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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桑日电（见习记者 武沛涛）近

日，桑日县绒乡冲达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组织辖区 60 余名志愿者，开展今

年 1月至 6月积分兑换活动。

活动现场，按照积分统计表，依次

为志愿者们兑换了卫生纸、洗洁精、保

温杯、牙膏、洗衣粉等日用品。

“村里开展的志愿服务积分兑换

活动，不仅能兑换到实用的日用品，自

己的辛劳付出还能得到充分肯定。今

后，我将继续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兑换到礼品的志愿

者次旦卓玛说。

冲达村第一书记次曲玉珍表示，

开展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活动，既能调

动志愿者的积极性，弘扬志愿精神，又

能倡导文明新风，提升群众素质，为创

建文明和谐村庄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浪卡子电（见习记者 武沛涛）

为进一步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的消

费观念、学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高

学生对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非法

校园贷及其他非法金融活动的甄别、

应对和抵制能力，近日，农行浪卡子县

支行走进浪卡子县中学，开展以“反诈

拒赌校园行，共筑防骗‘安全墙’”为主

题的反诈防诈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宣传

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

诈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等法律法规，并向学生普及常见的非

法金融活动作案手法，梳理网络赌博、

跨 境 赌 博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非 法 校 园

贷、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案例，分

析、总结典型非法金融活动手段。

同时，工作人员通过以案释法、面

对面讲解的形式，为学生讲解电信网

络诈骗的主要表现形式、作案手法和

不断翻新的作案手段。告诫学生不得

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

互联网账号等，不得假冒他人身份或

虚 构 代 理 关 系 开 立 电 话 卡 、银 行 卡

等。通过有奖问答的活动形式，进一

步 增 强 学 生 对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的 警 觉

性，提高学生对诈骗的识别与防范能

力，全力筑牢反诈“防火墙”。

农行浪卡子县支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把反诈防诈宣传融

入日常工作，持续开展进校园、进养老

院等宣传活动，普及反诈防诈知识，不

断提升广大群众的风险防范能力，让

反诈防诈工作惠及千家万户。

本报扎囊电（见习记者 武沛涛）近

日，扎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全国食

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深入扎囊

县中学开展“尚俭崇信尽责、同心共护

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常见的食

品安全名词解释为切入点，为该校师

生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

品浪费法》等法律法规。

同时，重点从如何辨别伪劣食品、

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如何读懂食品标

签、如何正确健康饮食等食品安全小知

识入手，教导师生学会怎样购买合格食

品，并向师生科普食品安全知识，引导

和劝诫学生多吃蔬菜、水果等健康食

品，远离垃圾食品、不购买“三无”食品。

此外，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工

作人员从专业角度，现场解答师生提

出的各类食品安全问题。

扎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宣传活动增强了师生对

食品的辨别能力，营造了食品安全共

治共享良好氛围，进一步引导师生积

极行动起来，争做厉行节约粮食的践

行者。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

资料 400 余份、宣传礼品 300 余份、制作

横幅 1条。

农行浪卡子县支行

反诈防诈宣传走进校园

扎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株洲市第十批援藏工作组里的农业专家毛莎莎：

让高原苹果更加清脆香甜
本报见习记者 武沛涛 本报通讯员 李胜财

播下团结“种子”结出幸福“果实”
—山南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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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扎 囊 县 德 吉 新 村 ，一 排 排 整

齐美观的藏式楼房错落有致，一条条

宽敞平坦的道路四通八达，党群服务

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积分兑换超市

一应俱全，村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德 吉 新 村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团 结

村 ”，这 里 生 活 着 藏 族 、汉 族 、土 族 等

790 名群众，自搬迁入住以来，村里各

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绘就了一幅守望相助的美丽画卷。

近 年 来 ，山 南 市 坚 持 以 铸 牢 中 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创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四大工程”“六

项行动”为抓手，有形有感有效全力推

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动新时

代山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突出党的领导——
促进创建工作有序推进

自 治 区 第 十 次 党 代 会 提 出“ 四 个

创建”“四个走在前列”目标要求，将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作为首要任务。

山 南 市 审 议 通 过《关 于 以 铸 牢 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和战略性任

