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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风雪中，最是乡情浓。春节、

藏历新年期间，是藏北草原一年中最寒

冷的时节，也是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刻。

那 曲 镇 色 尼 雄 塔 村 唐 觉 平 措 家

里，炉火正旺，格外暖和。唐觉平措的

大儿子贡觉索朗在湖北上大学，寒假

回了家，正在给弟弟平措旺堆辅导作

业。阿妈在火炉边忙活着，不时过来

倒满酥油茶。

“孩子学习怎么样？”

“家里有两个小孩，大的已经考上

了大学，小的还在上高中。你们驻村

工作队考虑到我家缺少劳动力、负担

重，帮忙解决了 5000元的助学金，我们

心里十分感谢！”

春节、藏历新年期间，自治区人民

政府驻成都办事处的驻村工作队队员

范奎和陈浩来唐觉平措家做客，他们

一边喝着酥油茶、一边拉着家常。

驻村工作队队员到家里“走亲戚”、

孩子放假在家、父母操持着家务，不断

蓄满的酥油茶，一下把这个“小家庭”凝

聚成了一个“大家庭”，见证着广袤西藏

正在上演着的干群亲如一家的温馨一

幕。十余年来，我区一批又一批驻村工

作队队员们扎根基层，解群众之所忧、纾

群众之所困，切实拉近了干群关系。

色尼雄塔村，那曲市色尼区那曲

镇的一个小村，平均海拔 4600米，高寒

缺氧，是成办在那曲镇所驻的四个村

中的其中一个。除此之外，还有普仓

村、玛庆村、楚布村。

距离色尼雄塔村 20公里之外的楚

布村，坐落在山坳里。楚布村村委会

传来阵阵那曲锅庄音乐声，原来楚布

村的大学生在为村里的小孩进行寒假

补习，锅庄是课间的休息操。

30 多个孩子，5 名大学生“老师”，

一起跳着欢快的锅庄。驻村工作队队

员、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站在

一旁看着这个场景，脸上露出淳朴的

笑容。

“村里上学的孩子多，课业父母辅

导不了，就经常来找我们队员帮助辅

导作业。趁着寒假，我们就和村委会

一起，把村里的大学生和孩子们组织

起来，开办寒假学习辅导班。”驻村工作

队队员蒙毅介绍，这期是从 1月 10日开

始的，场地就用队员们办公的地方和宿

舍。为了确保孩子们安全取暖和饮水，

驻村工作队还专门筹集资金建成了生

物颗粒集中取暖和太阳能净水系统。

“我们大学生志愿者会轮流过来

辅导孩子们的学习，通过办学习班，村

里的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充实的寒

假，我们也得到了难得的实践锻炼机

会，真的很有意义。”楚布村的大学生

罗杰读的是师范类专业，对开办寒假

学习辅导班接连点赞。

孩子们在这里学习，有驻村工作队

提供的教材和教学设备，有大学生哥哥

姐姐的陪伴，还有村委会干部们打好的

酥油茶……家长们的感激溢于言表。

再回到色尼雄塔村，群众三三两

两，正提着酥油茶壶前往村委会，这是

驻村工作队、村委会正召集村民开“酥

油茶会”。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听听大家

的新年期盼，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所需，

请大家畅所欲言。”色尼雄塔村村委会主

任扎切的开场白简单明了、直奔主题。

村民们纷纷说，去年的收入又提高

了，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不少困难在驻

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已经得到了解决。

“我们定期在每个议事点开展‘酥

油茶会’议事活动，一起喝酥油茶、拉家

常，让牧民群众在轻松的氛围下学政

