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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11月 4日讯（记者 王雨

霏）3 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嘎

玛泽登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 2023

年第 11 次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

信和中央重要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

实意见。

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自治区政

协副主席俞允贵出席。

嘎玛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

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区统战

系统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民族工作和各项工作的主线，大

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有形

有感有效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宣传教育；坚持“三个赋予一个

有利于”，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

个创建”，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建设；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为根本途径，构建大创建格局，让各

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开

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

动，引导统一战线成员发挥在促进民

族团结中的作用。

嘎玛泽登强调，各级工商联要全

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

和 中 央 文 件 精 神 ，不 断 强 化 思 想 引

领，教育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捍卫

“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把党

和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

策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大

动力。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有关工

作事项。

嘎玛泽登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2023年第11次部务会上强调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切 实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徐志涛俞允贵出席

本报拉萨11月 4日讯（记者 李梅

英）近日，为充分发挥老字号在扩内

需、稳增长、促消费、惠民生方面的积

极作用，拉萨市商务局结合拉萨市实

际，制定出台《“拉萨老字号”认定管

理办法》。

据了解，申报“拉萨老字号”的经

营主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在拉萨市

行政区域内登记设立；字号传承已满

20 年；具有与字号相一致的注册商标

所有权或使用权；具有传承独特的产

品、技艺或者服务；具有传统文化背

景、地域特色、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得到社会广泛

认同和赞誉；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较

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申请认定“拉萨老字号”的经营

主 体 ，应 当 提 交“ 拉 萨 老 字 号 ”申 报

表 ；经 营 主 体 基 本 信 息 、股 权 结 构

及 近 三 年 经 营 情 况 ；企 业 征 信 报

告 ；品 牌 创 立 时 间 的 证 明 材 料 ；代

表 性 注 册 商 标 的 权 属 证 明 材 料 ；传

承 独 特 产 品 、技 艺 或 服 务 的 证 明 材

料 ；主 营 业 务 传 承 脉 络 清 晰 的 证 明

材 料 ；品 牌 历 史 价 值 和 文 化 价 值 的

介 绍 材 料 ；经 营 主 体 文 化 的 介 绍 材

料 和 获 得 社 会 荣 誉 等 证 明 材 料 ；针

对 上 述 材 料 经 法 定 代 表 人 签 字 的

真 实 性 承 诺 ；认 定 评 审 过 程 中 评 审

组 认 为 确 有 必 要 补 充 提 供 的 其 他

辅助证明材料。

一经认定，“拉萨老字号”经营主

体可以在对应商品或者服务的宣传

介绍材料中规范使用“拉萨老字号”

标识。获得“拉萨老字号”称号的经

营主体应当在每年 2月 28日前向所在

县（区）、经济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提

交上一年度经营情况报告。

拉萨市出台《办法》

培育扶持保护“拉萨老字号”

