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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香格里拉：小雨，2~17℃；德钦：小雨，3~17℃；维西：小雨，7~22℃；经济开发区：小雨，11~24℃。

从拖顶乡政府驻地开
车沿江行驶5、6公里，再从
岔到山上的水泥硬化路上
山，只见粉的、紫的、白的杜
鹃花开满了山林，郁郁葱葱
的松树林丝毫没有被破坏
的痕迹，麻雀、喜鹊等小鸟
在林间轻盈地飞舞，一派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的 美 好 景 象
……沿盘山公路往山上行
驶9公里，经过一个大的转
弯后，山坡上零散地分布着
几户人家映入眼帘，这便是
德钦县拖顶乡拖顶村上德
通村民小组了。

3 月 24 日农历二月初
八，是拖顶乡傈僳族群众的
传统节日“骇吉”节，不同于
纳西族“三朵”节，拖顶乡傈
僳族群众的“二月八”具有
自己的特色。德钦县文联
的扎西尼玛老师介绍说：

“上德通村的傈僳族会讲藏
话，二月八这天纳西族过的
是‘三朵’节，而这里的傈僳
族群众过 的是‘骇吉’节，
叫法不一样过法也不一样，
他们的民俗很有意思。”让
记者忍不住跟随他们去一
探究竟。

在 这 个 特 殊 的 节 日
里 ，这个只有 27 户人家的
小小傈家山寨的新生活令
人振奋。改革开放 40 年
来，村里的生活环境和村
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小小节日意义不小
下午 1 时许，村里的党

员活动室前的球场上已架
起了一堆柴火，周围的松
树枝上都挂着缩小版的哈
达，村民说：“这些都是为
晚上的活动准备的，每逢

‘骇吉’节这天，除了下午
的歌曲传唱以外，晚上的
篝火晚会也会通宵进行。”
而此时，村里不管男女都
集中在固定的一户人家准
备着过节的食物，洗菜、切
菜、和面、煎饼……大家分
工有序、通力合作，不一会
儿，鲜香的烤土猪肉和煎
饼便被端上桌来。

吃过午饭，村里的男人
们纷纷穿着藏装来到聚集
地，在桌上摆上些许瓜子糖
果等等小吃，再放上青稞
酒，便开始用藏语演唱叙事
诗歌《茶马古道古歌》，年长
的坐在最上方，再按照年龄
依次排开。据老人们介绍，
村里过“骇吉”节来源已久，

可以理解为春天天气转暖
了，村民们组织起来，一起
踏青郊游，期间举办的传统
活动，对于后辈有很大的教
育意义，所以这个节日传承
至今。

据村民小宝介绍，传唱
的诗歌以雪域高原为中心，
描述了茶和稻谷的来源，勾
勒出茶马古道东起汉地，西
至印度的路线，同时还歌唱
本民族的历史，教育子孙后
代要学习继承发扬老一辈
艰苦朴素的品质，珍惜今天
来之不易的生活。由于以
前的生活条件有限，识文断
字的人很少，所以当地的傈
僳族便通过传唱和舞蹈的
方式，把自己的历史和想要
教育后人的话以这种口口
相传的方式保留至今，可以
说是当地活着的傈僳族“史
记”和“教育读本”。

夜晚 8 时左右，分散在
各个角落的村民都聚集到
党员活动室前的球场上，
身着藏装的村民随着熊熊
燃烧的篝火边唱边跳，直
到第二天清晨太阳缓缓升
起 才 休 息 。 小 宝 告 诉 记
者，此时人们唱跳的内容
则是爷爷、奶奶、叔叔、阿
姨到父亲、母亲等生活角
色的传统责任，目的是教
育人们要尊老爱幼、邻里
间要互帮互助互爱。“通过
音乐和舞蹈，可以听到过
去的声音，了解过去的生
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是很有意义的。”小宝说。

小宝告诉记者，虽然这
个村子只有 27 户人家，但
因为居住分散，以前住得远
的村民根本无法来参加活
动，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
步和经济条件的持续提高，
上德通村民小组的传统节
日比以前要隆重许多，整个
村子几乎全家出动。

