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要闻
2023年12月18日 星期一

主编：周辉 责编：陈振东2 邮箱：xzrbyaowen@163.com

女 民 警 高 江 华 办 公 桌 里 有“ 宝

贝”，这是西藏自治区监狱民警们都知

道的事。

一封又一封感谢信，有的纸张皱皱

巴巴、有的字迹歪歪扭扭、有的语句不

通顺……满满一抽屉，她全都认真折叠

好，保存着。

“从收到第一封服刑人员的感谢信

开始，我突然明白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看着一封封感谢信，高江华感慨万千。

高墙之内，既是服刑改造之所，也

是走向新生之地。

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承

担着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

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重要任务。提升监

狱教育改造质量，让罪犯从入监开始就

走好服刑改造、回归社会的每一步，监

狱民警的过硬作风是保障。

全区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开展

以来，西藏自治区监狱以促民警业务能

力提升、强服刑人员技能教育培训为

“突破口”，转作风、树新风、求实效。

如今，西藏自治区监狱的民警们坐

办公室的时间少了，留在监区交心谈心

的多了；安于现状的少了，加强学习、提

升能力的多了；抱怨困难、逃避问题的

少了，迎难而上、寻找方法的多了……

“她们眼中有了光”

“刚接触服刑人员教育管理工作，我

基本都是照本宣科，只求不出差错。”那

段时间，按部就班是高江华的工作常态。

但时间一长，高江华发现灌输式的

教育方式，根本吸引不了服刑人员。“讲

课时，大家表现出来的排斥，从眼神中

就能看出来。”高江华说。

针对新进民警工作经验欠缺、能力

不足等问题，西藏自治区监狱定期举办

经验交流会，强化“传帮带”作用，鼓励

民警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业务能力。

高江华与其他同事结成学习小组，

学习心理学知识，交流工作经验。除了

日常学习，高江华还注重留意服刑人员

的生活起居，关心他们的身心状况。

再次回到课堂，高江华发现服刑人

员提问的多了、走神的少了。

“她们眼中有了光。”高江华说。

如今，越来越多像高江华一样的民

警成了服刑人员的良师益友。“只要服

刑人员能受到好的教育，我们付出再多

努力都是值得的。”说起监狱工作新变

化，老民警琼次仁颇感欣慰。

“工作走心才管用”

“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他们的‘路’

在哪里？”西藏自治区监狱教育科民警

达娃说，“这条新生之‘路’上，担心不被

原谅、受到歧视以及缺乏就业技能等种

种顾虑，都是他们回归社会的障碍。”

为此，自治区监狱积极争取资金、

技术等方面支持，建起专门的职业技能

培训教学大楼，设立了雕刻、缝纫、养

殖、手工地毯编织等 12个具备培训资格

的实习基地，配齐相关配套设施。

硬件问题解决了，如何让服刑人员

自愿学习、重树对生活的信心呢？

从达娃讲述的故事中，记者找到了

答案。

服刑人员旦某刚入狱时，对任何事

情都提不起兴趣，总是失眠，脑子里全

是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场景。“以前，我

觉得家人不会原谅我，现在入狱了，也

没什么盼头了。”旦某说。

工作走心才管用。留意到旦某的

情绪异常，监区民警一边对他进行心理

疏导，一边联系其家人寻求支持，录制

亲情视频，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叮嘱

他真心接受改造，鼓励他重新开始。

“ 这 个 家 还 需 要 我 。 我 会 打 起 精

神 ，认 真 改 造 ，争 取 早 日 回 家 陪 伴 亲

人。”看了家人的视频，旦某湿了眼眶。

心结解开了，包袱卸下了，旦某重

燃希望，主动申请学习计算机和会计知

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在还成了监

区日用品供应站的负责人。

“用希望照亮未来的路”