近日，为推动延续优化完善的税费

优惠政策落地见效，自治区税务局持续

优化税费服务举措，推动实现“人找政

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确保税费优

惠直达快享。

“要不是税务干部在‘税企群’里发

布消息，我们可就在月度申报前错过可

以享受的税惠红利了。大概计算了一

下，我们叠加享受各类政策后能省不少

钱呢。”拉萨市一罐飘香餐饮文化有限

公司负责人何友全说。

为提升服务精准性，拉萨市税务局

主动作为，积极谋划，以切实实现“两个

积极转变”为抓手，通过大数据后台筛

选、部门间信息共享、优化创新服务等

措施，精准“圈定”符合优惠政策条件的

纳税人，快速梳理出行业、规模、政策适

用度各异的经营主体 350 户，形成“政策

精准推送清册”，为经营主体打包推送

适用税费优惠政策。

今年以来，自治区税务局将税费优

惠政策的精准推送作为政策落实落地

的有效手段，研究制定《税费政策精准

推送实施方案》，按照不同政策适用对

象、适用时间、适用人员，全力为纳税人

缴费人分行业、分业务、分性质立体“画

像”，精准匹配适用政策，实现从“人找

政策”向“政策找人”、从“海量搜索”向

“一键获取”转变。

日 喀 则 市 税 务 局 在 落 实“ 政 策 找

人”工作机制中，主动运用税收大数据

提升精准推送的智能化水平，让“政策

找人”落到实处。“打开电子税务局，就

能看到税务部门推送的税费政策提醒，

不用自己再到处找，真是方便！”发出这

一感慨的，是日喀则市强瓦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旦增平措。

同样体验到税务部门贴心服务的

还有萨迦县昆氏文化产业公司，该公司

工作人员次珍坦言：“税务部门及时送

上政策红利并指导规范申报，切实助力

了公司转型。”

据 了 解 ，萨 迦 县 昆 氏 文 化 产 业 公

司 是 一 家 生 产 藏 香 、哈 达 和 饮 用 水 产

品的公司，近几年紧跟网络“浪潮”，通

过抖音“直播+带货”的方式，将公司生

产的各种产品销往全国。萨迦县税务

局 着 眼 电 商 企 业 这 一 新 群 体 ，及 时 将

“量体裁衣”的税费政策、办税指南礼

包 送 到 企 业 直 播 带 货 中 心 ，并 开 展 税

费业务辅导。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因为政策精

准 送 达 受 益 ，我 区 税 务 部 门 将 把 宣 传

好 、解 读 好 税 费 优 惠 政 策 作 为 重 点 工

作，不断深化协同共治，建立数据共享

长效机制，进一步优化完善“政策找人”

落实机制，不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工布江达县朱拉松茸加工农民专

业合作社主要从事松茸销售。自合作

社成立以来，工布江达县税务局主动送

政策、问需求、优服务，用税务力量为合

作社的发展保驾护航。

在了解到该合作社的实际需求后，

工布江达县税务局深入合作社进行“点

对点”“面对面”辅导，将新出台的税费

优惠政策送到家门口。“我们合作社的

发展离不开税务部门的关心。税务部

门送来的税费‘大礼包’，是给我们企业

吃下的‘定心丸’。”该合作社负责人激

动地说。

企 业 发 展 有 困 难 ，税 务 部 门 有 行

动。自治区税务局将持续聚焦企业税

费需求，制定“一户一策”，开展精准政

策辅导，努力实现“政策找人”，助力企

业 第 一 时 间 应 知 尽 知 、应 享 尽 享 税 费

红利。

我区税务部门推动实现“政策找人”—

税惠直达快享 企业轻装前行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拉 萨 贡 嘎 机 场 T1 和 T2 航 站 楼
整体改扩建工程 T1航站楼主体封顶

