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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拉萨电（记者 赵朗）三月高原开学

季，日前，西藏各地中小学校已陆续开学。记者 3

月 13 日从自治区教育厅获悉，从 2024 年秋季学期

开始，西藏全区各类区各学段教育“三包”年生均

标准在 2023 年基础上提高 90 元，预计惠及 71.43

万名学生。

这是西藏自 1985 年实行教育“三包（包吃、包

住、包基本学习用品）”政策以来，第 21 次提升教育

“三包”补助标准。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南京实验小学自 1962 年建

校，此前经过合并重新挂牌而来。该校党支部副

书记、校长嘎玛索朗介绍，全校有 1200 余名学生，

90%以上为农牧民子女。得益于“三包”政策，学生

一日三餐条件不断得到改善，早餐轮换着供应糌

粑、酥油茶、馒头、稀饭、面包等等，中午三荤一

素。每周会制定菜单，所以每天供应不重样。

他说，2021 年调任到南京实验小学，见证了学

校软硬件不断完善，师资从 74 人增加到了 83 人，

教育信息化也在提升。前两年，学校更新了教室

的电子教学白板。另外援藏资金投入 300 万元为

学校建立了智能图书室。

拉萨那曲第四高级中学是一所那曲在拉萨异

地办学的学校，拉萨相对低海拔的地理位置、气候

环境更益于学生学习。该校成立不久，2022 年秋

季招收学生，全校 1370余名学生，均来自那曲。

洛桑顿珠是该校德育副校长，他告诉中新网

记者，与西藏其他中学一样，学校食堂供应一日三

餐，早餐有糌粑、酥油茶等等，中午和晚上也是各

供应两荤一素一汤。像学校的很多老师，受益于

“三包”政策，成长为人民教师。 （下转第三版）

西藏教育“三包”补助再增加
年生均标准在2023年基础上提高90元

春光里，看高原万象“耕”新
本报记者

春回大地、万象“耕”新。

按照西藏农业传统，今年 3 月 16

日是藏历历法书上适宜春耕春播的良

辰吉日，高原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春耕春播仪式。

3 月 16 日清晨，伴随着雪域高原的

第一缕阳光照射在大地上，墨竹工卡

县扎西岗乡朗杰林村迎来了今年的春

耕春播仪式。

一大早，村民们头戴藏式金花、身

着氆氇藏装、手捧洁白的哈达、背着自

家酿造的青稞酒，一路有说有笑地来

到田间，等待仪式开始。

不 远 处 ，一 阵 轰 鸣 声 传 来 ，扭 头

望去，一辆辆大红色拖拉机正依次驶

来 ，泥 浪 翻 滚 ，肥 沃 的 土 地 上 一 派 繁

忙景象。

春耕仪式现场，村民们敬青稞酒、

献哈达，且歌且舞，田间地头热闹氛围

浓厚，给初春的高原增添了无限景色。

春耕春播仪式是西藏一年之中最

隆重的农事活动，这一天一定要用“二

牛抬杠”犁耕法耕出新年第一犁。仪

式上，村民们驱使着自家公牛紧跟拖

拉机，在承载着希望的田地上翻出一

条条沟垄。随后，姑娘们撒下寄予美

好祝福的种子，期盼全年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

在 拉 萨 市 达 孜 区 塔 杰 乡 塔 杰 村

4 组春耕春播仪式现场，村民们身着

盛装，手持象征吉祥的洁白哈达、“切

玛 盒 ”和 青 稞 苗 ，以 传 统 的“ 男 耕 女

种”方式，齐声唱着祈愿之歌，欢快地

跳起传统锅庄舞，将希望的种子撒向

大地。

仪式上，达孜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同志与各乡（镇）签订了 2024 年农牧

业生产目标责任书，明确了各方责任，

为确保 2024 年农牧业生产指标的顺

利完成提供了保障。

回顾 2023 年，达孜区的农牧业成

果丰硕，令人欣喜。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达到 6.02 万亩，产量高达 2.532 万

吨，青稞播种面积达 2.75 万亩、产量达

到 1.0864 万吨，油菜播种面积 0.4 万

亩，各项指标均远超预期。与此同时，

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也实现了显著增

长。这些丰收成果为达孜区的经济发

展 和 农 民 的 生 活 改 善 带 来 了 积 极 影

响。

2024 年，达孜区预计粮食播种面

积将达 5.77 万亩，粮食产量将达 2.42

万吨，青稞播种面积将达 2.72 万亩，青

稞产量将达 1.08 万吨，油菜播种面积

和产量将保持稳定。

目前，达孜区春耕春播工作正有

序推进。春播种子的订购和调运、农

家肥积造工作已圆满完成，共计调运

种 子 6.9 万 斤 、积 造 农 家 肥 达 15 万

吨。化肥、农药和农机等物资采购和

维修保养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拉 萨 市 林 周 县 春 堆 乡 春 堆 村 翻

