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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的拉萨，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

所副所长办公室，徐伍达针对西藏城乡融合正

在撰写一份对策建议。办公楼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一

种静谧的气息，让人不由得会将呼吸屏住一些，生怕破

坏了这种氛围。

徐伍达站起身，关闭了办公室的门，与记者聊起驻

村的话题，但涉及内容并不仅限于驻村，还有他的学术

研究，尤其是他对西藏乡村振兴的思考和对策建议。

从藏西到藏东

2024年的秋季，徐伍达将进入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

会学学院攻读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师

从杨明洪教授。他申请博士的论文之一是《藏东地区消

除绝对贫困的历史变迁》。

“我申请的这个研究方向，更偏重于人类学与田野

调查。”在徐伍达看来，自己对西藏农村的真正了解，

源自2011年底的第一次驻村扶贫。这次驻村经历，让他

接地气、长知识、开眼界。

西 藏 有 一 句 俗 语 ： 远 不 过 阿 里 ， 苦 不 过 那 曲 。 从

2 0 1 1 年 开 始 ， 西 藏 自 治 区 在 全 国 率 先 推 行 干 部 驻 村 帮

扶工作。“因为是第一批驻村扶贫工作队，各级领导非

常重视，我们社科院的首批工作队是由一位常务副院长

亲自带队。”当时自治区给西藏社会科学院安排了三个

驻村点，其中一个驻村点位于藏西的日喀则、阿里与那

曲三个地区交界处的昂仁县宁果乡宁果村。这里海拔在

4900米以上，按照规定，西藏驻村工作队轮换时间是海

拔4500米以下的一年一轮换，4500米以上可每半年轮换

一次。

2011年11月，正在内地休假的徐伍达接到院里首批

派出驻村的通知。接到通知后，他前往驻村的地方时，

必须要带上生活物资，因为那里属于高寒纯牧区，日常

所需的蔬菜、水果和粮油，都得到300公里以外的县城去

购买，而这光是土路就有200多公里，还要翻两座海拔

5000米以上大山。于是，从第一次驻村开始，大家就形

成了一条固定的行走线路：带着生活物资一大早从拉萨

徐伍达：大道无垠
 呼东方

他是十多年前西藏首批驻村工作队队员之一，也是全国社科院系统仅有的两位获得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的优秀代表之一。他的驻村体验，促进了他对西藏贫困问

题以及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刻认识。而为西藏贫困问题探寻解决之道，为已经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农牧民早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寻找方向，更是他继续学术研究的动力。

如何彻底解决西藏地区的贫困问题，与他这一代的西藏学人来说：斯文在兹，大道

无垠。

2011年底在日喀则昂仁县宁果村驻村的徐伍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