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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方式供暖让“世界屋脊”的冬天更温暖

本报拉萨 12月 9日讯（记者 次仁片多 索朗琼

珠）我区第二批主题教育参学单位用心用情用力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扎实

办好 21件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

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畅通渠道问民需。各参学单位把了解民情民意

作为为民服务的“先手棋”，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到村

组、社区、企业、牧场等倾听民声，通过网格员、快递员

等群体和意见箱、留言板、热线电话等方式收集民意，

找准矛盾集中点和问题症结点，以坦诚姿态问需纳

谏，把主题教育开展在群众家门口。目前，共开展建

言献策活动 3900 余次，参与党员、群众达 5.2 万余人

次，收集意见建议 5600 余条，帮助解决问题 2700 余

件。拉萨市通过《问政拉萨》电视栏目，广泛征集群众

生活中的揪心事、烦心事，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

负责人等走进演播室接受现场问政，回应群众关切，

成功整治一批环境卫生问题并推动“长期困扰工商企

业和部分市民的转供电加价问题”限期整改。

办好实事解民忧。深入实施就业创业、文化惠

民、社会救助、安全生产等“十大民生工程”，安排

132.5 亿元专项资金，做实做细提标、扶持、建设三大

类 21件民生实事。目前，7市地围绕“十大民生工程”

落实惠民举措 6300 余件。其中，医疗人才“组团式”

援藏向重点县拓展、海拔 3500 米以上边境县城和乡

镇供氧设施建设、高原多功能烹饪炊具推广等惠民实

事有效推进，受到广大群众认可。山南市把千方百计

稳就业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标准之一，推动城镇

新增就业 6000余人，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应届

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 3100余人，就业率达 85.15%。

志愿服务暖民心。各参学单位与社区党组织

共建联建，积极开展领导干部“交朋友结亲戚”、在

职党员“双报到”活动，推行“群众点单、组织派单、

党员接单”工作模式，想方设法为身边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截至目前，开展领导干部“交朋友

结亲戚”活动 2700 余次，交朋友 8000 余对，为群众

解决困难问题 4100 余件；开展在职党员“双报到”

8900 余场次，参与人数 6.5 万余人，落实资金 635.9

万元。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建立健全“社区吹哨、部

门报到”机制，积极探索“社区居民便捷点单、乡镇

党委快捷审单、县委组织部精准派单、职能部门主

动接单、社区居民客观评单”工作模式，帮助群众解

决各类困难问题、化解矛盾纠纷 40 余件。昌都市芒

康县探索开展便民志愿服务网格化工作机制，建立

党员“锋芒”志愿服务行动队 197 支，将治安调解、劳

动保障、民政优抚等工作下沉到网格办理，把服务

触角延伸到群众需要的每个角落。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王泽昊）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的西藏那曲市，呼啸而过的寒风把藏北高原

吹得格外冷，这里冬季最低气温可达到零下 30摄氏

度。但随着高海拔地区基层供暖工作的深入推进，

学校、医院、居民屋……处处充盈着浓浓的暖意。

屋外寒气逼人，走进那曲市聂荣县尼玛乡铜龙

村次央的家，屋子里被光伏供暖的暖气片烘得暖洋

洋的。“光伏供暖后，我们村民实现了‘零费用’采

暖，既暖和又实惠。”次央高兴地说。今年，尼玛乡

开展实施“光伏+采暖”供暖项目，实现牧民群众电

力自发自用，绿色循环发展。从牛粪生火到光伏电

力，乡村供暖方式正在发生悄然改变。

“电采暖技术实施后，将教室内温度设置成多

少、什么时候供暖，这些都是学校自行决定、自主调

控。”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边罗说。

今年冬天，西藏电力部门将为 1699 所高海拔

学校、27万在校生实现电采暖覆盖，并建立“一校一

档”机制，全力推进高海拔学校供暖报装接电工作。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不断推进高海拔地区供暖