本报拉萨 11 月 4 日讯（记者 王

菲 见习记者 卓玛七林）记者从民航

西藏区局获悉，近日，拉萨贡嘎机场

T1 和 T2 航站楼整体改扩建工程 T1

航站楼完成主体封顶。

据介绍，T1 航站楼主体封顶，标

志着拉萨贡嘎机场 T1 和 T2 航站楼整

体改扩建工程朝着 T2 航站楼 2023 年

12 月 30 日投运、T1 航站楼 2024 年 6

月 30 日投运的节点目标又迈进了坚

实的一步。

民航西藏区局副局长张红斌表

示 ，各 参 建 单 位 将 继 续 坚 守 安 全 底

线，坚守质量标线，坚持样板先行的

质量管控措施，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建

设内容，按照 T2 航站楼 2023 年 12 月

30 日投运的重要节点目标，压茬推进

项目建设。

本报拉萨 11月 4日讯（记者 袁海霞 郑

璐）11 月 3 日上午，由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

会、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家协会联合主办，

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承办的“学习二十

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西藏自治区第

五届青少年书画大展在拉萨开幕。

团 区 委 书 记 周 亦 峰 介 绍 ，此 次 书 画 大

展于 8 月筹备至今，面向全区青少年征集书

画作品 500 余幅，内容包括反映时代变革、民

族团结、城市变迁、幸福生活等。经过评选，

最终有 180幅书画作品获得参展资格。

据悉，此次书画展于 11 月 3 日至 13 日在

西藏牦牛博物馆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

“青少年书画大展作为西藏共青团面向

全区爱好书画的青少年开展的一项品牌活

动，已成功举办四届，累计有 3000 余名青少

年参加，是全区最具权威的青少年书画类大

赛。”周亦峰说。

我区第五届青少年

书画大展免费开放

（上接第一版）

加热萨乡，修建小学时尚没有通村

公路，挖掘机进不去。人们只能把挖掘

机拆成一堆零件，再由人背畜驮搬进去

后组装，挖掘机大臂要 15 个人才抬得

动。从拆到装，前后要两个月时间，背

夫运费就花了 20多万元。

在背崩乡，德尔贡村村民为军当背

夫，为了省力，攒钱买了匹骡马，结果骡

马第一次“出征”就不小心摔下悬崖。

“峡谷太深，连骡马尸体都没找到。”

“当时，一条能通汽车的路，是墨脱

人很多年来的渴望与期盼。”布珠嘎说。

困于大山，畏惧大山。在重峦叠嶂

的大山面前，仅凭借着一双双脚板，显

得太过单薄无力……

开山·通山

在墨脱德兴乡，记者见到了正在忙

碌的乡党委副书记白玛曲珍。

这位门巴族姑娘快言快语：“我人

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发生在 2013 年全国

两会期间。”

“现在到墨脱的路通了没有？”在同

西藏代表团交流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

向全国人大代表白玛曲珍询问。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白玛曲珍记忆

犹新。

“全国那么多大事，但习近平总书

记却惦记着墨脱的公路建设。这说明

中 国 梦 不 会 遗 忘 祖 国 的 任 何 一 个 角

落。”她说，“我告诉总书记，2013 年公路

有望全线通车。”

2013 年 10 月 31 日，波墨公路正式

通车。墨脱人告别了只能靠双脚走出

大山的历史！

但有多少人知道，为打通这条进山

通道，党和政府在几十年间的一次次尝

试和努力。

《西藏公路交通史》有载，自 1961 年

起，有关部门就曾多次组织墨脱公路前

期勘测，勘测人员步勘至易贡白山顶，

凭望远镜俯视到墨脱县城，“因下山无

路，即折返。”

