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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日 的 雅 江 河 畔 ，连 绵 不 断 的

人造林，各类树木虽形态不同，却在

沙 丘 之 上 相 间 而 生 ，绘 就“ 绿 进 沙

退 ”的 美 好 画 面 。 位 于 雅 江 河 畔 的

扎 囊 县 扎 其 乡 德 吉 新 村 ，日 益 融 合

的 多 民 族 大 家 庭 ，也 孕 育 着 绚 丽 的

“团结之花”。

开民族团结之花，结生活幸福之

果。近年来，德吉新村立足村情民意、

夯实组织基础，以宣传引导、载体建设

和经济发展三大举措，不断实现邻里

互助日常化、幸福生活共同化、关怀认

可激励化，各民族村民在交往交流交

融中，像石榴籽一样更加紧密地抱在

一起。

“小队伍”做好“大宣传”：
民族团结教育接地气

德吉新村村民丹增一身黑氆氇藏

装、头戴“次仁金廓（金丝帽）”，操着一

口地道的扎囊方言，要不是村里人的

介绍，谁也看不出他其实并非“藏家大

叔”。

今 年 59 岁 的 丹 增 原 名“ 张 积

成 ”，祖 籍 青 海 省 。 在 他 20 岁 那 年 ，

跟着施工队来到扎囊县。“我当时是

修路工，那时虽然条件艰苦，但工地

上 大 伙 儿 不 分 民 族 相 互 照 应 、亲 如

一 家 ，后 来 也 在 工 地 上 认 识 了 我 的

藏 族 媳 妇 ，就 这 样 扎 下 了 根 。”丹 增

感慨，时过境迁，不仅民族团结的情

谊 没 有 变 ，民 族 团 结 的 优 良 传 统 仍

在 延 续 ，而 且 村 里 民 族 通 婚 家 庭 更

多了。

丹 增 的 经 历 与 感 慨 ，是 德 吉 新

村“ 各 民 族 相 亲 相 爱 ，犹 如 茶 与 盐

巴”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德吉新村

始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

穿 到 各 项 工 作 全 过 程 ，不 断 用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耳 熟 能 详 的 方 式 开 展 一

系 列 宣 传 宣 讲 活 动 ，力 求 做 到 宣 讲

人物全员化、宣讲频率常态化、宣讲

地点多元化。

德 吉 新 村 着 眼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体意识，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自 2019 年山南市启动创建全

国民族团结示范市工作以来，陆续组

建了一批“能讲、会讲、善讲”的志愿

者宣讲队伍，通过集中、入户等方式

进行宣讲，用带着“酥油糌粑味”的语

言，向全村群众阐述“三个离不开”思

想。2023 年，全村开展民团结政策宣

讲 15 场次，受教育群众 2000 余人次；

三级书记带头宣讲 8 场次，受教育群

众 800 余人次。

创新载体求实效：
共建共享见行动

德吉新村在强化宣传引导的基础

上，广泛搭建民族团结活动平台，积极

探索创建工作新途径新路子，不断丰

富创建工作的形式，拓宽创建工作内

容，夯实了全村各族群众维护祖国统

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思

想基础。

全村组织开展“民族团结在身边”

座谈会，通过村里的民族通婚家庭讲

述自身团结故事，从而促进民族团结

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月期间，全村集中组织开展民族

团结知识测试，加深村民对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开展村

级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在全村范围内

评选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

个人并进行表彰，引导村民争做民族

团结模范。

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的主旋律之下，德吉新村各族

群众积极组建“邻里互助”志愿者队

伍，把照料孤寡老人生活起居、关心

留守儿童学习成长、帮助劳力不足的

家庭春播秋收等均纳入志愿互助活

动范围。志愿者队伍成立以来，共开

展 互 帮 互 助 130 余 次 ，依 托“ 爱 心 超

市 ”为 有 需 要 邻 里 捐 赠 衣 物 3100 余

件 ，配 合 村“ 两 委 ”开 展 矛 盾 纠 纷 排

查 80 余次。

如今，德吉新村通过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努力创造各民族共

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全村群

众相处其乐融融，民族团结氛围日益

浓厚，为德吉新村实现乡村振兴注入

了更多团结奋斗的力量。

凝聚合力强基础：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走 在 德 吉 新 村 ，一 排 排 整 齐 美