策、解难题、议村务，引导群众说事、议

事、理事、晒事，着力破解基层治理过程

中群众参与难、议事难、问题解决难等

问题。”成办驻村工作队领队、驻色尼雄

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兼队长肖远志说，

这种沟通交流方式有利于打破台上台

下的隔阂，推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

事民办。目前，“酥油茶会”村民议事品

牌取得良好效果，已作为优秀典型和先

进经验在那曲镇 33个村（社区）推广。

酥油茶里访民情，酥油茶里聚民

心。开办“文明积分超市”、安装太阳

能路灯、成立星火助学计划和爱心帮

扶计划基金……成办驻村工作队把群

众身边的一件件“闹心事”办成了暖心

事，把一件件“难心事”办成了幸福事。

“满山白雪映红霞哎，贵客来到我

们家哎……请喝一杯酥油茶哎。”色尼

雄塔村的“酥油茶会”上响起了经典老

歌《请喝一杯酥油茶》。这正是群众对

干部驻村工作认可的真实写照。

酥 油 茶 里 的 浓 浓 温 情
—新春走访那曲市那曲镇驻村工作队

本报记者 赵书彬 万靖

图为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驻色尼雄塔村工作队队员到村民家里“走

亲戚”。 本报记者 赵书彬 摄

第一道阳光刚在拉萨古城洒落，昂巴康琼

大院里的各族群众已经在欢声笑语中庆祝新

年——“春节快乐”“罗萨扎西德勒”（注：藏语

意为新年吉祥如意）。孙建学和索朗巴珍夫妻

俩热情地招待来拜年的邻居，捧上插满五彩谷

穗、盛满青稞糌粑、象征着吉祥如意的“切玛”。

昂巴康琼大院是典型的藏式民居，院内居

住着汉、藏、回等多个民族的群众。孙建学说：

“我们大院的各族住户，就像酥油茶里的酥油

和茶叶，谁也离不开谁。”

“不同民族组成的家庭，在这里有好几对

呢！”孙建学17岁时在藏工作，他和索朗巴珍相濡

以沫34年，2019年被评为“民族团结模范家庭”。

每逢过年，孙建学总是忙碌而充实。

在西藏数十年，他不仅爱吃糌粑、爱喝酥

油茶，还会制作藏历新年必不可缺的年货——

“卡赛”（注：油炸面制零食）。两人在厨房里忙

碌着，锅中嗞嗞作响，“卡赛”在热油中翻滚，散

发出诱人的香气。

孙建学说，大院里的邻居平时互帮互助、

关系融洽，到了各个民族的节日，大家会一起

庆祝，分享美食。

除夕夜，孙建学一家人按照传统习俗，喝

一碗香浓的“古突”，寓意着吉祥如意、幸福美

满；大年初一，孙建学会煮一锅家乡的牛肉面，

面里有对故乡的眷恋；在过年走访邻里时，他

也会品尝到其他民族的特色美食，来上一盘热

气腾腾的手抓饭。

远亲不如近邻。同住二层的回族小伙马

成虎，在这里生活二十多年，与孙建学一家有

着深厚的情谊。每当老两口家里需要换煤气

时，马成虎总会乐呵呵地前来，帮忙换好煤气，

孙建学总会留他一起吃顿饭。

仁珍老人是大院一层小卖铺的老板，有时

哪户人家急缺油盐酱醋，就会给她打电话，没

几分钟仁珍的儿子就将食材送到房门口。“一

起住了几十年，每个人住在哪家哪户，我都很

清楚。”仁珍说。

“双节”一起过，团圆又幸福。

八朗学社区工作人员米玛卓玛说，今年春

节和藏历新年正好在一起，民族团结大院里更

喜庆，也更热闹。

像昂巴康琼大院这样的民族团结大院，在

古城拉萨有 100 多个，各族群众在这里和睦共

处、安居乐业，成为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

共乐的美好家园。

（据新华社拉萨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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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本报拉萨 2月 13日讯（记者 张