生活环境大变样
现在的上德通小组，水

泥硬化路铺到村民家门口，
一盏盏路灯照亮了村民夜
晚回家的路，每家每户都能
喝到清澈的自来水，房屋不
算高大但整洁明亮，厨房里
以前架着三脚的火塘被干
净节柴的铁皮火炉取代。
放眼望去，家家都安装了太
阳能热水器，各类家电已经
不是什么稀罕物件，家家户
户都购买了摩托车，条件好
的购买了轿车，人们出行更

加方便快捷……
村民秀英拿出各色小

吃和水果招待远道而来的
客人和亲友，还为客人们切
上一碗原生态的腌蔓菁丝，
在饮食上既接受外来文化
也保留着传统的习俗。秀
英现在 30 多岁，对于小时
候家里和村里的条件和环
境还记忆犹新：“记得小时
候家里连张像样的凳子都
没有，一家人都是围着火塘
席地而坐，每逢过年过节采
来青松毛铺在地上，防止一
年才买得起一套的新衣服
被弄脏。当然这个习俗还
有其他意义，一直传承至
今。”只见秀英家的厨房里
即使铺了强化地板，但在

“骇吉”节这天仍然会在上
面铺满绿色的松针，这是寄
望着新的一年顺利圆满。

“在我小时候，进村的
山路是羊肠小道，有条件到
乡里购买米面等生活用品
的时候，不管多重都只能背
回来，很是辛苦。我们读书
也要走上几公里山路。后
来修了通村的土路，出行虽
然方便了很多，但每逢雨天
就泥泞不堪，去年通村的硬
化路修好以后，彻底告别了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的尴尬，出行方便多了。”秀
英说。

除了出行条件得到极
大改善外，令秀英印象最深
刻的还是饮用水。由于上
德通小组地处半山腰上，坡
度较大，从前缺水的现象经
常发生。“以前没有条件，村
民们只能从山上砍来树木
做成水槽，把水从离村子几
公里以外的地方引到村子
里来，再用较粗的树木制成
大水桶储水，但每逢天干缺
水的季节，储存的水很难维
持整个村的人使用。那时
候，有的村民甚至要从1公
里以外的地方背水，现在自
来水管安装到了家里，用水
很方便，而且水质也比以前
好多了，我们喝着也放心。”
秀英回忆道。

不仅如此，秀英家的居
住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从我记事起，家里
的就房子很小，冬天冷了一
家人就挤在火塘边，卫生条
件也很不好，”秀英边做介
绍，边做着晚饭，炖鸡、炸
鱼、炸腰果……各色的食材
在秀英勤劳的手中逐渐变

成飘香的美食，“前几年我
家盖起了新房，现在除了一
人住一间房外，还可以留出
几间作为客房，房屋宽敞明
亮，父母亲都很满足。”

即使生活条件越来越
好了，但当地人仍然遵从着
以前的传统。“骇吉”节这
天，家族里的小辈到长辈家
拜年，也仍然只送一瓶青稞
酒、一饼砖茶，亲朋好友到
长辈家做客，同长辈拉拉家
常，听听长辈对自己的劝解
和教导，这样的节日少了些
攀比、多了些真诚，一家人
团聚的意义也显得愈发重
要起来。

村民收入节节高
秀英还告诉记者，随着

生活条件的提高，前些年她
有了一些本钱，于是在拖顶
乡政府所在地开了一家饭
店，生意还不错，她的弟弟
小宝则在村里建的重楼基
地帮忙，一年下来也有不错
的收入。“近几年党和国家
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好，我家
一共3口人，一年下来各项
惠民补助就有1万多块钱，
村里人口多的人家补助更
多。”小宝说。

近几年来，拖顶村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白芸豆种植，
拖顶村党总支书记阿娃告
诉记者，老百姓种植玉米、
洋芋等传统农作物，每公斤
的卖价不会超过2元，而白
芸豆的价格在 8-10 元/公
斤，经济价值比玉米高出
5-6倍，经过多年的发展和
技术改良，白芸豆的产量和
品质都在持续提高，已经成
为当地百姓脱贫致富的重
要经济作物。“去年村里一
农户种了 20 多亩白芸豆，
光是白芸豆一项的收入就
达5万多元，再加上惠民政
策补助资金和种植少量中
药材的收入，已然脱贫迈上
了小康之路。”小宝说。

