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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佳节“走亲戚”情暖百姓心
本报记者 张宇 本报通讯员 母丹

“‘ 珠 姆 嬷 啦 ’（藏 语 意 为 珠 姆 奶

奶），我 们 给 您 拜 年 来 啦 ，祝 您 身 体 健

康、扎西德勒！”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里

孜边境派出所教导员刘志和话音刚落，

屋主人便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笑容满

面地迎出来。

“珠姆嬷啦”名叫珠姆次仁，是仲巴

县亚热乡达务村一名退休老党员，曾当

选自治区人大代表。2022 年，刘志和与

同事们在一次走访中见到了珠姆次仁，

聆 听 老 阿 妈 讲 述 之 前 作 为 一 名 人 大 代

表，积极建言献策、为群众排忧解难的

故事，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之后，每逢

过年过节，派出所民警都要来探望“珠

姆嬷啦”。

“ 珠 姆 嬷 啦 ”一 边 为 客 人 倒 上 香 味

浓郁的酥油茶，摆上香甜可口的奶渣、

“拉拉”，一边亲切地同大家拉着家常：

“你们每次来都给我带东西，平日里还

帮着家里解决了那么多事情，我都不知

道该怎么感谢你们。”这次，刘志和除了

带来米、面、油，还带来了风干肉、糌粑、

酥油等。

从“珠姆嬷啦”家出来后，刘志和又

来到了加久老人家里。

加 久 也 是 亚 热 乡 达 务 村 的 一 名 孤

寡老人，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生活比较

困难。

派出所民警在走访中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与加久老人“结对认亲”，定期

给 她 送 来 生 活 物 资 。 加 久 老 人 感 慨 地

说：“你们虽不是我的亲人，但比亲人还

亲呢！”

刘志和回答道：“民族团结一家亲！

我们认亲、走亲、帮亲，就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啊！”说着，大家会心地笑

了。

“ 走 亲 戚 ”结 束 ，已 是 下 午 3 点 ，刘

志 和 掏 出 手 机 ，微 信 对 话 框 弹 出 几 条

信 息 ：“ 快 来 白 曲 茶 馆 一 趟 ，这 儿 有 群

众 吵 架 了 ！”“ 刘 哥 ，今 年 回 家 过 年 吗 ？

不 回 去 的 话 带 着 兄 弟 们 来 我 家 团 年

啊 ！”“ 刘 警 官 ，我 家 孩 子 要 上 大 学 了 ，

帮 忙 看 看 选 哪 个 专 业 好 一 点 ”…… 新

年 期 间 ，正 是 万 家 灯 火 、共 享 团 圆 之

时 ，但 里 孜 边 境 派 出 所 民 警 却 比 平 时

更加忙碌了……

“群众都有我们的电话和微信，有事

就直接与我们联系。”简单的话语，却道

出了辖区百姓和民警间深厚的情谊。

2 月 9 日下午，林芝天气晴朗，带着一丝暖

意，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在沙发上看电视的马西

林身上。今年 71 岁的他乐呵呵地说：“今年过

年我们全家都在一起，非常高兴。”

这里是林芝市巴宜区幸福小区的马西林

大女儿家。1983 年，来自四川绵阳的马西林

与 林 芝 本 地 藏 族 姑 娘 白 玛 曲 结 婚 。 40 多 年

来，每年的春节、藏历新年、工布新年，一家人

都过得热闹有趣。

藏式茶几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零食点

心、卡赛、牦牛肉干等。“因为我们是民族团结

家庭，所以准备这些的时候，尽可能把大家的

口味都照顾到。”

