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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五个小时左右到达日喀则市区，继续采购一些耐

储存的蔬菜和日用品，再开车行驶四五个小时，就到达

昂仁县城，当晚再买好新鲜水果、蔬菜，第二天一大早

从县城出发，在路况不出问题的前提下，晚上7点多才能

到达村里。

2 0 1 1 年 的 时 候 ， 宁 果 乡 还 没 有 通 电 。 村 委 会 有 县

上给配备的两块太阳能光伏板，驻村工作队也配备了两

块，充满电的蓄电池每晚可让大家看两个小时的电视，

并 保 证 手 机 能 续 电 。 但 遇 到 风 雪 天 气 ， 供 电 就 没 了 保

证。“那年冬天风雪也特别大，我刚去就遇到间歇性的

大雪封山，我和我们副院长在村子足足待了一个月没能

下山休整。”徐伍达回忆说，当时他虽然已经在拉萨工

作生活了几年，但来到海拔4900米的牧区，他也和同事

们一样会有高原反应，头疼得整晚整晚睡不着。

第一批驻村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要将村子的基本情

况进行摸底，然后帮村子搞基础规划。在高寒缺氧地区

走访牧民，有的人家住得比较远，一走就得一整天，对

体力是极大的考验。但正是在这里，徐伍达开始将自己

掌握的理论与眼前看到的现实相互联系起来，成为他后

来渐趋转向田野调查的开始。

徐伍达说，在宁果村的半年间，他的触觉才开始真

正扎根大地。他和同事走村入户，在牧民家坐下来边喝

酥油茶边聊天。“牧民是最纯朴的，与外界接触也少，

你问他们什么，他们都愿意给你说。”很快，村子里这

家与哪家是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每家的经

济、婚姻状况是什么样的，工作队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从 2 0 1 1 年 年 底 开 始 ， 西 藏 社 会 科 学 院 为 宁 果 村 协

调解决人畜通行桥梁与冬季牲畜的暖棚问题。早在研究

生阶段，徐伍达和导师就关注过这个问题，他们调研发

现，西藏牧区积温不足，出栏周期长，是致贫重点问题

之一。“我们的扶贫项目解决了宁果村牲畜冬季在户外

掉膘的问题，缩短了牧民的饲养周期，加快了市场变现

能力，这对他们收入影响非常大。”这个结果，让徐伍

达倍感欣慰。

从宁果村返回单位后的当年年底，徐伍达又来到了

芒康县帮达乡毛尼村驻村。

徐伍达从藏西到藏东，从纯牧区到半农半牧区，而

且都是驻村半年，但他发现两次驻村工作之间存在很大

变化。“在外人的眼中，这两个地方都是农牧区，可从

自然环境到交通条件，再到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那真

是天差地别。”帮达海拔不到4000米，曾是唐蕃古道、

茶马古道川藏道、滇藏道交汇的地方，也是20世纪初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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