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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去西藏普玛江塘乡，飞机、火车、汽车，一路辗转。

那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5373米的字样被描刻在石碑上，前方是飞扬的尘土，背后是巍

峨的雪山。那里环境恶劣，氧气不足海平面的30%，即使是当地人，太剧烈的运动后也不可避免地会有

些高原反应。

这里，有一座幼儿园——措果村幼儿园。园里有 12 个孩子，2 名专任教师（算上园长），2 名外聘教

师和1位厨师。

而作为园长的米玛次仁，对杭州有份特殊的牵挂：一直想找到当年资助他的两位杭州姐姐。

当年那个藏族初中男生，一直难忘7年前西湖边的相聚

中国海拔最高幼儿园的园长
想要找到两位杭州姐姐

本报记者 王怿婷 文/摄

海拔5373米的乡幼儿园
园长是个90后男生

普玛江塘乡海拔5373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行

政乡。

在这里，刚刚修建起来的幼儿园，外墙红蓝配

色，连门牌都还没来得及挂，欢声笑语已飘出院墙。

园长米玛次仁是个男生，1991年生的。

孩子们黑乎乎的小脸蛋上带着点高原红，初见

面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在园长的带领下边鞠躬

边对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说着“你好”。孩子们

正在吃午饭，园长一边看着孩子们，一边介绍当地的

情况和孩子们的家庭情况。

12 个小朋友被分为大中小三个班。最小的四

个孩子都只有四岁，是今年刚招进来的，需要格外照

顾。米玛次仁说：“打饭、吃饭、喝水、上厕所等等，我

们都要照看到。”大班有五个孩子，其中有个叫加央

顿珠，他家一共有三个孩子，由于父母没什么手艺，

加上家里牦牛又少，所以经济条件相对困难一些，园

长平时也会更加关注他。

和小朋友聊梦想、谈未来，是米玛次仁很享受的

事情。孩子们的梦是什么？是遥远的城市，还是眼

前的家乡？孩子年龄不大，想法可不少。有些说长

大了要去开大车，有些说长大了要当老板，有人要留

在家里照顾妈妈，还有人想去远方看一看⋯⋯

平时住在幼儿园
周末回拉萨陪家人

事实上，米玛次仁一开始并不在措果村幼儿园

任教。2014年他参加工作，当时是在章法乡扎余村

小学任教。这个小学的海拔也在 4000 米以上。当

时学校里设了一个学前班，他既要给学龄前的幼儿

上课，也要教小学生。过了几年，学校建起幼儿园，

他就专职在幼儿园工作了。

彼时身兼小学和幼儿园的工作，是不是更累？

米玛次仁一听这个问题，摇了摇头说：“其实现

在更辛苦”。从地理位置看，普玛江塘措果村幼儿园

海拔 5373 米，比原先工作的小学海拔高出 1000 多

米——这几乎是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措果村幼儿园还没通水，打水需要去 500 米外

的水井。米玛次仁一般开着三轮车，装着四五个大

桶去运水。“接过来的水差不多能用一周。不过这样

的日子也不会长了，接下来园里应该能挖井了，我已

经打了申请”。米玛次仁说。

幼儿园越来越好，而米玛次仁却离他的小家越

来越远。为了方便照看孩子，他一直是住在幼儿园

里的。每天早上九点半起床，洗漱，吃饭。十点半

左右，家长会陆陆续续送孩子来幼儿园。接下来

的一天，园长都细心照看着孩子，直到吃完晚饭送

走孩子们，这一天才算是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

间。这时候他会给留在拉萨曲水的家人打个电

话，和自己的孩子聊上几句。到了周末，他才能赶

回拉萨陪陪家人。

他在绍兴上了初中
对两位大姐姐一直念念不忘

说起杭州，米玛次仁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请

记者帮忙：我想找到两位杭州的姐姐。

2014年，米玛次仁在浙江绍兴西藏民族中学念

初中，那时学校和杭州有帮扶活动，有两位杭州的姐

姐资助过他。后来，他回到了家乡，开始了教育工

作，却与两位姐姐失去了联系，只留下一张旧照片。

照片是在杭州西湖边拍的，那是米玛次仁第一

次来到杭州，也是他唯一一次与姐姐们见面。“对杭州

的印象很好，可惜后来再没有来过了，以后有机会一

定还要再来的！”没有巍峨的雪山，没有成群的牛

羊，独在异乡的少年也没有感到孤单与不适。西湖

边，一餐饭、一张照片、亲切的交流⋯⋯十几岁的少

年铭记至今。

现在，米玛次仁想找到这两位姐姐，向她们表达

一下感激之情，“就寄一些西藏的特产，然后说一下

我的近况吧，我也挺想知道她们的情况的。”

希望有认识这两位好心的姐姐的朋友联系我

们，我们一定会及时将信息传达给米玛次仁园长。

当年和两位杭州姐姐的合影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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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果村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