务 全 面 推 进 新 时 代 山 南 民 族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实 施 方 案》，专 题 部 署 和

推进山南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

工作。

山 南 市 注 重 分 级 分 类 创 建 ，把 模

范区创建与示范市创建同步统筹、一

体 推 进 ，把 打 造 民 族 团 结 创 建“ 升 级

版”与“微创建”紧密结合、有效衔接。

截至目前，山南市、琼结县、隆子县、错

那市和乃东区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市（县、区），全市创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12 个、教育基地 1

个、模范集体 13 个、模范个人 21 名；自

治 区 级 模 范 单 位 84 个 、模 范 集 体 151

个、模范个人 251 名。

此 外 ，山 南 市 坚 持 把 深 化 教 育 作

为基础性工作，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

个认同”。

同时，山南市常态化举办“中华民

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民族团结

进步主题书画大赛等主题活动，积极开

展“三个意识”宣传教育，大力推广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截至目前，山南市

分类分班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

活动 3300场次，覆盖群众 20万人次。

突出主题主线——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民族团结一家亲”……乃东区天

马广场上，民族团结宣传标语格外醒

目。“下午七点商场一关门，大家都会

来这里跳跳舞、聊聊天，增进感情。”在

广场上跳舞的商户卓玛说。

天马商贸市场是由最初在砂石地

上摆地摊卖货的 120 多家本地商户组

成，逐步发展壮大成如今的汉、藏、回、

东乡、撒拉、维吾尔等多民族共同创业

就业、互帮互助、团结和谐的商业综合

体。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探索形成了

“民族团结+N”的创建模式，实现各民

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

面全方位嵌入，成为了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商业圈的典范。

山南市扎实推进和谐共居，打造各

民族嵌入式社区，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

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

截至目前，山南市民族联姻家庭达 2189

户，进一步推进血浓于水的民族关系。

此外，山南市建成 3 个“组团式”援

藏就业基地，累计开发援藏就业岗位

1.67 万余个。西藏宏农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探索“飞地经济”模式，带动 3 县 20

个村集体增收致富，实现从项目落地到

人员落户，从亲如一家到成为一家。

突出“四件大事”——
努力实现“四个确保”

今 年 ，山 南 市 获 评 全 区 综 合 考 评

第一名的好成绩，全市未发生一起影

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平安中国建

设示范市创建成果得到有效巩固，琼

结县再获“长安杯”。

同时，按照“完善基础、产业立市、

统 筹 城 乡 、新 区 引 领 ”的 经 济 工 作 思

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各

族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各民族共同繁

荣发展。2022 年，山南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1.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4.9%、7.6%，达到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91.8%、98.5%；门 巴 、珞

巴两个人口较少民族人均可支配收入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各民族团结进

步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

生态环境方面，山南市成功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示范市，隆子县成功创建全

区首个国家级“两山”理论实践基地。

在 确 保 边 防 巩 固 和 边 境 安 全 方

面，各族官兵和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团结一心、敢于斗

争，强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守边，有力维

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各族人民

像格桑花一样扎根雪域边陲、团结守

边，涌现出卓嘎央宗姐妹、古桑旦增、

阿旺益西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如今，行走在雅砻大地，城乡面貌

日新月异，民族团结氛围浓厚，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各族群众幸

福的笑容更加灿烂，大家相互学习、相

互帮助、心灵相通、情感相融、团结奋

斗、积极拼搏，山南市将始终牢记“国

之大者”，以永远在路上的精气神，为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作出应

有贡献。

金 秋 十 月 ，苹 果 飘 香 。 在 扎 囊 县

扎其乡段的 349 国道两侧的苹果园中，

与工作人员一起忙碌着的短发“女园

丁”毛莎莎，成为了苹果园里靓丽的一

道风景。

2022 年 7 月，毛莎莎从株洲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来到扎囊县农业农村局，开