观 的 藏 式 楼 房 错 落 有 致 ，宽 敞 平 坦

的柏油路四通八达，党群服务中心、

幼 儿 园 、卫 生 室 、饭 馆 超 市 一 应 俱

全 ，完 善 的 基 础 设 施 让 村 民 的 生 活

更加宜居。

德吉新村始终坚持将创建工作与

推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紧密结合，积

极组织群众参加各项实用技能培训，

逐步建立壮大奶牛养殖基地、温室大

棚、苗圃基地、大型机械租赁等各项村

集体经济项目，全村先后成立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 11 个、施工队 4 个，带动群

众就业 154 人，人均月收入达到 5000

余元。

德吉新村村委会负责人介绍，在

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如今发展内

生动力持续增强，种庄稼、跑务工、搞

经营，村民个个都是勤快人。

德吉新村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

践，也映照了扎囊县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的成果。

目前，扎囊县已建成市级民族团

结模范县，并成功打造德吉新村、桑

耶镇、县中学 3 个市级民族团结模范

单 位 ，1 个 市 级 民 族 团 结 模 范 家 庭 ；

全 县 积 极 开 展“ 十 大 民 心 工 程 ”活

动，完成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

设目标，从学前幼儿园开始实施“双

语 ”教 育 ，乡 镇 卫 生 院 和 村 级 卫 生

室、一个村居两个医生实现全覆盖，

城乡居民医疗和社会保险实现全覆

盖 ，改 革 发 展 成 果 更 多 惠 及 各 族 群

众，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夯实了

群众基础。

心手相牵，团结奋进。民族团结

如同高原上绽放的格桑花一样，坚韧

而绚丽。

在曲松县罗布沙镇贡堆村，有这么

一个藏汉“合璧”的民族团结家庭，丈夫

叫赵小平，来自甘肃省天祝县，妻子叫

白玛曲珍，贡堆村本地人。

和千千万万小家庭一样，这个藏汉

组合家庭的生活再普通不过。但十几

年来，夫妻俩互尊互敬、共同经营幸福

的那份坚持，却为大家津津乐道。

赵 小 平 是 个 不 善 言 语 却 实 在 本

分的甘肃汉子，村里人都亲切地称他

为“ 老 赵 ”。 2006 年 ，经 人 介 绍 ，走 南

闯北的赵小平来到曲松县，在贡堆村

附 近 的 矿 山 上 开 装 载 机 。 就 在 那 一

年，他认识了同在工地打工的白玛曲

珍。

谈起往事，白玛曲珍回忆说：“在工

地上，他看到我一个藏族女孩干那么重

的体力活，就总是帮助我、照顾我，有时

我也帮他洗洗衣服什么的。”

“一来二去，我们的感情就建立起

来了，再也离不开了。”赵小平笑道。

就 这 样 ，两 个 年 轻 人 的 心 越 贴 越

近。2008 年 2 月，白玛曲珍和赵小平登

记结婚，民族团结家庭的故事由此开

启。

“刚结婚时，老赵和我父母相互听

不 懂 对 方 说 的 话 ，我 就 担 任 起 了‘ 翻

译 ’。”白 玛 曲 珍 说 ，“ 现 在 ，他 们 日 常

沟 通 没 啥 问 题 了 ，都 不 需 要 我 这 个

‘翻译’了。”

除 了 语 言 之 外 ，日 常 饮 食 上 的 差

异，也曾是这个家庭面临的问题。

赵小平说：“刚结婚时，难免会有点

不习惯。比如，她早饭吃糌粑、藏面，而

我习惯吃稀饭、馒头，但我们既然走到

了一起，彼此就应该相互适应。为了

她，我试着早上吃糌粑、藏面，而她和家

里人也尝试着吃稀饭、馒头，现在我们

都已经习惯了彼此的生活方式。”