在西藏自治区监狱，每个服刑人员

只要有学习的愿望，就可以申请参加技能

培训；有不懂的地方，民警和教员会第一

时间进行答疑释惑；笔试和实际操作考试

合格，就能获得相应的职业技术等级证

书。出狱后，这些证书也会被社会认可。

帮助服刑人员掌握一技之长，才能

增强他们的信心，重新寻找自我价值。

边某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民警的

鼓 励 和 帮 助 下 ，边 某 认 真 学 习 ，在 接

受教育改造的同时，报考了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经过努力，他考过 14 门课

程，获得了西藏大学颁发的大专毕业

证书。

刑满释放后，边某积极运用所学所

得，回乡创业，帮助乡亲们销售农特产

品，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带头人。

“用希望照亮未来的路。”达娃说，

“通过接受文化学习和技能培训，刑满

释放人员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改变自

己，顺利走出阴影，重新融入社会，脚踏

实地开启新的生活。”

点燃“心灯” 照亮前行路
—西藏自治区监狱锤炼过硬作风提升工作效能

本报记者 刘芳 杨子彦 智幸花

监狱民警是一个平凡而又特殊

的群体。在这条战线上，他们更多的

是默默无闻履行自己的职责，也许也

经 历 惊 心 动 魄 的 时 刻 ，但 未 必 为 人

所知。

在西藏自治区监狱采访，感触最

深的是服刑人员和家属赠送的那一

面面锦旗。鲜艳的锦旗映照着狱警

们的熠熠初心、笃实作风。监狱人民

警察是刑罚执行者，也是扶正育人的

教育者。他们是奋斗在监管一线的

“特殊园丁”，用执着坚守、无私奉献

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平安祥和，塑造着

迷途知返者的新生之路。

监狱民警的过硬作风，彰显忠诚

本色、责任担当。而依法对服刑人员

实施改造的成效，正是检验监狱民警

队伍作风建设水平的“试金石”。

好作风彰显忠诚担当

他们，是进藏路上的一粒粒石子，

是跋涉在川藏线、青藏线上的一辆辆

汽车，是点亮教室的一盏盏烛光……

12 月 15 日下午，由自治区文化厅

出品、西藏话剧团创排的原创话剧《老

西藏》在西藏大剧院首演。该剧还在

12月 16日、17日公演。

话剧《老西藏》以母子情、父女情、

兄弟情为情感线索，以上世纪 50 年代

初解放军进藏为起点，讲述不同时期

各条战线上的长期建藏者奉献青春年

华、书写无悔人生的热血故事，生动印

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各族人民无比正

确的共同选择。

该剧的男主人公王进藏是一名上

世纪 50年代的进藏干部。其饰演者西

藏话剧团青年演员阿旺仁青说，这个

角色年龄跨度很大，从 16 岁至 90 岁。

“很荣幸能饰演这个角色。其实，在我

们的身边还有很多‘老西藏’值得我们

去感恩，包括援藏老师、医生、文艺工

作者等。在我看来，为西藏发展稳定

作出贡献的人都是‘老西藏’。”

今 天 的 西 藏 已 站 在 新 的 历 史 起

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的新征程。砥砺前行，离不开老

西藏精神的滋养。

王进藏的妻子黄爱莲的饰演者小

尼珍说：“这个角色经常是以以泪洗面

的状态呈现在舞台上，演绎出那个时

代很多援藏干部家属的辛酸和不易。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将

弘扬老西藏精神，创作更多讴歌人民

和时代的作品。”

演员洛桑念扎告诉记者，他饰演

的角色是李东升。“刚开始李东升是有

点自卑的，因为从小没有父母陪伴。

在和当地百姓接触过程中，他慢慢理

解母亲当初的选择。后来，他也选择

为建设西藏作贡献。剧中最让我纠结

的地方就是，当全身心投入工作与照

顾好家庭之间存在冲突时，该如何选

择。作为年轻人，我们应珍惜现在美

好的生活，努力工作，在追逐梦想中闪

亮青春。”洛桑念扎说。

观看完话剧《老西藏》，拉萨市民

肖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整台演出很震

撼，看完后我深受教育启发，让我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走过

的艰辛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天

我还带了女儿来看，让她明白今天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努力学习，长大

为祖国建设作贡献。”