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 25 个县（市、区）

城区供暖项目，在建 8 个县（市、区）城区供暖项目，

总供暖面积 3224万平方米，覆盖人口达 70万人。

阿里地区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地区

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全年气温低于 0 摄氏度的时

间长达 217 天。近年来，狮泉河镇启用热电联产集

中供热项目，全镇群众告别了烧牛粪等传统取暖方

式，用上了清洁能源，温暖过冬。

在即将落成的狮泉河镇幼儿园前，阿里地区教育

局局长张文霞说，地区积极、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太

阳能资源为园区提供空气源热泵供暖，接下来会将此

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供暖方式推广到更多校园。

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西藏已实施的县（市、区）城区集中供暖项

目采用天然气、燃煤、地热能、太阳能光热、电供暖、

空气源热泵、生物质等多种形式。供暖新技术的应

用正改善着群众的生产生活。

38 年，一台放映机、一匹马，伴随了

左贡县下林卡乡放映员多多的小半生，

也似乎概括了他“电影骑兵”的一生……

多多，2019 年被评为第一届昌都市

道德模范提名奖，2022 年被评为第七届

西藏自治区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至今

已放映了 7300余场电影。

“我阿妈说，勤能补拙，熟能生巧，

既然喜欢做一件事情，就要努力把它做

到最好。”多多坚定地说。

1983 年从部队退伍后，多多便从事

基层放映员工作直到 2021年退休，这一

干就是 38 年。对多多来说，38 年的放

映员生活，不仅是放映电影这么简单，

而是用电影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据群众需求给村民送去科普知识、农

业技术、生活窍门，为村民搭建起了情

感交流的平台，才是这份工作的意义。

每当电影要开播时，乡亲们都会聚

集在一起，唠唠家常，当灯光一亮，喇叭

一响，大家就融入光影世界，随影片里

的角色一起感受喜怒哀乐。

“ 一 部 好 电 影 就 是 一 场 好 的 宣 讲

会。”多多告诉记者。收集各类警示片，

通过影片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引导村民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

的生活习惯，成了多多工作的一部分。

久而久之，多多通过播放电影，让

农牧民群众学习农作物种植技术、疾病

预防知识，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养成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下转第二版）

本报那曲 12月 9日电（记者 赵书

彬）近年来，那曲市把清洁能源建设作

为民生要事来抓，大力推进光伏、风电

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实现清洁能源

“量”到“质”的转化。截至目前，全市

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达 37.68 万千瓦，上

网发电量达 4.79亿千瓦时。

多“点”开花聚总量，绿色低碳经济

汇入“主车道”。立足光照丰富、风速适

宜等地理条件，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清洁

再生能源，不断推出能源新矩阵、新体

系、新载体建设规划，摆脱过去依赖生

物能源的局面，降低用电成本。

全“面”发力提增量，清洁能源开

发步入“快车道”。推动在建项目、整

体 规 划 同 步 落 实 、齐 头 并 进 ，不 断 扩

大清洁能源装机规模、产业基数。建

立 市 级 领 导 包 保 新 能 源 项 目 工 作 机

制 ，成 立 专 班 服 务 组 ，积 极 主 动 靠 前

服务，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在建

清洁能源开发建设项目 5 个，装机总

容量 30 万千瓦，其中全区核准备案规

模最大、超高海拔单机容量最大欧玛

亭嘎 100 兆瓦风电项目落户那曲市。

立 足 区 位 优 势 重 点 规 划 9 个 县（区）

占 地 面 积 60.44 万 亩 的 光 伏 产 业 园

区、7 个抽水蓄能站点，持续推动制氧

制氢、清洁能源供暖等清洁能源项目

落地。

牵“线”搭桥增热量，空中生态经

济并入“行车道”。不断完善电力保供

系统，切实发挥清洁能源经济效益、社

会 效 益 。 首 次 实 现 电 力 外 送 达

8777.36 万千瓦时，并推动藏中至昌都

500 千伏第二通道工程、忠玉 500 千伏

开关站、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

程外送线路建设，持续加快那曲至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外送通道电力外送

线路研究规划，全面架起空中生态经

济大动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

领导文化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文化理论。”谈及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会，日

喀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党组书记普次仁表

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和科学行动指南。”

“日喀则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下一步，我

们要把握文化‘铸魂、赋能’的内涵，充分发挥文化工作在

‘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方面的积极作用，着力

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不断丰富多

样化的文化产品，形成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普次仁说。

具体而言，一是坚持向基层倾斜，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要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保障好人

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为宗旨，把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贯穿于文化工作全过程，贯穿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各个环节；积极争取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通过多种

方式盘活没有活动场所社区和乡村的文化资源；开发打造

文化活动品牌，广泛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和广场文化活动，

适时组织区域内群众文化活动示范性会演、展演等活动，

形成点面结合、上下联动的局面，满足群众需求。

二是坚持培养本土文化人才，创作一批优秀文艺作

品。制定人才队伍建设计划，采取“传帮带”“师带徒”等

多种形式，尽快建立起一支有一定数量和质量、能够支

撑起日喀则艺术创作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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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那曲市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
全市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达37.68万千瓦

骡 马 道 上 的“ 电 影 骑 兵 ”
本报记者 平措郎加 万慧

为中越关系发展定向把舵 推动亚太共同发展繁荣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即将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新华社记者 赵嫣 韩梁 宿亮

时近岁末，千里之外的河内，温暖

如春，绿意盎然。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主席武文赏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2 月 12 日至 13 日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时隔六年，习近平总书记将再次踏

