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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剑平

对于 90 后羌族姑娘蒲恩亚来说，目

前是她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利用电商平

台，她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优质

的水果卖到了全国各地。

在羌寨自主创业的姑娘不多，做电子

商务的更少，小蒲姑娘注册了一个叫阿果

家的品牌，经常开车行驶在海拔 2000 多

米的盘山公路，扛着麻袋装卸水果，是名

副其实的“女汉子”。

2008 年 5 月 12 日 四 川 汶 川 发 生 特 大

地震时，蒲恩亚正在汶川县城威州中学高

二的教室里。在地震中，这所中学没有被

震垮，但已经无法正常教学，学生被疏散

回家。两个多月后，她与同学被通知到成

都一所学校复课。

蒲 恩 亚 参 加 了 2009 年 高 考 ， 享 受 了

少数民族加分政策，考入西华大学工业工

程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蒲恩亚应聘到

一家快递公司的四川分公司做了一名销售

员，负责水果快递业务的拓展。

当时，快递公司在阿坝州还没有发展

起来，不少快递公司只是在汶川县、理县

设立一个临时点，做完水果销售旺季业务

就撤走人马。

阿坝州内高山峡谷多，土地零散分布

在山间、河谷，这一带独特的地理环境和

气候适合多种水果的生长。

看 到 本 地 电 商 市 场 的 空 缺 ， 蒲 恩 亚

2015 年 10 月从快递公司辞职回到阿坝州

自主创业，在网上卖家乡出产的冰糖心苹

果。她每天一早到山上收购新鲜水果，晚

上回家后打包给客户发快递。

2016 年 3 月，阿坝州在物流发达的汶

川县城建起了州电子商务发展中心，给返

乡从事电商创业的年轻人提供仓储、物流

等基础设施，蒲恩亚进驻这里并注册阿果

家品牌，把业务延伸扩展到汶川、理县和

茂县一带。

较之其他一些电商卖家，这名羌族姑

娘集中收果、干线冷链配送，用快捷的方式

让阿坝州各类鲜果走出大山。

在汶川县城的电子商务中心仓库，蒲

恩亚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

阿坝州内产的车厘子在常温下保鲜期只有

两三天。在采摘季，每天 6 时就要开始采

摘，10 时必须到库房，做一两个小时的

预冷，再分选打包，18 时之前贴好快递

单放上快递车，送到机场的航空快递专机

或班机。上海、杭州等地的消费者，从在

网上下单到收货只要 48 小时左右。

阿果家电商平台覆盖着汶川县几百家种

植户，并优先采购、销售贫困户种植的水果。

“搭上互联网销售快车后，卡子村车

厘子的品牌更加吃香了。”卡子村村委会

主任王强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

绍，他家果园一年销售收入二三十万元。

现在村民们都知道，车厘子种植时农药不

能超标，不能追求产量与果子大添加农药

化肥，这样会降低水果质量、口感不好，

无法长远发展。

同时，蒲恩亚还向汶川、理县等地果

农提出电商发货标准，分级和分海拔产地

制度，对于符合种植标准的果农给予保护

价收购；联合农户、合作社做专业种植、

培训，利用淘宝直播等工具，把当地农产

品推广出去，提高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

蒲 恩 亚 说 ，2013 年 开 始 有 外 地 电 商

进驻汶川销售车厘子，所占市场分量比较

小 。2015 年 以 后 当 地 政 府 对 农 户 进 行 培

训，教果农利用手机淘宝卖车厘子。

蒲恩亚打造的阿果家电商品牌获得了

四川省川创投的项目投资，今年重点对接

沃尔玛、华润万家、天虹、步步高超市，

以及天下兴农、聚划算、农村淘宝等平台

合作，销售阿坝州 5 月的车厘子、樱桃，

6 月的枇杷，7 月、8 月的青红脆李，以及

松茸、蜂蜜、菌类等农产品。

羌族姑娘蒲恩亚：

让阿坝的鲜果走出大山

通讯员 姚 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 超

从 海 拔 4220 多 米 的 青 海 省 玉 树 藏 族

自治州曲麻莱县，辗转 3000 多公里，来

到“人间天堂”——苏州，对今年 11 岁

的白玛措毛来说，这次“春游”很特别，

她不但看到了满眼的绿色，还和伙伴们一

起感受了江南的小桥流水，这是她在这个

春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4 月 20 日 上 午 ， 从 青 海 西 宁 驶 来 的