耕采取传统“二牛抬杠”和 10 台现代

农机混合编组，实现古老的农耕仪式

与 现 代 农 业 机 械 相 结 合 。 由 选 定 人

员进行春耕“第一犁”，身着节日盛装

的 阿 佳 们 举 起 手 中 的 切 玛 、青 稞 酒 ，

为 犁 手 们 唱 歌 敬 酒 并 献 哈 达 。 仪 式

中，还对翻耕情况进行评比奖赏。文

艺 庆 祝 活 动 中 ，大 家 跳 传 统 锅 庄 、表

演传统藏戏，表达对春天的喜悦和对

丰收的期盼。

今年，除了传统春耕春播仪式外，

拉萨市曲水县曲水镇茶巴朗村重点推

动西藏传统农耕民俗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 合 。 茶 巴 朗 村 藏 戏 队 为 游 客 献 哈

达、献歌、讲解春耕民俗文化，并邀请

游客穿着藏装，乘坐拖拉机播撒种子，

最 后 一 起 跳 锅 庄 ，共 同 欢 庆 仪 式 盛

典。现场还有书法家为游客题写藏文

书法。

3 月 16 日一大早，“轰隆隆”的响

声 唤 醒 了 山 南 市 桑 日 县 赤 康 村“ 冬

眠 ”的 土 地 ，清 新 的 泥 土 气 息 扑 面 而

来，“铁牛”们在田间一字排开，在田

地里开始转圈开耕，村民们依次进行

犁 地 、播 种 、浇 水 。 群 众 身 着 传 统 农

耕 服 饰 ，通 过 载 歌 载 舞 的 方 式 ，展 现

了 西 藏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和 当 代 农 牧

民 群 众 的 精 神 风 貌 。 精 彩 的 表 演 不

仅 让 大 家 领 略 到 了 农 耕 文 化 的 深 厚

底蕴，也表达了对丰收的祈愿和美好

生活的向往。

（下转第三版）

本报拉萨 3 月 16 日讯（记 者 冯

骥）春风拂绿，万象更新。15 日，区党

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严金海赴曲水

县宣讲全国两会精神，调研春耕春播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按 照 区 党 委 工 作 要 求 ，始 终 心

怀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抢抓农

时全力做好春耕春播，下好粮食丰产

“先手棋”。

自 治 区 副 主 席 次 仁 平 措 参 加

调 研 。

种 子 是 农 业“ 芯 片 ”、粮 食 之 基 。

严金海来到曲泰红芯种业公司的实验

室、生产车间，边看边问，详细了解种

子包衣情况等。他指出，种业是保障

粮食安全的源头，有了好种子，才能有

好收成。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种

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重

要指示精神，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

神为契机，聚焦育“良种”授“良法”，加

大青稞种质资源保护、良种研发培育、

良繁基地建设等工作力度，加快推动

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他希望企业要

立足高原农业实际，充分发挥技术优

势，继续加强科研攻关，做好良种“选”

“繁”文章，面向基层优化供给，把更多

的“好种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不

断增强农民种粮的获得感、生活的幸

福感。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才

纳乡协荣村 5 组的田间地头，农机轰

鸣，一片繁忙景象。严金海走进田间

地头，和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谈。他

强调，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

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农资供

应和农技服务，高质量抓好春耕春播

和田间管理，为粮食丰产打下坚实基

础。得知去年该村种植专业合作社所

种植的有机青稞通过中绿华夏有机产

品认证，严金海指出，好资源就要变成

好产品，卖出好价钱，要推动有机青稞

的种质资源、种养基地、精深加工、保

鲜储藏、产品流通、品牌营销“全链条”

发展升级，提升附加值，叫响知名度，

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在南木乡江村农机合作社，严金

海实地查看了解农机推广应用和购置

补贴等惠农政策落实情况。他指出，

农机合作社是为了实现资源集中化、

工作效率化、作业标准化，合作社要发

展壮大，就必须要创收盈利，要在服务

本乡本村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

跨区作业，让农机“开出去”，把收入

“挣回来”，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严金海在曲水县宣讲全国两会
精神并调研春耕春播工作时强调