厨房里，大女儿马丽和小女儿马琴正在

准备年夜饭。“依据我们本地的习俗，我们选

择今天吃古突。”马丽边和面，边和记者聊起

了家常。

“ 我 爸 妈 的 感 情 一 直 很 好 ，虽 然 是 不 同

的 民 族 ，但 我 们 一 家 人 其 乐 融 融 。”马 丽 说 ，

在 他 们 的 影 响 下 ，也 找 到 了 属 于 自 己 的 幸

福 ，“ 和 多 吉 相 处 后 ，我 们 都 觉 得 彼 此 很 合

适。”说完，马丽看了一眼在旁边切牦牛肉的

多吉，嘴角露出笑意。

下午 6 点，年夜饭端上了桌，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马丽搅动着锅里的古突，一一盛给大家。

吃完饭，马西林的岳母，今年 83 岁的次仁

曲珍和孩子们聊起亲身经历的发展与变化。

“现在条件越来越好，我们四世同堂非常幸福，

你们要懂得惠从何来、恩向谁报、心跟谁走，要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好好珍惜当下的幸福

生活。”次仁曲珍说。

夜幕降临，窗外传来了噼里啪啦的鞭炮

声。这个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大家庭，沉浸在

大年夜的欢声笑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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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2月10日讯（记者 格桑伦珠）近年来，

拉萨市曲水县把发展集体经济作为实现共同富裕

的重要保障，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

务来抓，全县村集体经济取得历史性突破，2023 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近 6000 万元，同比翻一番，“百万

村”实现全覆盖。

近年来，曲水县坚持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

为“一把手工程”，县委主要领导带头践行“四下基

层”，先后 30 余次深入一线调研，摸清各村资源禀

赋、潜在优势、产业现状和集体经济家底，一个乡镇

一个乡镇分析、一个村一个村研究，理思路、挖潜

力、定策略，谋定 2023 年全县村集体经济总目标为

5400万元。

目 标 明 确 后 ，曲 水 县 注 重 分 类 施 策 ，精 准 推

进。茶巴拉村党委与西藏空港实业有限公司达成

合作，种植青饲玉米，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50 万元，

带动 90多名农牧民就业增收 41万元；柏林村推动村

集体五金店提档升级为零售兼批发百货店，每年带

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18 万元；培育才纳乡体验式采

摘、南木村徒步旅游等特色旅游新业态新场景，全

力打造“拉萨市后花园”1 小时旅游圈；才纳园区通

过“村集体经济+劳务公司”模式，建立各村劳务信

息库，为附近园区企业、农业基地、项目工地输送劳

力、提供机械服务。

同 时 ，曲 水 县 紧 盯 人 才 紧 缺 问 题 ，抓 好“ 头

雁”队伍建设，建立乡土人才库 189 人，深入实施

“素质提升”工程，“引进来”开展培训 10 场次 370

余人次，“走出去”“取经”学习 116 人次。紧盯东

西 部 乡 镇 发 展 不 平 衡 、西 部 村 家 底 不 够 厚 问 题 ，

为 西 部 乡 镇 争 取 中 央 财 政 扶 持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项 目 2 个 ，资 金 140 万 元 ，帮 助 集 体 经 济“ 攒 够 家

底 ”。 紧 盯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现 实 问 题 ，各 乡 镇 党 委

和 村 级 党 组 织 聚 焦 产 业 发 展 短 板 研 究 发 展 策 略

29 次 ，实 施 三 有 村 哈 达 加 工 厂 、秀 色 才 纳 乡 村 旅

游提升、四季吉祥村手工艺加工厂等 7 个产业项

目 ，并 建 立“ 乡 村 吹 哨 、部 门 报 到 ”问 题 解 决 机

制 ，有 效 纾 解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中 的 难 点 堵 点 问

题。

去年，曲水县通过实干苦干，村集体经济结出

了 累 累 硕 果 。 1 个 村 突 破 1000 万 元 、3 个 村 突 破

500 万 元 ，增 长 最 快 的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增 长 了 13

倍，“百万村”实现全覆盖，带动群众增收 1411.68 万

元，解决就业 1419 人次，群众的腰包更鼓了，笑容

更加灿烂了。

曲水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县上下有决心有信

心完成 2024 年村集体经济增长 15%，总收入突破

6500 万元的目标，确保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迈出新步

伐、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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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2月10日讯（索朗多吉 李东淮）爆竹