上这片美丽的土地。

这是一次继往开来之旅。此次访

问，不仅将巩固深化中越作为社会主义

友好邻邦的传统情谊，更向世界持续传

递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明确信

号，为亚太地区稳定发展繁荣增添新动

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

性、稳定性。

描绘中越关系发展新蓝图

悠悠的岁月长河，一头连着历史，

一头通向未来。作为社会主义邻邦和

重要合作伙伴，相似的历史际遇和相通

的理念追求，让中越结下情同手足的情

谊。相同的政治制度和共同的发展目

标，将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命运紧

紧联系在一起。

2015年和 2017年，习近平以中共中

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双重身份两次访问

越南，通过政党外交、国家交往相促进的

方式，深化中越传统友谊，推进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为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同阮

富仲总书记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谈，共

同为中越关系发展定向把舵，擘画新时

代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愿景。中越发

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意积

极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加快推动商

签两国政府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和“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合作规划，为

中越关系进一步发展描绘蓝图。

高屋建瓴的政治引领，对美好未来

的共同描绘，让中越携手同行的意愿更

加强烈、脚步更加有力。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中越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

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

共的好同志、好伙伴，是具有战略意义

的命运共同体。

回望历史，中越两国在争取各自民

族解放事业中相互支持，结下了“同志

加兄弟”的深厚情谊。双方老一辈领导

人缔造和培育的中越传统友谊，至今依

然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宝贵财富。

立足当下，在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15周年基础上，双方就提升

两国关系定位达成共识，可谓水到渠

成。这符合两国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

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将为

两国关系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丰

富人文交流。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访问，

必将成为中越关系史上又一重要里程

碑，为筑牢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根基、

实现两国各自稳定和发展、推动两国关

系再上新台阶作出更大贡献。越南各

界对此高度期待。

越南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华大使

阮文诗表示，越中关系的不断发展符合

两国人民的利益与诉求，符合时代发展

大势。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越南，同

阮富仲总书记共同谋划越中关系发展

大计，为双边关系发展步入政治互信更

高的新阶段注入强劲动力。

铺设互利共赢、携手发
展的快车道

“中越都在推进各自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都把中越关系作为各自对外

政策的优先方向，都把对方发展视为自

身发展机遇。”10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会见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的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

时这样表示。

相互支持，携手发展，是中越两国

的共同选择。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

放为越南企业带来通往更广阔发展空

间的重要机遇。

在越南 TH 真奶集团董事长蔡香

的脑海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久久难忘：

在 2018 年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习近平主席来到我们展台，

仔细了解产品情况”。正是从那时起，

这 家 越 南 乳 制 品 生 产 企 业 同 中 国 结

缘 。 在 同 中 国 合 作 伙 伴 的 共 同 努 力

下，TH 真奶集团 2019 年成为第一家获

中国海关总署签发出口编码的越南乳

制品企业。 （下转第二版）

西藏种质资源库主要包括植物种

子 库 、动 物 种 质 库（脊 椎 动 物 及 昆 虫

等）、离体库、微生物库、DNA 库、活体库

以及配套实验室、标本室、信息中心等

功能分区。目前，采集和保存了青藏高

原及其邻近地区野生生物、农作物等各

类生物种质资源 2047种 8458份。

西藏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

性热点区域之一，种质资源库的建立与

运行，可将生物种质资源用科技手段有

效地保存下来，对西藏生物种质资源的

保存和研究、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

积极的基础支撑作用。

这是科研人员在查看西藏巨柏实

生苗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生 物 物 种

“安心的家”

第 43届雅砻物交会成交额达 6.54亿元
本报泽当12月 9日电（记者 刘枫）

12 月 7 日，为期一周的山南市第 43 届

雅砻物资交流会（以下简称“物交会”）

正式闭幕。据统计，本届物交会累计

成交额达 65442.31 万元，较 2021 年增

长 7.35%，再创新高。

“网红”直播带货是本届物交会的

一大亮点。交易现场专门搭建直播基

地，开展线上直播带货活动，销售商品

实行全国邮政包邮。据悉，本届物交

会线上直播间带货 6160 单，实现销售

额 1307.83万元，有力推动“藏品出藏”。

与此同时，山南市还投入 700 万元

资金开展消费券发放、购车补贴、物流

补贴等促消费系列活动，全方位释放

消费潜力、提振市场活力。据统计，此

次促消费活动累计兑现消费券 364.18

万元，约占消费券总金额的 91%，撬动

消费 2181.94 万元；车展共成交汽车 36

台，成交额 470.68 万元，补贴资金 47.1

万元；寄递 6160 单，使用物流补贴资金

约 45.6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