“尊重、理解、多元和沟通是家庭和

睦的基础。就像家里每天的食谱上既

有酥油茶、糌粑，又有米饭、馒头一样。”

赵小平很快就找到了彼此相处的“秘

诀”。

现在，白玛曲珍家中的厨房成了最

热闹的地方。藏式饭菜、西北风味，变

着花样来，三餐四季，一家人围坐一桌，

其乐融融。

白玛曲珍和赵小平已育有两子，一

家六口生活在一起。十几年下来，岳父

母已将赵小平看得比在外工作的两个

亲儿子还亲。

白玛曲珍的两个哥哥都组建了自

己的家庭，但他们碰到买小汽车、房子

装修这些大事，都会打电话询问他们这

个妹夫的意见，然后一起商量。

前些年，在妹夫的建议和帮助下，

两个哥哥也都各自买了装载机和运输

车，带着周边群众做一些小型工程项

目，日子都过得不错。赵小平这个妹

夫，已经成了给一大家子出谋划策的

“军师”。

2010 年，白玛曲珍带着儿子去了一

趟甘肃。儿媳和孙子首次来家里，赵小

平的父母喜出望外。

得知儿媳喜欢吃米饭，老两口就天

天变着花样做米饭炒菜，面食也不吃

了，几十年的习惯说变就变。

不想在婆家闲着，白玛曲珍就去建

筑工地上务工。看到儿媳妇如此勤快，

赵小平的父母乐开了花。在甘肃待的

几个月时间里，白玛曲珍以实际行动得

到了公婆的认可。

现在，白玛曲珍在拉萨的一家服装

店上班，赵小平在外跑“滴滴”，一家人

收入稳定、生活融洽。

“事实证明，嫁给赵小平是我这辈

子 最 幸 福 的 选 择 。 他 勤 劳 、本 分 、有

责任心，对我体贴，对父母关心，对孩

子 也 用 心 。”虽 然 汉 语 讲 得 依 然 不 是

很流利，但白玛曲珍却洋溢着满脸的

幸福。

常有人问：“老赵，你是汉族，你老

婆是藏族，那你儿子是什么族？”这时他

都会意味深长且自豪地说：“我儿子是

‘民族大团结族’呀！”

合唱真情曲 共浇幸福花
——记赵小平与白玛曲珍一家

本报记者 刘枫 本报通讯员 白玛论珠

扎囊德吉新村：

以民族团结托起“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扎囊县扎其乡德吉新村，生活着藏族、汉族、土族等不同民族 790 余名群众，该村先后荣获县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山南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村（居）等称号，是山南市远近闻名的“团结村”。

图为在德吉新村村委会大院内，祖籍青海，身着藏装的村民张积成（右一），与同村不同民族的群众一起交谈。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摄

本报加查电（记者 刘枫）2023 年以

来，加查县全面开展农牧区人居环境整

治“百日攻坚”行动，推动全县 7个乡镇、

74个行政村人居环境面貌持续改善。

据悉，加查县设立工作专班，成立

攻坚突击队，实施县级干部包保推进

制度，统筹多方面资金用于农牧区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切 实 做 到“ 不 落 一 村 一

