”，不能过
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

发展，篾溜索全部换成了钢丝绳，安全性和耐用性
都要比篾溜绳好得多。溜绑也换成了铁滑轮，这时
过溜就方便得多了。有的人过得多了，滑轮一挂，
绳子套是现成的，往屁股下一兜，“哗……”开溜。
方是方便了，但安全就没有保障，我在维西文教局
工作时，我们一个家在窝怒、在江对面小坝子当老
师的青年就这样过溜。钢丝绳有一个弱点，必须勤
于保养上油，否则容易生锈起刺。我们那位老师就
碰到了这样的刺，卡住了滑轮，若好好拴着也许没
事，但他就那么兜着，滑轮一卡住，一个身体就飞了
出去，砸到江边的石头上当场死亡。

维西县在澜沧江上架的第一座桥，是上世纪
1965年建成的沧岩桥，在维西县白济汛乡岩瓦，离
维西县城50公里。当时，怒江州贡山县不通公路，
整个贡山的生活生产用品以及贡山运出的物资都
要从岩瓦转运，以前都靠摆渡，那边靠马帮驮运，所
以在这里架一座桥是当务之急。这是一座人马吊
桥，建成后岩瓦两岸就连成一体，马帮就直接过江
到转运站。当然，也方便了岩瓦江西的群众。

说实在的，沧岩江桥我去走过，但不过是过路
“尝尝鲜”，印象深的还是白济汛的沧汛桥。百济汛
当时是四区（现在的康普乡、叶枝乡、巴迪乡）和六
区(现在的中路乡和维登乡)的分路口，一边逆沧江
而上，一边顺沧江而下。县城到白济汛37公里，正
好是一天马车或步行的路程（当时极少有汽车），所
以到四区或六区下乡，一般都住白济汛。“沧汛桥”
1966年建成，也是一座人马吊桥。它的建成，给白
济汛两岸的交通提供了极大地方便，特别是西岸的
吉岔村，那是一个白济汛下辖江西最为发达的一个
村，在维西沧江西岸也颇有名气。从县城一天步行
到达白济汛，吃过晚饭，到沧汛桥散散步那是一件
非常惬意的事。夏天的白济汛还是很热的，夕阳落
下，留下漫天彩霞，江风和煦，吹在身上感觉一阵阵
清爽，走到桥头，两个高大雄伟的连体桥墩分立两
端，两股多根组成的钢
丝绳，两头固定到岸边
的岩石上，中间被两个
桥墩挑起，两个桥墩中
间钢丝绳用连接杆连接
着桥面，成一个大大的
弧形。桥墩上方的连体
上，雕着维西中学木天
冬老师几个苍劲有力的
大字：沧汛桥”。维西沧
江的大桥，都用沧江+地
名组成，比如说岩瓦江
桥叫“沧岩桥”，叶枝江
桥叫“沧叶桥”等等。夏
天澜沧江水很大，并且
是浑浊的，发出震天的
咆哮翻滚而下，看着脚
下的滚滚而下的江水，
真有一些目眩，心里掠
过一丝胆寒，江面离桥
也就是几十米，偶尔飘
过一棵木头，在江面上
随波翻动，很快就飘出
了视线。站在桥上，深
深体会到那种“一桥飞
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
气势，放眼远眺，“极目
楚天舒”，心潮澎湃，思
绪万千，真有“登泰山而
小天下”之感。

维西沧江上的第一座车马吊桥是叶枝的沧叶
桥，1967年建成通车。那时我刚刚在保和镇完小毕
业，通车那天，交通监管站（即现在的交警）来学校
找两个“交通员”宣传交通安全，我和同班同学赵德
鹏被选上，上了两辆卡车到叶枝。第二天通车典礼
热闹非常，两岸人山人海，我们乘坐的两辆卡车一
前一后缓缓驶过江桥，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人
群沸腾了，这是维西有史以来汽车驶到江西。接
着，我们两辆卡车在西桥头满满载着一车人驶过江
桥，一直驶到三公里外的新塘掉头回来，又拉上一
车人去，就这样一趟趟周而复始。这是叶枝群众第
一次坐汽车，这一天，使得近千人创下了坐汽车的
历史。我们的任务是在车上一遍遍用快板的方式
宣传交通安全，一天下来，嗓子都哑了。这天的另
一个轰动是县宣传队的魏征和林管所的欧阳红军
从五六十米高的“沧叶桥”上跳到江里，把几乎不会
水的两岸群众看了个目瞪口呆。

自此后，沧江上的江桥就一座座矗立起来，“沧
维桥”、“沧中桥”、“沧介桥”，就连上面介绍过得英
夺溜绳桩不远都建起了一座江桥，极大地方便了沧
江两岸的人民，江西的经济也因此迅速赶上江东。
这其中也不乏血的教训，中路的“沧中桥”竣工典礼
上，由于组织不当，十多倍于设计负载的人走上江
桥，在江桥超过了它的承受极限时，悲剧发生了，桥
墩轰然倒下，一百多个鲜活的生命瞬间被沧江吞
噬。苍天垂泪，万物齐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
前头万木春，维西人民擦干眼泪，继续在沧江上描
绘美好的梦。

从那时到现在，维西沧江上一共建起了23座江
桥，溜绳变成了故事。如今到江西去，就像到隔壁
村子那样简单，沧江两岸通过江桥连成了一体，沧
江两岸的发展像上了高铁，一路风驰电掣，随着二
级公路沿江经过，江桥像一条条金链子维系着两
岸，一路彩虹，一路霞光，一路辉煌。

天堑变通途
☆杨合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