启了她一年半的援藏之旅。一个月后，

身为高级农艺师的毛莎莎第一次见到

西藏本土产的高原苹果，激动不已，但

当她品尝过后，心里充满失落。

“西藏本土产的苹果虽然甜，但果

肉偏硬，口感欠佳。”毛莎莎说。

作为农业专家，毛莎莎心里清楚，

高原苹果口感不佳并不稀奇。能够在

扎囊县扎其乡辖区的雅江河谷这一片

沙地、荒滩地上种植出苹果，本身就实

属不易。这里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少，加

上高原降水少、蒸发量大等气候特点，

扎囊县本土孕育出的苹果自然也有它

独特的品质。改良并解决高原苹果口

感品质问题，成了毛莎莎当前的首要

任务。

说干就干，为了提高果实品质，扎

囊县朗赛岭矮化苹果种植基地成了毛

莎莎的露天“实验室”。她一边翻阅大

量文献资料，一边向当地前辈请教，反

复调整基地肥水管理，通过提升土壤质

量与肥水高效利用技术改善苹果品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毛莎莎的努

力下，今年基地早熟的“嘎啦”“华硕”等

品牌的苹果口感清脆香甜，受到国家苹

果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马锋旺教授的好评。

“扎囊 5月的那场大雪，让正值花期

的矮化苹果树差点遭遇‘灭顶之灾’。”

谈及那场大雪，毛莎莎仍心有余悸。今

年 5月初，山南突发性降雪，让正处于花

期的苹果树一夜之间遭遇冻害。

毛莎莎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第

一时间从扎囊县农业农村局赶往基地，

组织工作人员及时清理受冻枝条，施用

果树专用复合肥，减少冻害影响。在大

家的齐心协力下，矮化苹果挺过了这场

“天灾”。

今年 6 月，扎囊县城至朗赛岭村的

349国道短期维修，汽车无法通行。6月

是矮化苹果开展疏果工作的关键期，毛

莎莎便找来一台电动车，每天往返基

地，早出晚归。在她眼中，这一片片苹

果仿佛就是她的孩子。

采访过程中，毛莎莎一手拿着苹果

干，一手拎着白兰地果酒，向大家介绍

他们研发的苹果系列加工产品。

毛莎莎说，作为援藏干部，不仅要

想方设法提升苹果品质，还要让其效益

实现最大化。在株洲市第十批援藏工

作组组长、扎囊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

副县长覃志名的大力支持下，工作组主

动与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对接，利用

表面损伤的非商品苹果进行发酵蒸馏，

生产研发了相关的果酒与苹果白兰地，

有效延长了矮化苹果的产业链，进一步

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产自高原的苹果白兰地，香气纯

净 、品 质 优 良 ，产 品 各 项 指 标 均 已 达

标。”毛莎莎自信满满地介绍说。

桑日县绒乡冲达村

为 60余名志愿者兑换日用品

本报泽当电（见习记者 武沛涛）近

日，乃东区民创办邀请西藏自治区社

会主义学院教授旦增央宗，围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集中宣讲。

宣讲现场，旦增央宗围绕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就民族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等 4 个方面内容向参会人员

进行宣讲。宣讲内容翔实、观点新颖、

论述精辟，让参会人员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乃东区民创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宣讲，让乃东区基层干部职工及

寺庙僧尼进一步认识到自身责任，进

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下

一步乃东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乃东区民创办

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

图为毛莎莎在扎囊县朗赛岭矮化苹果种植基地里查看苹果长势。

本报见习记者 武沛涛 摄

近年来，山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山南市干部职工体育工作，努力提升山南

市体育事业水平，广泛开展体育赛事。

图为 2023年山南市首届“体彩杯”篮球赛比赛现场。

本报见习记者 武沛涛 本报通讯员 白玛论珠 摄

近年来，山南市乃东区扎

西曲登社区深入落实旅游促

进农牧民增收计划，大力发展

旅 游 民 宿 。 据 统 计 ，近 两 年

来，扎西曲登社区共接待游客

6 万余人次，旅游创收 400 万余

元，成为展示和体验藏家民俗

的窗口，当地群众通过发展旅

游业富了口袋。

图 为 当 地 群 众 欢 迎 远 道

而来的游客。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摄

乡村旅游

富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