声声、烟花朵朵，2 月 10 日 0 时，随着新年钟声的敲

响，西藏电网春节和藏历新年保供电工作实现了“线

路零跳闸、台区零停电、服务零投诉”的“三零”目标。

为守护好雪域高原万家灯火，自 1 月以来，国

网西藏电力组织各级干部员工下现场、查隐患，访

客户、除故障，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电力保供各项工

作。积极保障电网安全。开展一二次设备、“三道

防线”、事故预案等安全校核，并优化电网方式安

排，春节、藏历新年期间西藏电网保持“全接线、全

保护”方式运行，确保大电网安全稳定。落实隐患

整治。针对冰冻、山火等风险，加大对所属变电

站、线路特巡特护，排查隐患 369项，消缺 322项，确

保重要变电站、输电断面安全稳定运行。强化应

急保障。建立与气象、应急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机

制，落实应急队伍、物资等布点安排，投入较日常

1.5 倍及以上的运维抢修力量，全力满足节日期间

抢修需要，确保群众过节“亮堂堂”。

国网西藏电力落实保供电工作—

让 群 众 过 节“ 亮 堂 堂 ”

群山笼罩在皑皑的雪色中，天地间

苍茫一片。翻过海拔近 5000米的垭口，

顺势而下，一股暖流扑面而来。不同于

此前的冰天雪地，深藏在喜马拉雅山谷

中的亚东沟别有洞天。经过县城后，沿

玛曲河而下，松林参天，满目皆绿。

西藏亚东县下亚东乡庞达村就坐

落在玛曲河畔的开阔台地上，远远望

去，屋舍俨然。近百栋青瓦白墙红色廊

柱、颇具藏式特色的两层小楼，镶嵌在

山间河谷中。

走进庞达村，村委会广场上矗立着

的守边人打卡点分外醒目。庞达村第

一书记次仁罗布介绍，几乎每位游客都

会在此打卡留念。

说起旅游，身材高挑瘦削、浑身上下

透露出浓浓艺术气息的索喃次仁忍不住

插话，“走，去看看村里的文创产品”。

只见形态各异的石头、枯枝，被画

上具有藏式风情的图案，手工编织作品

摆满展架。它们都是当地村民在索喃

次仁的带领下创作出来的。

2023 年，毕业于西藏大学艺术系的

索喃次仁在庞达村设立了工作室，教授

村民刺绣、编织等技艺，并结合当地特

色研发文创产品。

工作室内，村民次仁央金正飞针走

线忙着刺绣。不一会儿，一朵栩栩如生

的莲花就显现出来。

“ 我 们 照 着 索 喃 老 师 画 好 的 图 案

下针，一点儿都不难。”次仁央金很满

意这份在家门口的工作，趁着春节前，

她想多干几天增加点收入。像次仁央

金一样，闲暇时来工作室工作的村民

有近 30 名。

随着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庞达村文

创产品的销路越来越广。2023 年，靠销

售文创产品，工作室就收入了 25 万元，

发放村民工资 22万元。

行走在庞达村，平坦整洁的道路延

伸到了家家户户，太阳能路灯、文化广

场、卫生室、幼儿园等设施一应俱全。

“我们村子美不美？不发展旅游是

不是可惜了？”正在家门口洗车的村民

仁青说起这话来眉飞色舞，十分自豪。

庞达村全村共 99 户，都是 2020 年 9

月起陆续从海拔 4600 多米的堆纳乡搬

迁而来。

“ 没 搬 之 前 ，我 们 是 既 期 待 又 犹

豫。”仁青一边热情地将我们迎进门，一

边笑着说：“没想到，在这里过上了更好

的生活！”

