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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里地区革吉县城出发，朝西南

方向行驶，采访组来到距狮泉河源头 70

公里的革吉县革吉镇芒拉村。清澈的

狮泉河从村子中间缓缓流过，滋润着这

里的土地，养育了这里的人们，见证记

录着芒拉村的发展变化。

芒拉村，平均海拔 4900 米以上，是

个纯牧业村。近年来，芒拉村立足本地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产业，绘

就了一幅百姓安居乐业、增收致富的乡

村振兴新画卷。

发展壮大合作社

走 进 芒 拉 村 ，狮 泉 河 两 岸 的 草 场

在冬季褪去了绿色的外衣，取而代之

的是一片金黄，一群牛羊正在悠闲地

吃着草。

村里的统战委员嘎玛贡布向记者

一行介绍说：“我们世代都是以放牧为

生，是一个纯牧业村，全村草场承包面

积有 162.72 万亩，牲畜 1.21 万余只（头、

匹），过去，村集体收入主要也是依靠传

统的畜牧业。”

但 传 统 的 小 规 模 分 散 养 殖 ，无 法

提 升 牧 民 群 众 的 生 活 质 量 。 于 是 ，

2015 年，芒拉村成立了集体经济合作

社 ，全 村 132 户 523 人 全 部 参 与 入 股 ，

打造商品房出租和绵羊短期育肥基地

两项产业。

“芒拉村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也没

有其他显著的特色优势，所以继续发展

壮大合作社就是我们村实现乡村振兴

的最好途径。”嘎玛贡布说。

2018 年，在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

作队的努力下，芒拉村争取到了阿里地

区脱贫攻坚相关项目资金 75万元，建成

了牦牛短期育肥基地。随着芒拉村集

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村民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也在不断增强。

“这些都是咱们村合作社的牦牛，

我们给合作社放牧、挤奶、制作酥油和

奶 渣 ，不 仅 有 务 工 补 贴 ，年 底 还 能 分

红。去年，我们家总收入有 6.7 万元左

右，日子真是越过越有盼头了。”冬季

草场上，正在放牧的牧民桑嘎卓玛高

兴地说。

讲解国家好政策

今年 63岁的巴多，是芒拉村一组村

民，当记者来到他家里时，客厅桌上摆

着各种零食和饮料，巴多的老伴儿翻出

手机，激动地给我们看前几日亲朋好友

在家里欢聚的视频。

“以前我们住的是帐篷，用的是油

灯或汽灯；条件好些后，住进了 30 多平

方米的土坯房，用上了光伏电；之后房

子进行了好几次翻修和扩建，村里也通

上了电网，家乡的变化可谓是翻天覆

地。”巴多告诉记者。

在巴多的记忆里，过去住的是土木

结构的土坯房，房屋低矮狭小，人必须

弯下腰才能进去。在党和国家的关心

关怀下，2017 年，芒拉村实施安居房建

设项目，村里不少人住进了新房子。

“我现在搬进去的新房原先面积有

60 多平方米，我拿出一些积蓄，扩建了

暖廊和一个仓库，现在房屋面积达到了

90 多平方米，住着既宽敞又舒心。”巴多

高兴地说。

此 外 ，巴 多 不 仅 是 村 里 的 宣 传 委

员、革吉镇人大代表，还是一名基层农

牧民宣讲员。这些年来，巴多多次前往

革吉县、阿里地区和拉萨等地进行培训

和 学 习 ，努 力 提 高 自 己 的 宣 讲 水 平 ，

2023 年，他一共组织开展 14 场次的宣

讲，圆满完成了宣讲任务。

“我自己没上过学，所以很清楚上

学的重要性。在日常宣讲中，我除了

给群众讲解国家政策、民族团结等方

面的内容外，还不忘教育孩子们要好

好 学 习 ，通 过 知 识 改 变 自 己 的 命 运 ，

将 来 为 家 乡 发 展 作 贡 献 。”巴 多 告 诉

记者。

开拓致富新路子

在芒拉村村头，记者看到了加措开

的商店和茶馆，茶馆里有不少群众正在

喝茶、吃饭，喜欢运动的则在忙着打台

球，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我们家有 5口人，以前只能靠放牧

维持生计，现在在村里开了茶馆和商

店，一年能有 13 万余元的家庭收入，日

子越过越红火了。”加措难掩激动心情。

谈起创业的想法，加措说是受他大

儿子桑杰的启发。当时，儿子桑杰说：

“村里日常休闲娱乐的地方不多，如果

家里开茶馆，一定会受村民的欢迎。”于

是，2019 年，加措与妻子商量后拿出家

中 1.5万元积蓄开起了茶馆。

“我家茶馆供应肉包子、羊肉汤和砂

锅等小吃，白天是茶馆晚上是小酒馆，除

了我们本村村民，附近的村民也喜欢来

这里。”加措说，“现在茶馆的生意做得越

来越红火，收益也越来越好了。”