K2185 次列车，缓缓停靠在苏州站。一群

身着藏族特色服饰的大人和孩子出现在人

群中，他们是来自曲麻莱的 36 名学生与 7
名老师。

这 些 孩 子 第 一 次 走 出 高 原 ， 走 出 大

山。他们乘坐大巴车，然后乘坐火车，历

经 30 多个小时才来到这里。

“旅途很累，但是孩子们都很兴奋。”

带 队 教 师 卓 玛 说 ， 江 南 的 绿 色 很 有 层 次

感。除了绿色，还有不同种类的鲜花，有

着不同味道的花香。

孩子们能走出大山看苏州，是苏州市

吴中区光福镇“七彩阳光”和玖玖公益志

愿者们共同的心愿。3 年来，玖玖公益联

合会积极对接格桑花西部助学，搜集西部

地区的贫困儿童信息，联系苏州及周边的

爱心人士，进行“一对一”资助。此次来

苏州的孩子是由“七彩阳光”志愿服务依

托“玖玖公益”平台捐助的。

这些孩子分别来自曲麻莱 3 所不同的

小学，年龄最小的读二年级，最大的读五

年级。在志愿者面前，孩子们不善言辞，

只是一个劲儿地笑着点头，嘴巴里偶尔蹦

出几个简单词语，比如“吃得好”“住得

好”“很漂亮”“开心”。

“ 在 这 边 ， 连 蔬 菜 我 都 觉 得 特 别 好

吃！”14 岁的噶玛闹布脸蛋红彤彤的，说

话时眼睛里放着光。今年正在读四年级的

他是个孩子王，有爱心人士资助了他上学

期间的生活费。

卓玛老师说：“这次来苏州，安排了

他们和资助人见面，平时距离太远了，很

难见到这些好心人。这次好不容易能见一

面，我们都很期待。”

白 玛 措 毛 是 一 名 孤 儿 ，“ 七 彩 阳 光 ”

的 志 愿 者 徐 欢 是 白 玛 措 毛 的 资 助 人 。 原

来，徐欢准备资助她完成初中学业，但是

今年白玛措毛被送到了孤儿院，徐欢没办

法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续捐。于是，她和

白玛所在学校校长沟通，希望可以帮助白

玛在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并愿意资助到大

学毕业。

一年前，徐欢和一些志愿者曾到青海

玉树看望孩子们，当地恶劣的环境和孩子

们困苦的生活境遇深深触动了她。此次孩

子们的苏州之行，由他们一手策划。

在苏州的光福中心小学，来自青海的

孩子们与当地的孩子们见面，一起表演特

色节目，一起做拼图游戏。孩子们很快有

了变化，原来这些孩子害羞，不敢与陌生

人主动搭话，他们离开时，主动和学校老

师、保安打招呼道别。

卓玛说，来苏州的火车上，他们总是吵

吵闹闹还到处跑，几个带队老师不得不每

隔 一 段 时 间 去 看 一 下 他 们 ，“ 每 次 火 车 靠

站，我们都会高度紧张，怕他们跑丢⋯⋯”

回 乡 火 车 上 ， 孩 子 们 明 白 了 “ 纪

律”，明显懂事多了。很多孩子捧着捐赠

的图书，看得很认真。

在 7 天的“春游”里，孩子们身上出

现 的 积 极 变 化 ， 让 志 愿 者 们 感 到 惊 喜 。

“玖玖公益”创始人何建金说：“我们希望

孩子们不仅能得到学习生活上的保障，还

希望他们能走出大山，看看外面世界的精

彩，感受祖国的美好。”