话剧《老西藏》是自治区文化厅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打造的重点

原创剧目，是西藏话剧团立足区情民

意赓续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推

出的又一精品佳作，旨在通过话剧艺

术形式，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为西

藏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而进藏、留藏、建藏的革命先辈和工作

者们不屈不挠、拼搏向上的精神力量。

自治区文化厅文艺处处长卓嘎介

绍，西藏大剧院自 2019 年 3 月正式开

工，历时四年。它的正式开台演出，标

志着西藏文艺工作者有了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化大型剧场。“西藏大剧院的建

成填补了我区无省级综合剧场的空

白，将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

的文化产品，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汲取精神力量 矢志砥砺奋斗
—话剧《老西藏》首演侧记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索朗曲珍 洛桑平措

图
①
：
西
藏
大
剧
院
内
景
。

新
华
社
记
者

格
桑
朗
杰
摄

图
②
：
话
剧
《
老
西
藏
》
剧
照
。

本
报
记
者

郑
璐
袁
海
霞
摄

图
③
：
俯
瞰
西
藏
大
剧
院
（
无
人
机
照
片
）
。

新
华
社
记
者

晋
美
多
吉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拉萨 12 月 17 日讯（记者 史

金茹）近日，自治区副主席罗梅率队前

往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门诊、西藏阜

康医院妇产儿童院区儿科门诊、拉萨

市城关区第十七幼儿园，调研冬季传

染病防治工作。

调研组一行详细询问了医院接诊

候诊、药品储备、院感防控、值班值守等

情况；仔细了解了幼儿园开展冬季呼吸

道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查阅班级缺勤

记录。调研组指出，当前正处于呼吸道

疾病高发季节，各有关单位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

府工作安排，强化底线思维，克服麻痹

心理，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和各项预防救

治措施，全力抓好包括儿童呼吸道感染

在内的各项重点传染病防治工作。

调研组强调，要夯实管理责任，做

好因病缺勤追踪、数据研判和突发性

传染病应对工作，及时掌握幼儿健康

状况，畅通就医渠道，确保幼儿能够就

近就便救治；要进一步优化诊疗流程，

提高接诊能力和服务水平，完善医院

人 员 、物 资 和 药 品 储 备 ，健 全 应 急 预

案，科学高效应对冬季儿童呼吸道感

染性疾病高发期。

自治区领导调研冬季传染病防治工作
罗梅率队

本报拉萨 12 月 17 日讯（记者 史

金茹 王雨霏）15 日上午，记者从自治区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

2023 年，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以

西藏地方征信平台建设为抓手，着力

完善西藏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加快涉

企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有效激活信用

数据价值，提升企业融资可得性和便

利性，推动辖区征信体系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西藏地方征信平台是由政

府主导、人行推动、建在地方、服务地方

的一个平台。平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

等技术，依托自治区政务公共信息共享

机制，在信用信息领域开展数据整合，

围绕征信和融资两大核心服务，针对

“银企信息不对称”“信用向信贷转化效

率不高”等难点堵点问题，发挥数字化

征信赋能作用，助力实体经济融资发

展。目前，平台已对接获取自治区发改

委、民政厅、住建厅等 7个核心政务部门

以及拉萨暖心燃气、拉萨自来水公司等

公共服务部门的 507 万余条数据，并通

过互联网技术归集辖区 15.2 万户企业

非信贷信用信息 7194万余条，大数据基

础不断夯实。

围绕征信促融定位，西藏地方征

信平台运用归集整合的企业政务和公

共 领 域 信 用 信 息 ，刻 画 企 业“ 信 用 画

像”，支持银行全方位、多角度判断企

业信用状况，精准识别贷款风险，更多

拓展首贷户、更快更便捷地投放信用

贷款。截至 11 月末，该平台累计为金

融机构和企业提供信息查询服务 574

次，共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953 笔，金额

286.7亿元。

此外，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指

导西藏地方征信平台整合证券、保险等

金融服务，创建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绿