看到父亲的创业成果，桑杰也萌生

了创业的想法。2020 年，他从阿里地区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拿到了地区

人社局的创业补助 6 万元，回到村里也

开了一家商店。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商店里小到

针线，大到民族服饰一应俱全，不仅满

足了当地群众的生活需求，同时也给加

措一家增添了收入。

加 措 一 家 在 成 功 创 业 后 ，总 想 着

为村里人做点实事。在他家的茶馆现

在有 2 名芒拉村村民就业，“我在这里

当 厨 师 已 经 有 2 个 月 了 ，每 月 有 1000

元的固定工资，之前还去过阿里地区

参加厨师培训，不仅学会了一门技艺，

也能在家门口就业，实在是太好了。”

村民次珍说。

阿里地区革吉县革吉镇芒拉村：

草原深处的乡村振兴新事
本报记者 永青 温凯 洛桑旦增 达珍

本报拉萨2月11日讯（记者 张宇）

11 日上午，农历大年初二，区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汪海洲深入宣传思想

文化系统单位开展慰问活动，代表自

治区党委、政府向坚守岗位的干部职

工致以新年诚挚祝福，并送去慰问品。

“新年好，扎西德勒，你们辛苦了！”

在西藏博物馆，汪海洲详细了解节日期

间相关工作情况，他指出，要优化服务

管理，释放文化内涵，展示更多更受人

们喜爱的文创产品，提升游客满意度和

体验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西藏

美术馆，在观看“2024 年‘新生活·新风

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优秀

年画图片展”和“馆藏经典作品展”后，

汪海洲指出，文艺创作要贴近生活、贴

近基层、贴近群众，反映时代新风貌，

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勇于突破、敢

于创新，推出一批传得开、叫得响、受

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增强文化传播

力影响力。

在西藏日报社、西藏广播电视台，

汪海洲听取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

对大家的工作表示肯定。他强调，过

去一年，我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开拓进取，

取得了显著成绩。新的一年，要坚持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切实担负

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全力推动主

力军挺进主战场，强化传播能力建设，

健全完善创作、生产、传播一体化工作

机制，积极培塑主流价值、主流思想、

主流舆论，让正能量更加强劲。

慰问中，汪海洲勉励大家要树牢

大局意识、履行岗位职责，以“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和“舍小家、为大家”

的奉献精神，坚定不移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为各族干部群众营造浓厚节庆

氛围。

汪海洲看望慰问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单位
节日期间在岗干部职工时强调

树 牢 大 局 意 识 履 行 岗 位 职 责
为各族干部群众营造浓厚节庆氛围

本报拉萨 2月 11日讯（记者 桑邓

旺姆）近日，自治区政协党组 2024 年第

2 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复信精

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自治区党委有

关会议精神，研究自治区政协贯彻落

实工作。

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孟晓林主持，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多吉次珠、白玛旺堆、王刚出席，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扎西达娃列席。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政协组织、政协

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政协干部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要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

政、广泛凝聚共识，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自治区政协党组 2024年第 2次会议召开
孟晓林主持 多吉次珠白玛旺堆王刚

出席 扎西达娃列席
图为芒拉村村民桑嘎卓玛在给村合作社的奶牛挤奶。 本报记者 永青 摄

本报拉萨2月11日讯（记者 张宇）

近日，记者从全区城市房地产融资协

调机制推进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我区

已 确 定 房 地 产 融 资 项 目“ 白 名 单 ”24

个，其中拉萨市 7 个项目、5.75 亿元，山

南市 6 个项目、8 亿元，林芝市 3 个项

目、1.4 亿元，昌都市 3 个项目、1.78 亿

元，日喀则市 5个项目、6.03亿元。

会议明确，各市（地）房地产融资协

调机制要按照项目融资需求“应统尽统”

“应推尽推”原则，在今年 2月 9日前完成

第一批融资项目“白名单”推送工作，2月

20日前完成第二批融资项目“白名单”推

送工作；第一批融资银行审核后在 2 月

20日前完成信贷资金投放，第二批融资

银行审核后在2月底完成信贷资金投放。

我区确定房地产融资项目“白名单”24个

本报泽当2月11日电（记者 刘枫）

连日来，山南市面向全市广泛开展“民

族共相亲 文化润民心 欢乐过新年”文

化惠民活动，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

交流交融。

山南市各县（区、市）结合当地实际，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民族团结宣传教

育与文艺惠民活动紧密结合。洛扎县组

织开展文艺下乡演出和才艺比赛；扎囊

县组织9支行政村文艺演出队，赴各乡镇

开展巡回演出；措美县艺术团表演的歌

曲《爱在措美》、舞蹈《吉祥如意》等节目，

为敬老院老人送上新年的问候和诚挚的

祝福……一场场精彩的演出，让各族群

众在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到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带来的实惠。

据悉，本次文艺惠民活动将持续

到 3 月底，预计为山南市各族群众送上

120 场次文艺演出，让群众共享家门口

的“文化大餐”。

民族共相亲 文化润民心 欢乐过新年

山南市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文艺惠民活动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罗招武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表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