耕耘希望的田野 播种幸福的生活
抢抓农时下好粮食丰产“先手棋”

本报拉萨 3月 16日讯（记者 王永

红）近 日 ，记 者 从 自 治 区 有 关 部 门 获

悉，随着第六轮“冬游西藏”市场促进

活动的结束，我区部分景区价格有所

调整，请游客朋友提前做好安排。

布 达 拉 宫 于 3 月 16 日 至 4 月 30

日执 行 淡 季 票 价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执行旺季票价。旺季全价票：一号

线 200 元/人、二号线 100 元/人，旺季

优 惠 价 票 ：一 号 线 100 元/人、二 号 线

50 元/人 ；淡 季 全 价 票 ：100 元/人 ，淡

季 优 惠 票 ：50 元/人 。 年 满 60 岁 以

上、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老年人及特

殊 人 群 ，请 提 前 一 天 到“ 布 达 拉 宫 门

票预订处”现场预约（上午 9：00 开始

发放）。

罗布林卡于 3 月 16 日起恢复正常

售票。普通票：60元/人，优惠票：30元/

人。65 周 岁（含）以 上 的 老 人 凭 老 年

证、二代居民身份证、7 至 17 周岁的未

成年人、在读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

学历学生凭学生证、非驻藏部队武警

官兵或者退出现役的军人凭军人证、

退 伍 证 等 有 效 证 件 及“ 三 属 ”凭 优 待

证、残障人士凭残疾证享受 30 元/人的

半价优惠。

珠峰景区于 3 月 16 日开始恢复正

常收费，即门票 160 元/人、旅游观光车

120 元/人。珠峰景区换乘中心旅游观

光车发车时间调整为：换乘中心至珠

峰大本营，7：00 至 19：00；珠峰大本营

至换乘中心，8：00 至 20：30。自治区相

关部门提醒前往观光游览的朋友合理

安排时间。

我区多个景区价格调整

图①：拉萨市墨竹工

卡 县 扎 西 岗 乡 朗 杰 林 村

村民在播撒种子。

本报通讯员 洛克 摄

图②：山南市桑日县

赤 康 村 春 耕 春 播 仪 式 现

场。

本报记者 旦增平措 摄

图③：日喀则市南木

林 县 嘎 布 村 村 民 身 着 盛

装，举行春耕春播仪式。

本报记者 杨子彦 摄

图④：山南市乃东区

昌 珠 镇 克 松 村 村 民 在 为

春耕春播仪式做准备。

本报记者 唐斌 摄

压题图片：曲水县茶巴朗村春耕

春播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潘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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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家 的 取 暖 桌 光 荣‘ 退 休 ’

了 ，冬 天 再 也 不 用 烧 煤 炉 、掏 煤 灰

了 ！”共 青 团 隆 子 县 委 干 部 次 仁 拉 姆

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自从开始集中供

暖后，一打开家门，热气就扑面而来，

进屋就能脱掉厚重的外套，既舒适又

方便。

隆子县地处喜马拉雅山区，平均

海拔 4000 米，冬季漫长、气候寒冷，以

往干部群众一直依靠煤炉、电炉等取

暖 ，一 烧 就 是 大 半 年 ，不 仅 安 全 隐 患

大，费用也高。

2022 年 ，该 县在 深 入 调 研 、仔 细

摸底后，决定在县城实施集中供暖项

目，解决干部群众取暖问题。

经过一年多的谋划、实施，2023 年

11 月 1 日，隆子县太阳能集中供暖项目

正 式 建 成 投 用 。 项 目 总 占 地 面 积 约

300 亩，能够为城区 7000 人提供稳定、

可靠的热源，有效改善了县城环境，减

少了能源浪费，进一步提升了城镇化

发展水平。

如今，在隆子县城，暖气片取代了

煤炉子，各个小区、大院再难看到柴火

垛 、煤 灰 堆 的 影 子 ，家 家 户 户 敞 亮 干

净，不用再忍受冬日里的烟熏火燎。

在次仁拉姆家中，记者注意到，暖

气片旁边摆放着许多绿植盆栽，茎叶

舒展、生机盎然。“我爱人学的是园艺

专业，特别喜欢养绿植。以往秋冬时，

家里很多植物要么冻死、要么枯黄，长

势很差。集中供暖以后，各种绿植都

长得很好，不用怕它们过不了冬了。”

次仁拉姆说。

（下转第三版）

让群众感受“暖暖”的幸福
—隆子县太阳能集中供暖项目见闻

本报记者 刘枫 本报通讯员 次仁龙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