除了白芸豆外，村里每
家每户都还种植了重楼、当
归、桔梗等药材，每年或隔
年都会从中获得收益。村
里的百姓都在感叹：“现在
政策这么好，今天这样好的
生活放在以前是想都不敢
想的事，非常感谢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帮助！”

■特别报道

上德通村民小组。

硬化路通到家门口，村民出行方便许多。

村民们围着篝火跳舞。

男人们身着藏装传唱歌曲。

屋里铺满绿色的松针，寄望着新的一年顺利圆满。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期报纸，是“瘦身”过
后的《迪庆日报》，是站得更“挺拔”的《迪庆日
报》。

1988年创刊的《迪庆日报》，在一代代报人
的努力下，从四开小报发展到对开大报，走过了
三十年的激昂岁月。30年来，我们不忘初心，思
想为笔，激情做墨，以“党报性质、大报风格、晚
报特色”为着力点，以“权威性、公信力、本土性、
时代感、大视角”为定位，忠实地记录着迪庆这
片如意宝地日新月异的变化。

因为珍惜，所以不敢随意；因为追求完美，
所以万般挑剔。我们在反思自己，盘点过去，
唯有这样，才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实现我们
和广大读者一起共建美好精神家园的夙愿。
今天，我们对报型作了“瘦身”，采用了国际著
名大报以及国内众多报纸的“黄金报型”，极大
提升读者的阅报舒适度，让《迪庆日报》更美
观、更时尚、更简约、更方便。同时，借助改“瘦
报”之际，我们将在内容上大力推进新闻改革，
提高报纸的可读性和亲和力。

30 年来，我们和您一起走过；未来，我们
将牢记使命，以最温暖的陪伴，与您携手同
行。我们将付出更多的努力，也真诚期盼您一
如既往地支持！

傈家山寨万象新
—— 拖顶乡拖顶村上德通村民小组见闻

●王靖萍

《迪庆日报》改版致读者

在人与人的交际中，初次见面时对方的仪
表、风度所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往往形成彼此
日后交往时的基础。第一印象可说是“先入为
主”，但是，我们不可以迷信第一印象，因为依
据其固然可以了解一个人，但却是不全面而有
失公允的。仅凭主观的第一印象来判断一个
人，会让我们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难免出现
识人方面的错误。

《三国演义》中，庞统，号“凤雏”，是一位与
“卧龙”诸葛亮齐名的谋士。在赤壁之战时避乱
于江东，被鲁肃推荐给周瑜，入营献“连环计”，
致使周瑜火攻成功。周瑜去世后，诸葛亮借吊
孝之际拉拢庞统，并写荐书一封劝其投靠刘
备。同时鲁肃也将庞统推荐给孙权，孙权见到
庞统相貌丑陋，又见他傲慢不羁，更觉不快。最
后，孙权竟把奇才庞统拒于门外，尽管鲁肃苦言
相劝，也无济于事。

于是庞统被鲁肃荐往荆州投靠刘备，到荆
州庞统并不拿出鲁肃、诸葛亮二位的荐书，刘
备见庞统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又行为狂傲，认
为此人必无大才，并不予以重用，仅让他当了
个小小的耒阳县令。诸葛亮回来后，见刘备这
样处置，大为吃惊，说明庞统就是人称王辅之
才的“凤雏”先生。刘备急忙去请庞统，委以重
任，这才握手言欢。从此庞统终生辅佑刘备，
立下汗马功劳。

外表的美丑带来的第一印象往往会欺骗人
的眼睛。孙权凭着第一印象以貌取人，失去庞
统这个送上门来的人才；而刘备的以貌取人，
忽视了庞统，结果差点失之良才。

在交际中，第一印象等于给交际对象贴上
了一个标签，这时我们就难
免不形成偏见。当我们循
着偏见之路前行的时候，朋
友和机会往往会被我们拒
之千里之外。因此在与陌
生人交际时，我们切不可被
浮浅的第一印象所困。

别被第一印象所困
◆陈甲取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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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青 摄

成都吃客 我州防震减灾成效显著 心存敬畏话戒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