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

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

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

书，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罗招武说，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我们要学习、理解和把握好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坚

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尊重人民

创造、深入人民中间、汲取人民智慧，

真正做到为党和人民建真言献良策。

罗招武表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为哲学社会

科学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更多重大

机遇和更为广阔空间。作为新时代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聚焦重大现实问

题研究，围绕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根

据西藏发展需求，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

进行多学科整体性、综合性研究，提出

有前瞻性、有创见、有价值、可操作的思

路和办法，为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

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提供理论支持。

“同时，我们要坚定不移在守正中

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推动哲学社会科

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研究视角、理论

方法、资料来源的创新。坚持问题导

向的实践要求，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

中心工作，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和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努

力 推 动 西 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创新性发展，在借鉴中转化，在发

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西藏长治

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关键问题上

推出‘有思想含量、有理论分量、有话

语质量’的好成果。”罗招武说。

守正创新，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访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罗招武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察雅县各族干部群众共享文化盛宴察雅县各族干部群众共享文化盛宴
本报昌都 2月 11日电（记

者 贡秋曲措 通讯员 梁侠）近

日，2024年察雅县春节、藏历新

年联欢晚会在澜沧江广场上

演，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共享文

化盛宴、共庆新春佳节。

晚会在开场歌舞《吉祥迎

春》中拉开序幕，精美的舞台

设计，欢快的歌舞表演，浓郁

的民族特色，博得了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

整场晚会由《话丰收 晒幸

福》《岁月留记》《促振兴 感党

恩》《七彩丹霞 吉祥察雅》《久

违的歌声》五个篇章 17 个节目

组成。本次演出的演职人员

主要来自察雅县民间艺术团

和村级文艺队。

本次晚会还增加了 13乡镇

分红仪式和互动采访环节，主

持人专门采访了来察雅就业发

展四川籍艾女士，并为她推荐

了察雅丰厚的文旅资源，祝福

她在察雅迎来美好生活和幸福

新年。晚会尾声，演职人员走

到台下和现场的观众们一起跳

起了吉祥如意的锅庄。

图为察雅县 2024 年春节、

藏历新年联欢晚会现场。

齐齐格果果 摄

中国海拔最高乡群众的新年心愿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林建杨 田

金文）普玛江塘乡位于西藏山南市浪

卡子县西南部，平均海拔 5373米，是中

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这里的空气含

氧量不足海平面的 40%，年平均气温

为零下 7 摄氏度，这里居住着 1062 名

农牧民。

藏历新年前夕，记者来到了普玛

江塘乡，凛冽的寒风直钻人的衣领和

裤管，萨藏村 67 岁的村民措姆给记者

倒上了热气腾腾的酥油茶，火炉烧得

正旺，不大的屋内暖意融融，与屋外的

严寒形成强烈反差。

措姆是村里第三高龄的人，谈说

起村里的变化，她有很多话要说。“现

在的日子幸福，冬天也不怕风雪……

真心感谢党的好政策！”

措姆的家是 2019 年建成的“小康

房”，面积 200 平方米左右，带院子、有

阳光房，电冰箱、洗衣机等各类电器一

应俱全。“日子好了，城里有的电器我

们都有。”措姆说，她家还养了约 200头

牲畜，全家年收入达到 10多万元。

措姆家还是普玛江塘乡“希望小

屋”的试点用户。“希望小屋”是一间供

氧供暖的康养室，由乡政府出资改造，

措姆说，2023 年 9 月“希望小屋”改造

后，她们全家都在使用，“一天至少吸氧

一个小时，吸完氧气睡觉都更好了”。

措姆说，现在的生活是从她嫁到

普玛江塘后想都想不到的，她的新年

愿望是：“希望孩子越来越好，学业有

成，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措 姆 的 孙 女 边 巴 普 赤 正 在 读 初

三，她希望下学期能够顺利考入拉萨

的中学，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走访中，记者看到了不少像措姆

祖孙脸上那样幸福的笑容，村民们在

为春节和藏历新年忙碌。

50 岁 的 顿 珠 次 旺 在 萨 藏 村 当 兽

医 ，又 开 了 家 庭 商 店 ，生 活 条 件 不

错。“马上就过年了，一家人要团聚，

新 年 的 愿 望 是 再 添 置 、更 换 一 些 家

具。”他说。

普 玛 江 塘 乡 党 委 书 记 杨 同 波 介

绍：“以前，这里靠太阳能用电，特别不

稳定，一到天黑，乡里基本看不到灯

光 。 取 暖 只 能 烧 牛 粪 ，冬 天 特 别 难

熬。”现如今，普玛江塘水、电、路、网一

应俱全。

聊起新年的展望，杨同波说：“希

望新的一年里能多帮乡亲们做点儿

事，让大伙儿的日子越来越好！”

（参与采写 旦增尼玛曲珠 朱聪）

我们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