按照“搬得进、稳得住、能致富”原

则，亚东县立足资源优势，依托上海援

藏力量，在村里建起了蔬菜大棚、旅游

民宿，开发了文创产品。

次仁罗布介绍，目前，村里成立了

绿色蔬菜和生态旅游 2 家专业合作社，

实现了 20余种蔬菜的规模化种植，还开

展 了 手 工 编 织 、厨 师 、导 游 等 培 训 。

2023 年，每户村民还免费获得 300 个菌

包，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种植木耳。

“光种植木耳，每户就增收了 2400

元。”次仁罗布说，当地还积极组织村民

到周边项目就业，并大力发展旅游业。

“随着各种产业发展，以后收入肯

定还会越来越高。”提到收入，仁青十分

振奋。他说，发展乡村旅游的力度这么

大，他要抓住机会，尽快把家里改造成

民宿，吃上旅游饭。

窗外玛曲河欢腾，室内酥油茶飘香，

阵阵欢声笑语，飘荡在喜马拉雅山谷间。

（转载自《经济日报》2024年 2月 4

日第02版）

庞 达 村 的 欢 声 笑 语
经济日报记者 代玲

上图：国网洛扎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开展 10

千伏拉郊 143线路节日特巡保电工作。 赵清鹏 摄

左图：国网拉萨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在拉

萨市木如社区及八廓街开展设备运维检查。

旦增央卓 摄

本报拉萨2月10日讯（记者 郑璐）

10 日上午，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开展了

“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园——书香伴

新年 相约图书馆”活动。

为激发群众阅读兴趣，引导更多

群众走进图书馆，享受阅读的快乐，自

治区图书馆一楼大厅不仅摆上了各类

新书、各种精美文创产品，现场工作人

员还为读者发放新年礼物，现场热闹

有序。同时，图书馆网络部工作人员

现场向读者介绍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资

源检索系统及相关资源访问方式，发

放数字推广材料，读者通过现场抽奖

的方式获取相关数字资源和阅读推广

产品。

自治区图书馆馆长央金卓嘎说，

“希望能让阅读成为节日期间最美的

风 景 。 下 一 步 ，自 治 区 图 书 馆 将 继

续 发 挥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阵 地 作 用 ，不

断 拓 展 文 化 服 务 内 容 ，引 导 更 多 群

众 养 成 爱 读 书 、读 好 书 、善 读 书 的 良

好习惯。”

自治区图书馆：

开 展“ 书 香 伴 新 年 ”活 动

本报拉萨 2月 10日讯（记者 王菲

卓玛七林）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商务厅

获悉，2023 年以来，自治区商务厅深化

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工作成效显著。

自治区商务厅积极推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运用，“让数据多跑路、企业

少跑腿”。扎实做好“单一窗口”系统运

维保障工作，通过 95198客户服务热线、

微信群等多种渠道提供业务咨询服务，

及时解决系统操作中遇到的问题，有力

保障西藏外贸企业正常运转；坚持了解

掌握口岸每日运行情况，提升口岸运行

监测预警能力，不断优化通关流程，积

极提升口岸通关能力；对“倒装”过货模

式进行调整优化，有效降低了进出口货

物运输、装卸成本，口岸过货能力不断

提升，通关率平稳增长。

同 时 ，全 面 落 实 惠 企 政 策 ，实 行

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督促口岸管

委会在口岸现场做好收费公示工作；

梳 理 编 制《拉 萨 海 关 收 费 情 况 一 览

表》，引导口岸服务业企业诚信经营、

合理定价；积极为查验没有问题外贸

企业申请移位费，切实减轻外贸企业

负担。

下一步，自治区商务厅将加快“单

一窗口”地方版建设，持续推进口岸收

费目录清单公示制度并动态更新，积

极提升口岸通关能力，持续加大口岸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智慧口岸”

建设。

自治区商务厅：

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

近日，西藏昌都军分区某团开展“铁心向党戍边关 凝心聚力建新功”文艺汇

演，欢庆新春佳节。图为活动现场。 周建文 张迁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