玉树儿童在苏州

“看看外面世界的精彩”

汪继生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洪克非

“喳秧丛在古生底，夷令会贵绿尤尤

（瑶语，意为‘茶叶种在高山上，一年四

季 绿 油 油 ’） ⋯⋯” 风 和 日 丽 的 “ 五

一”，湖南省常宁市塔山瑶族自治乡松塔

村下塔园的茶山上，一群身着瑶族服饰的

阿姐正在采茶唱山歌。

塔山“云雾茶”长年生长在云雾缭绕

的地方，品质上佳。而奔波穿行于大山中

的“电力扶贫队”为塔山乡发展茶产业，

“拔穷根、摘穷帽”打好了根基。

4 月 17 日，常宁市供电公司农网改造

施工队对通往松塔村茶叶种植示范基地的

线路进行改造。由于地势险要，施工队只

能在沿路的石头上凿孔立杆打拉线。

10 多 年 前 ， 塔 山 乡 由 地 方 供 电 系 统

供 电 ，2008 年 的 冰 雪 灾 害 ， 将 原 本 薄 弱

的供电设施摧毁殆尽，该乡 13 个村重回

“煤油灯时代”。地方供电系统无力帮助乡

民 恢 复 供 电 ， 国 网 衡 阳 供 电 公 司 开 始 接

管。他们筹措资金，在崇山峻岭中架设线

路，让整个塔山乡全部用上了国家电网的

电。

这几年，为让塔山乡早日摆脱贫困，

在各级政府的关注重视下，一场扶贫攻坚

战打响了。考虑到 10 年前灾后重建的供

电 设 施 已 不 能 满 足 如 今 塔 山 乡 的 发 展 需

求，电力成了扶贫攻坚的先锋。“此轮农

网 改 造 ， 是 在 巩 固 原 有 供 电 设 施 的 基 础

上，根据实际发展供需关系，进一步完善

优化网架结构，覆盖了塔山乡所有的行政

村，重点要满足生产用电。”常宁供电公

司主要负责人彭坚介绍当前塔山乡电网改

造情况。

在塔山乡松塔村供电台区，村里制茶

作坊深加工电压不稳，带不起大功率烘炒

机 械 ， 产 能 效 率 低 。 2017 年 10 月 网 改

前，常宁供电公司“电力扶贫队”针对该

村这一情况，多次实地勘察，在了解该村

用电需求后规划布点。

“电的问题解决后，村里茶叶深加工

产值大幅提高。”看到这样的变化，“电力

扶贫队”成员特别兴奋。

松塔村沙子糙组，处在塔山乡供电线

路真正“最后一公里”的山上。46 岁的

瑶 族 大 姐 盘 莲 英 和 其 他 5 户 瑶 民 住 在 这

里，由于距离远，原来供电的两相电源，

只能保障山上几户瑶民家庭的生活用电。

盘莲英手工制茶 20 多年，近年茶叶行情

好 ， 收 益 也 好 ， 去 年 她 开 垦 种 了 4 亩 茶

园，为半机械化加工做好了准备。然而，

原有的电力负荷不能满足她的需求。经过

负荷测算，“电力扶贫队”对该段网改规

划布点进行了调整，将三相动力电接到了

盘莲英家门口。

截至目前，整个塔山乡完成“柴改电”