1965 年，墨脱公路修筑指挥部在拉

萨成立，动员民工 700 余人，开始修筑通

往墨脱的公路，最终却因施工太难而被

迫停工。

1975 年，西藏决定再次修建墨脱公

路。1980 年，墨脱公路修到了 106K（公

里）处，但一场大规模泥石流，使大段新

路被毁，开过去的汽车及运过去的筑路

机械、桥梁钢架等都因无法撤回而废弃。

1990 年 ，墨 脱 公 路 修 建 又 一 次 启

动。到 1994 年 2 月，修通了进入墨脱的

一条土质公路。几辆汽车跌跌撞撞驶

入墨脱县城，可因为塌方和泥石流，再

也没能驶出。

至今仍矗立在波密县扎木镇的“墨

脱公路粗通纪念碑”，记载了中国公路

史上这条“通车时间最短公路”的历史。

2009 年 4 月，波密至墨脱公路新改

建工程全线开工。这是历史上第五次

修建墨脱公路。

直到四年半之后，迎着新时代的春

风，波墨公路才全线通车。

为了修通这 110 多公里的进山路，

半个世纪里，先后有 200 多名筑路工人

献出了生命。

最近十年，对公路的升级改造仍在

继续——

西藏自治区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管

理中心墨脱片区负责人余颖介绍，2017

年 11 月，波墨公路整治改建工程开工，

在嘎隆拉隧道出口路段增设了三处防

雪棚洞，延长了公路的年通行时长。

2023 年 8 月，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开

工，嘎隆拉隧道出口段的 14 座钢桁架桥

将被改造成永久桥梁，公路更加畅通。

“波墨公路通车 10 年来，整治改建

一直在进行，路况条件也越来越好。”余

颖说。

护路工作也随着公路的开通持续

进行。

据统计，从 2013 年 11 月至今，波墨

公路遭遇持续强降雨 652 次、强降雪 265

次，边坡和路基塌方 258 处，泥石流 394

次，雪崩 71次……

“过去的修路者，用血肉之躯凿出一

段历史，体现了国家的力量，也体现了墨

脱人不屈不挠的性格。”负责公路养护的

向巴平措说，“如今，我们接手这条公路，

一定要养好、护好，确保道路畅通。”

回山·进山

甩掉了大山羁绊，墨脱人宛如山坡

上的格桑花，有了雨露的滋润，绽放出

别样风采。

门巴族姑娘西绕措姆，记得当年外

出求学时，她和父亲带着柴刀干粮、背

着书包被褥，花了几天几夜，才走出大

山。她说：“看着磨满血泡的双脚，还有

蚂蟥咬出的几十处伤口，我就曾暗下决

心：‘再也不回来了。’”

但波墨公路全线贯通后，心系家乡

的西绕措姆，却又决定回到墨脱创业。

经过一番选择，西绕措姆做起了水

果电商，今年仅火龙果就卖了 3000 多

斤。“墨脱产香蕉、柠檬等水果，过去不

通车卖不出去，现在交通方便了，卖到

哪都行，市场空间非常大。”

和 西 绕 措 姆 一 样 ，更 多 走 出 大 山

的 人 们 ，如 今 又 回 到 了 大 山 。 一 些 大

学 生 毕 业 后 选 择 返 乡 工 作 ，成 为 公 务

员 、教 师 、医 生 和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技 术

人员。

更为难得的是，一些大山外面的人

开始在墨脱创业扎根。

今年 35 岁的贡秋次仁从察隅县来

到墨脱，在格当乡成立尼日卡林下资源

种植合作社，带动附近群众种植灵芝、

羊肚菌和黑木耳。

“没有道路的通达，哪有产业的发

展？”贡秋次仁说，“现在我们的产品可

以销往北京、广东等地，合作社社员每

年增收 1万多元。”

在墨脱县城，记者跟来自四川的餐

馆老板吴胜利聊天，得知他已定居墨脱

10年了。

“这里赚钱比老家容易，原来我想

着赚了钱就回老家。后来看交通越来

越方便，也就安下心来，留在了这里。”

吴胜利扎根墨脱后，还娶了一位漂亮的

门巴族姑娘，“我现在都有两个孩子了，

以后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路通了，人多了，产业兴旺了。行

走在墨脱的街道上，处处洋溢着生机。

林芝市委常委、墨脱县委书记符永

波介绍，当地生产总值从 2012 年的 2.6

亿 元 提 高 至 2022 年 的 7.9 亿 元 。 2012

年墨 脱 县 接 待 游 客 不 足 2 万 人 次 ，而

今 年 前 9 个 月 ，这 个 数 字 就 跃 升 到 了

34.8 万。

金山·银山

路，是墨脱的一个奇迹，正在改变

着这里的一切。

茶田纵横，茶香氤氲。走入云雾缭

绕的墨脱村茶山，27 岁的茶农贡桑拉姆

正在忙着田间管理，“我现在也是种茶

‘老把式’了，除草、施肥、采茶都没问题。

这十多亩茶园，去年收了两万多元。”

不远处，今年 43 岁的墨脱村村委会

副主任达瓦次仁聊起了 2013 年开始种

茶时的担心：“大伙儿心里直犯嘀咕，一

怕没技术，二怕没市场。”