户”。同时，通过基层党组织落实人居

环境整治系列行动，构建“党建＋”模

式 ，组 织 党 员 亮 身 份 、领 责 任 、争 先

锋。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全方

位、全覆盖的宣传方式，教育引导广大

农牧民群众强化“主人翁”意识，争当

人居环境整治的践行者和监督者，变

“要我整治”为“我要整治”，主动参与

“积分兑换”“美丽庭院评比”“村庄清

洁行动”。

此外，针对公路沿途牛粪污渍问

题，加查县各乡镇结合实际将牛粪清

理工作纳入村规民约，通过定时清理、

专 人 保 洁 和 门 前 包 干 等 办 法 予 以 解

决。围绕户厕改造、私搭乱建、人畜分

离等问题，各级党员干部带着群众干，

治理残垣断壁，清理私搭乱建、白色垃

圾、卫生死角，完成污水治理 198 处，目

前全县已改户厕 4468 户，人畜分离已

完成 606户。

截至目前，加查县通过各种整治

行动、攻坚行动等累计开展农牧区人

居环境整治 200 余场次，农牧民群众累

计投工投劳 5万余人次。

本报泽当电（记者 刘枫）为进一步

做好涉农商户客群金融服务，今年初，

农 行 西 藏 分 行 推 出“ 惠 农 e 贷·商 户

贷”。2月 19日，农行山南分行错那市支

行在农行总行乡村振兴示范点扎洞村

成功投放全区首笔“惠农 e贷·商户贷”，

投放金额 45万元，以实际举措和优质服

务满足农村个体商户融资需求。

为将产品成功投向市场，农行错

那市支行聚焦农村市场和边境地区金

融服务需求，依托下辖各营业所，采取

开 展 流 动 金 融 服 务 、举 办“ 惠 农 大 讲

堂”等方式，宣传推广该产品的特点、

优势和准入条件等。农行错那市支行

觉拉营业所的工作人员在扎洞村宣讲

后，该村个体商户格先生表示自己想

扩大规模已久，但因资金不足，迟迟未

能实施，当即向觉拉营业所提出信贷

需求。对此，营业所立即审核收集相

关资料，及时与上级部门联动协调，以

最快的速度、最优的服务为格先生投

放了首笔“惠农 e贷·商户贷”。

据悉，“惠农 e 贷·商户贷”是面向

从事农产品购销、农资经销、农机购置

以及市场经营等活动的普通农户、个

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等群体，提供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农行相关制度规定

生产经营项目的新型信贷产品，将进

一步拓宽涉农商户客群融资渠道，发

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

本报桑日电（记者 刘枫）近日，山

南市文联、桑日县委宣传部联合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相关成员单位，赴

桑日镇奴卡社区，共同开展了“我们的

中国梦——文艺进万家”系列活动。

活动中，桑日县人民法院结合“青

稞小讲堂”开展防诈骗宣讲活动，以百

姓身边事、身边人讲解诈骗手段和套

路，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的方式方法，切实保护好自身

财产安全。宣讲结束后，文艺工作者

现场为群众开展了“服务暖人心 文化

进万家”文化惠民演出活动。《美丽桑

日》《扎西德勒》《常回家看看》等一个

个精彩的原创节目，进一步满足了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让群众享受到了

有“酥油糌粑味”的文化大餐。在此期

间，活动还组织农牧民党员群众开展

了“能量补充站 知识我来答”知识问答

活动，现场群众踊跃参加，气氛活跃。

本报扎囊电（记者 刘枫）正值山南

春耕时节，近日，扎囊县扎其乡阿雪村

以“民族团结共耕耘 党群同心促春耕”

为主题，组织农牧民 80 余人举办了开

耕仪式。

活动现场，村民身着盛装，手捧象

征吉祥丰收的“切玛”盒和自家酿的青

稞酒，聚集在农田里，大家一同将手中

的糌粑撒向天空，表达新的一年里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农田

里，村民集体开展春耕劳作，伴随着拖

拉机“哒哒哒”的声音，平整的土地被

犁出一道道垄沟，身穿盛装的姑娘们

跟在后面，向地里撒播种子。

阿雪村党支部书记旺青说：“随着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我们村传统

的农耕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靠

人力和牛需要几十天，现在只要三五

天就可以全部完成。相对以前每家每

户的‘二牛抬杠’来说，现在的机械化

作业、集体化作业，在耕作速度、质量

和青稞产量上都有很大提高。”

加查县

推动农牧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农行山南分行

投放全区首笔“惠农 e贷·商户贷”

桑日县

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扎囊县扎其乡阿雪村

举 办 春 耕 开 耕 仪 式

近日，曲松县罗布沙镇举办首届“村 BA”篮球赛，党员干部、基层群众、返乡大

学生等组成 4 支队伍踊跃参赛，进一步丰富了干部群众的文体生活，促进了全民健

身活动开展。图为“村 BA”篮球赛现场。 本报记者 刘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