的中小型制茶企业有 12 家，改造期间，常

宁供电公司“电力扶贫队”全程安排专人配

合指导，改造后的制茶工艺、效率、降本、节

能环保等方面都得到全面提升。

瑶乡里的扶贫队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桂 杰

2016 年 7 月 23 日 ， 陈 飞 在 微 信 朋 友

圈中写了 10 个字：三年一轮回，从心再

出发。4 天之后，7 月 27 日，陈飞作为中

央第八批援藏干部到达拉萨，挂职西藏自

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开始了 3 年的援藏工作和生活。陈飞是国

家民委派出的第一位援藏女干部，在她进

藏的同时，她的爱人由中央统战部派往四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挂职锻炼一年。在上

有 老 下 有 小 的 情 况 下 ， 夫 妻 二 人 克 服 困

难，同时服从组织安排离京援藏。

陈飞到西藏的第一天，就由于缺氧在

房间卧床 3 天，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她每

天都必须靠吸氧才能入睡。“但是这一切

都没有成为我工作的阻力和绊脚石，也没

有成为我向组织申诉的借口和推辞。两年

来，我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请过一次假，更

没有因为恶劣的高原环境擅离职守，严格

按照中组部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对于援藏

干部的管理要求，保持较高的在藏率和在

岗率。”陈飞说。

在她的微信朋友圈，朋友们看到的始

终是一个在工作中具有强烈的获得感和享

受劳碌的陈飞。

2016 年 8 月 20 日 ： 前 几 天 ， 朋 友 拍

摄的纳木错的星空，被女儿临摹成画送给

我，这件礼物叫做 《想念》。

2016 年 8 月 25 日 ：“ 一 家 亲 ”送 医 活

动 ，从 四 川 甘 孜 到 西 藏 拉 萨 ，中 间 辗 转 云

南、贵州、宁夏、新疆、内蒙古、海南⋯⋯越

过无数高山平原，河海沙丘⋯⋯怀着对民

族地区的关爱，踏着说走就走的节奏，披星

戴月年复一年，海拔 4300 米之上是医生也

是病患，有牺牲更是奉献。好爱这个活动，

好爱这样的工作，一点一滴，同心共筑，聚

爱成川。

2016 年 10 月 12 日：半个月，沿喜马

拉雅山脉北麓，翻山越岭，日夜兼程，8
次翻越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山峰，把爱送

到西藏边境地区儿童手中。

⋯⋯

“ 墨 脱 是 一 般 人 进 不 去
的，能去那里真的是缘分”

为了检查精准扶贫项目的完成情况，

陈飞走进那条通往墨脱县背崩乡檫曲卡茶

场的路，那是一条布满浅沟深壑泥泞不堪

的路。2017 年 11 月，他们一路行车充满

艰辛。陈飞说，檫曲卡茶场美不胜收。目

前 ， 墨 脱 县 茶 叶 种 植 面 积 已 达 5000 多

亩，正在向两万亩的目标进发。

“现在回忆起那条路，觉得是一条通

往脱贫的路、创新的路、富裕的路，会越

来越开阔。”陈飞说，“墨脱是一般人进不

去的，能去那里真的是缘分。”

在距离拉萨市区 20 多公里的曲水县

四季吉祥村，陈飞结识了村第一书记索朗

央吉，索朗央吉出 生 于 1982 年 ， 网 名 叫

“ 札 达 土 林 上 的 星 星 ”。 就 在 陈 飞 一 行 人

调 研 前 几 个 月 ， 那 里 还 是 一 片 荒 芜 的 土

地 ， 而 正 是 她 带 领 着 众 人 辛 苦 建 设 ， 让

这 个 从 周 边 异 地 搬 迁 重 新 组 合 的 新 村 焕

然 一 新 。 听 说 陈 飞 从 国 家 民 委 来 ， 她 特

别 兴 奋 地 对 陈 飞 说 ， 她 从 国 家 民 委 组 织

的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培 训 中 受 益 良 多 ， 回 到

村 子 后 ， 开 始 在 工 作 中 尝 试 新 思 路 新 模

式。

陈 飞 对 中 国 青 年 报 · 中 青 在 线 记 者

说：“我第一次感觉民族工作的顶层设计

对基层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促使

他们的生活发生着质的变化，觉得自己平

时琐碎的工作都高大起来。”在索朗央吉

的带领下，目前的四季吉祥村已经成为拉

萨乃至整个西藏脱贫标本和致富模范。索

朗央吉也因为出色的工作获得了 2018 年

西藏青年五四青年奖章。

“援藏工作让我的生活打
开另一扇窗”