2016 年，经历了 3 年的辛勤劳作，达

瓦次仁第一次获得了茶田收入。去年，

达瓦次仁一家光靠茶叶就赚了 4.6万元。

一片小小茶叶，正是公路带来的红

利。

“以前，茶叶在墨脱是稀罕物，群众

喝茶都是个问题。公路开通后，我们引

进茶叶种植，有了发展的底气。”墨脱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袁瑜贵说，“如今，我们

不仅种出了茶叶，还卖到了全国各地。”

目前，墨脱县已建成 103个高标准高

山有机茶园，总面积约 1.92万亩，有 39个

村因种植茶叶受益，每年增收上千万元。

一路通，全域新。过去偏僻的山村，

如今也成了旅游打卡地。背崩乡巴登村

利用临近公路的优势，做起了乡村旅游，

目前办起了 5家民宿，每年夏季房间供不

应求，今年民宿收入就达 50多万元。

“我们竟能吃上‘旅游饭’，这是以

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村支书新生感叹，

“10 年 前 ，我 们 村 的 年 人 均 收 入 只 有

1000多元，现在已达到了 1.7万元。”

如 今 ，墨 脱 县 又 迎 来 了 一 个 好 消

息：米林市派镇至墨脱县的公路主体工

程已完工，林芝市区至墨脱县的路程将

由原来的 346公里缩至 180公里。

新 生 说 ：“ 交 通 方 便 了 ，游 客 进 来

了，土特产也卖出去了，我们的好风景

也更值钱了。咱这绿水青山真成了金

山银山！”

墨脱通车后，白玛曲珍更加深切感

受到总书记对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的

真挚感情。

“我希望有机会再向总书记报告，

说说我们走出大山的新变化。”白玛曲

珍说。

（据新华社拉萨电 记者 储国强 翟

永冠 刘洪明 格桑朗杰）

那山·那路·那城

（上接第一版）

扎囊县中学实施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12345 工作法”，开设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课程，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中

华 民 族 大 团 结》《中 华 民 族 大 家 庭》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学 生 读

本》纳入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改

革，落实课时（学分）要求和试题分值

规定比例。以思政教育为引领，引导

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厚植

爱国情怀，树立报国之志，树牢“三个

离不开”和“五个认同”的思想。举办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宣讲、“童心向党诵读红色故事”比赛

和“开学第一课”等实践活动。

（紧接第一版） 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

运输企业（含民营）的客运价格，按照

不高于旺季价格的 50%执行旅游淡

季价格；各航空公司执行淡季价格。

活动期间，我区还将对区内组织招徕

接待区外旅游团队的旅行社、A 级旅

游景区（寺庙景区除外）、旅游运输企

业和执飞进出藏航线的航空公司予

以相应奖励（补助）。

“‘冬游西藏’活动开启后，景区

减免门票，再加上住宿、车费都有一

定 的 下 调 ，游 客 人 数 预 计 会 有 所 上

升。”某旅行社负责人张博告诉记者。

“我们社以接待团队游客为主，从

11月 1日开始，报团价格会综合考虑门

票、住宿和车费等进行调整，以下调趋

势为主。旅游线路是常规线路，主要

是拉萨市区、羊湖、林芝市等。”张博说。

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以立德树人铸就教育之魂

图为学生在观展。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在扎囊县的各所学校采访，记者

看到的是孩子们身心健康、成绩优良，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师爱岗敬业、

勤勤恳恳，用责任和爱心浇灌祖国的

花朵；校园里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

融，和谐相处、互帮互助，感人的小故

事比比皆是。

以立德树人铸就教育之魂，这才

是教育应该有的样子。“立德”就是培

养崇高的思想品德，“树人”就是培养

高素质的人才。一所学校办得好不

好，最根本的标准是看它培养出什么

样的人才。学校教育应该在坚定学

生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在厚植学生爱

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

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肩负时代重任、

立志奉献国家；要在加强学生品德修

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从自身做

起、从点滴开始，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

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德才兼备、全

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扎囊县的教育

令人钦佩，给出了范本。衷心希望所

有的孩子都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成才。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