宇）近日，记者从全区税务工作会议

上获悉，2023 年，国家税务总局西藏

自治区税务局落实落细各项税费优

惠政策，不断深化拓展“政策找人”，

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全区新增减

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 69.54亿元。

2023 年，西藏税务系统聚焦主

责主业，提升业务能力水平，精准落

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切实加强税

费征收管理，防住防好涉税风险，优

化完善税费服务，在高质量推进税

收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向前迈进。

2024 年，西藏税务系统将着重

强化税费征收管理、税费政策落实、

税收执法和税收监管、税收营商环

境建设等，统筹推动各项工作全面

提质增效。

2023 年我区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 69.54 亿元

祥瑞龙年，好事连连。

近日，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试种蓝

莓成功，并开始陆续采收上市。

走进南木林镇米如村菜馨温室大

棚专业合作社，以盆栽形式种植的蓝

莓果树整齐挺拔、长势喜人，簇簇深紫

色的蓝莓果实饱满、颗颗诱人。

西藏启迪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光伟告诉记者，蓝莓有“浆果

之王”的美誉，经济价值高，开发前景

广。2023 年，在山东省潍坊市第八批

援藏工作组的支持下，米如村菜馨温

室大棚专业合作社与西藏启迪农牧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引进蓝莓种植。

米如村位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北

岸, 平均海拔 4000 余米。结合当地实

际，赵光伟筛选出“L”“L25”“优瑞卡”

“兔眼”4 个蓝莓品种，采取基质栽培、

精准施肥、节水灌溉等技术进行试种，

均试种成功。

放眼全国，蓝莓种植地有不少，高

原种植蓝莓优势何在？

“ 这 里 水 净 土 净 空 气 净 ，阳 光 充

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较少，是种植

蓝莓的理想地。”赵光伟深耕果蔬种

植业 30 余年，在他看来，在高原地区

发展蓝莓种植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与山东同种蓝莓相比，南木林种

植出的蓝莓味道浓、甜度高，果皮在

口感上也会厚一些。而对水果而言，

果皮颜色越深、越厚，含有的花青素

则越多。”

“蓝莓一旦种植成功，后期管护相

对容易，可达到‘一次投入，连年产出’

的效果，适合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赵

光伟说，“从经济效益看，2 个大棚共有

300 余株蓝莓树，按每株蓝莓产果 3 到

4 斤、每斤 100 元计算，保守估计收入

可达 10万元左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小小蓝莓

的试种成功，为当地农业发展带来了

更多可能。

赵光伟表示，下一步，他将会带领

团队总结成功经验，推广扩大种植规

模，不断提升蓝莓产量和品质，拓展区

内外销售渠道。同时，建立组培苗培

养室，通过产学研结合，努力打造高海

拔地区标准化、智能化的蓝莓产品生

产基地，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助力乡村振兴。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试种蓝莓成功并采收上市—

喜 上“ 莓 ”梢 新 气 象
本报记者 杨子彦 旦增嘎瓦

近日，“雪域高原春意浓，共庆

新年喜相逢”2024 西藏山南年俗体

验推广活动举行，由媒体记者、自

媒体达人及区外游客共 80 人组成

的年俗体验团走进普莫雍错，近距

离观赏冬日蓝冰壮观美景。

图为年俗体验团成员在普莫

雍错冰面上合影。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摄

畅游高原

欢度新春 本报拉萨 2月 13日讯（记者 王

菲 见习记者 卓玛七林）日前，记者从

拉萨海关了解到，2023 年，西藏进出

口贸易备案企业 1045 家，同比增长

26.51%。其中，西藏进口食品化妆品

进口商、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场、供港

澳蔬菜种植基地等特定资质备案企

业增加至 85家，同比增长 46.55%。

拉萨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负

责人介绍，去年，西藏外贸备案企业

过 千 家 ，外 贸 活 力 明 显 提 升 ，一 方

面，得益于我区出台了推动外贸稳

规模优结构、服务保障外贸企业的

系列措施，有效提振了外贸企业的

发展信心；另一方面，拉萨海关聚焦

“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研究

实 施 新 一 轮 20 条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举

措，持续用好“关长送政策上门”和

“一对一关企联络”等机制，推动提

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据了解，2023 年，我区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突破百亿大关，面向印

度、新加坡、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

国家出口“水、茶、乳、蜜、菌”等特色

商品 481 批次，企业活跃度从 9.9%提

升至 13%。

去年西藏进出口贸易备案企业达 104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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