2016 年 10 月 29 日，陈飞作为西藏善

缘基金会的志愿者，首次走进震后恢复平

静的日喀则，探访失去父母的孤儿。到了

福利院，陈飞发现，那里的硬件设施近乎

“完美”，崭新的操场和洒满阳光的宿舍，

干净整洁的被褥和摆放整齐的洗漱用具，

精心布置的板报和窗明几净的楼道。一个

孩子情不自禁地拉着她的衣袖，眼睛里面

全是渴望交流和渴望被爱的神情。

陈飞说：“我感谢援藏工作让我的生活

打 开 另 一 扇 窗 ，找 到 让 我 重 新 出 发 的 起

点。”

不久后，作为这家基金会的志愿者，

她加入善缘 2017 关爱儿童行动，来到堆

龙德庆的郎巴村、桑苍村幼儿园和马乡中

心小学调研回访教学活动开展情况。在那

里，陈飞见到了郎巴村幼儿园的小班花、

5 岁的旦增色小朋友，她既漂亮又聪明，

拉着陈飞去参观她们的教室，并指着小书

包和水杯上自己的照片让她看。“原来她

和我的女儿一样，也是个粉红控”。

吃饭之前，没有想到的一幕发生了，

孩子们热情地把陈飞包围在教室中间，唱

起了刚刚学会的汉语版的“小星星”，还

欢 快 地 跳 起 了 舞 蹈 “ 小 苹 果 ”。 午 饭 前 ，

陈飞作为志愿者，教孩子们学会洗手。

陈飞说：“那一刻，忽然觉得特别不

舍得，孩子们一会儿叫我妈妈，一会儿叫

我老师。那些长期坚守幼儿园拿着微薄收

入的乡村老师，想起他们我心里就会涌起

一阵阵感动。”善缘基金会将在西藏 7 个

偏僻农牧区县 20 多个乡村继续推进让千

名儿童受益的关爱行动，陈飞也下决心要

继续参与下去。“为改善西藏农牧区儿童

成长环境，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她说。

“充满喜悦的人生时刻”

“孩子到西藏看望过你吗？”

“没有。”她说，家人一次都没来过，

父母年龄大又都患有高血压，不敢让他们

来，孩子平时功课多，所以也没有来过。

想念孩子时，陈飞会到拉萨的八廓街

去给孩子们补课。她说自己在街头辅导三

年级孩子的英语作业时，就像给自己的女

儿讲题一样自然亲切，孩子们放学后会在

八廓街街头的长凳上写作业，可谓是街头

一景。陈飞说：“一提到孩子都能推己及人。

工作之余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比生存形

态更有意义的生活姿态，和他们一起分享

哪怕只是瞬间的喜悦，也是由衷而充满喜

悦的人生时刻。”

女儿时常在微信中问妈妈是否“吃饱

吃好”？来西藏工作之后，陈飞发现单位

没 有 食 堂 ， 这 意 味 着 她 一 日 三 餐 ， 一 年

365 天的吃饭没有着落，这可能比一时的

缺氧更让她这个在家没下过厨的人难以克

服。还有一些情况，陈飞不敢告诉女儿，

也 不 敢 告 诉 家 人 。2017 年 9 月 的 一 个 周

末，她独自散步时，一个当地人驾驶的电

动车从背后撞上来，她的左腿受伤，车轮

子直接碾压左脚脚面，鲜血直流，由于语

言不通，事发突然，她自己打车去医院拍

片子缝针，没有要一分钱的赔偿。事后，

单位和领导来住处慰问，她发了一条微信

朋友圈，但并没有说自己受伤的事儿，她

不想让家人和朋友担心。

“忙的时候无暇想家。”陈飞说，“手

头的很多工作从援藏开始就一直在做，有

些正在进行，打算建立长效机制，其中很

多工作都不是我必须做或者组织交办的任

务，但都是我内心想做的事情。”

援藏干部陈飞：

“找到让我重新出发的起点”

陈飞和西藏幼儿园孩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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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的苗族姊妹节

日前，苗族姊妹节在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举行，当地数万名苗族同胞身着盛装参加了活动。图为当地少数
民族同胞在开幕式上表演节目。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