色金融等专项服务，努力构建以“数字

赋能”为特色的“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

平台。目前，西藏地方征信平台已入驻

辖区全部 16家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

构入驻 22 家，累计接入金融机构网点

197个，发布金融产品 188个。

强化平台建设 完善金融服务

人行西藏分行推动辖区征信体系高质量发展

本报泽当12月 17日电（记者 刘枫

武沛涛）近日，经过专家组前期详细考察

评估及世界纪录认证（WRCA）官方人员

现场审核，加查县获“世界最大规模的千

年核桃林”纪录认证。这是加查核桃继

被确认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后，获得

的又一重要认证，将为该县核桃产业品

牌化、规模化发展注入新活力。

加查县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峡谷

地区，盛产核桃，素有“千年核桃之乡”

美誉。全县核桃树种植总面积为 30.67

平方千米，其中树龄超过 1000 年的连

片种植核桃树达到 3657 株，形成了独

具高原特色的生态农林景观。

经过多年科学种管、产业培育和

市场拓展，加查县核桃产量、品质和产

业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如今，该

县年产核桃干鲜果 1000 余吨，建成运

营标准化核桃油生产线和核桃蛋白肽

生 产 线 ，各 类 核 桃 产 品 畅 销 区 内 外 。

核桃产业已经成为助力该县群众增收

致富的绿色生态产业。

加查县获“世界最大规模的千年核桃林”纪录认证

本报拉萨12月 17日讯（记者 耿锐

仙）近日，第二批主题教育调研成果汇

报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工作部

署和区党委有关工作要求，交流调研成

果，安排部署工作。区党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区党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

长、办公室主任赖蛟出席并讲话。

赖蛟指出，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第

二批主题教育单位把调查研究工作摆

在突出位置，自觉把开展调查研究与推

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精心制订方

案，确定 2497个调研课题，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深入一线，边调研边解决问题

4383 个，做到了真调研、深调研、实调

研，形成了一批高质量调研成果。

赖蛟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调研“后半篇文

章”的重大意义。要注重持续用力，狠

抓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建立健全制度

机制，把调研成果切实转化为推进“四

个创建”、做到“四个走在前列”的强大

动力。要切实履行职责，把调查研究

贯穿到主题教育全过程、推动工作各

方面，着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

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入人心、调

查研究成果转化更加高质高效、调查

研究作用发挥更加充分广泛、调查研

究制度机制更加健全完善，以调研取

得的丰硕成果，不断开创西藏长治久

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赖蛟在第二批主题教育调研成果汇报会上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注重持续用力 加强组织领导
狠 抓 调 研 成 果 转 化 运 用

本报拉萨12月 17日讯（记者 王雨

霏）近日，以“‘浙’么近，‘那’么美”为主

题的 2023西藏·那曲农畜产品浙江推介

会暨“丝源——丝路”浙江援藏专场直

播展销活动，在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的浙江省农博会现场举行。那曲市 3家

公司和 12 个合作社参展，展销牦牛肉、

那曲虫草、羊绒等百余种特色农畜产

品。活动现场，还进行了那曲消费帮扶

展销馆与合作、采购单位意向签约，启

动了援藏消费帮扶暖冬行动。

那曲农畜产品代表企业西藏巴青

奇珍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采用源

头追溯、产地直供的主营方式保障产品

品质，自开馆后累计销售金额 600 万元

以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据了解，今年是那曲市第 7 次组织

参加浙江省农博会，通过产品展销、专

题推介、现场品鉴、制作体验、歌舞展

示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那曲农牧

产品在浙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

农牧业转型发展和农牧民持续增收。

那曲特色农畜产品亮相浙江省农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