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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民生

两位青藏高原姑娘聊大求学
分别来自傈僳族和门巴族，各自独行万里来到水城

9月4日上午，聊城大学2010级7997名本专科新生入学报到，学校邀请30多名新生家长

举办“感知聊大、共谋发展”新生家长访谈活动，家长参观了东校区翰苑餐厅并在餐厅用

餐。“看到孩子在学校啥都能吃到，这下放心了。”家长参观后说。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看看孩子在学校都吃啥

本报聊城9月5日讯(记

者 邹俊美) 9月4日，聊大
新生报到处，来了一位傈僳

族新生和一位门巴族新生，

他们都是独自一人辗转来到

聊城的，门巴族新生光火车
就坐了四天四夜。

4日上午，一位脸上稍

带一点高原红、大眼睛、高鼻

梁的女孩，手提一个大包，背

着一个小包，来到聊城大学

新生报到处。这位女孩长发、

草帽、白色稍显宽大的T恤、

淡蓝色和白色相间的拉裆

裤，打扮得很个性。她是聊大

商学院工程管理专业新生，

来自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香格里拉)德钦县，傈僳族，

汉文名字晶灵，傈僳族名字

南吉兰楚，今年20岁，会藏

语、傈僳语和纳西语。8月31

日，晶灵独自坐飞机从昆明

到济南，当天又从济南坐汽
车到聊城。

“这边太热了，我一直在

出汗。”晶灵操着不很熟练的

普通话说，德钦县海拔5000

多米，气温比较低。晶灵说，

傈僳族人多以酥油茶和糌粑

为食，她上高中时经常吃馒

头和菜，希望聊城的伙食她

也能吃得惯，但她还是准备

了药。晶灵说，报志愿时就想

离家远一点，接触新思想。

“听着聊城地名很舒服，在网

上查到聊城大学建得也不

错，就报考了。”

次仁曲宗来自西藏自治

区林芝地区墨脱县背崩乡，

门巴族人，是聊城大学文学

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一新

生，也是一个人来报到的。

8月31日早上9时左右，次
仁曲宗带着三大包的行李坐

了一天汽车到拉萨，又从拉

萨坐了三天火车到北京。在

北京换乘抵达聊城的火车，

于9月3日下午4时到达聊

城。次仁曲宗说，上高中

时，因为路程比较远，三年

只回家两次，上大学她也打
算少回家。

次仁曲宗说，墨脱县背

崩乡离印度比较近，受印度

洋暖气流影响，气温比较高，

她觉得聊城的气温正合适。

她最担心的是吃不惯聊城的

面食，因为在家里都是吃米

饭。

聊城大学商学院领导介

绍，聊城大学面向全国招

生，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来

到聊大，他们将尽量给少数
民族学生提供各种帮助。校

园餐厅也早就设立了清真窗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