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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干净呀。”自驾游客李先生一进入

林芝市区，不禁赞叹道，“街道干净整洁，

路面上连一片树叶都没有，真是一座有

‘洁癖’的城市，我羡慕住在这里的人。”

城区绿化覆盖率 31.93%，人均占有

公园绿化面积 23.5平方米；

各学校将健康教育课纳入教学计划，

开课率100%；累计命名无烟单位209家；

巴宜区顺利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和国家级健康促进区；

……

近 年 来 ，林 芝 市 全 面 落 实 各 项 举

措，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坚持问题

导 向 ，补 短 板 、强 弱 项 ，通 过“ 精 耕 细

作”，城市面貌明显变美，城市环境明显

改善，爱国卫生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实 实 在 在 的 成 绩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这 块

“金字招牌”越来越闪亮。

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得民心、顺民

意的民生工程、系统工程、长远工程。

林芝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将爱

国卫生工作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列

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及时调整充实林

芝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员，各街道

办事处、乡（镇）均成立爱卫工作领导小

组，配备爱卫专（兼）职人员，各社区、村

（居）委会等基层单位均配备兼职爱国

卫生工作人员。同时，将爱国卫生工作

经费纳入年度政府财政预算，能够满足

日常爱国卫生工作需要，每年制定爱国

卫生工作年度计划。

傍晚，凉风习习，整洁美丽的工布

公 园 迎 来 了 许 多 市 民 群 众 ，大 家 或 散

步、或聊天、或健身，悠闲自在，其乐融

融。“每天傍晚我都会到公园散步、锻

炼，这里是我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家

住附近的市民玉珍说。作为土生土长

的林芝人，玉珍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变迁，感受最深的是林芝的市容市貌、

公园广场、农贸市场等城市基础设施日

益 完 善 ，这 些 变 化 让 她 的 生 活 更 加 便

利、舒适。

翻开林芝市城市建设画卷，一幅幅

贴近民生的画面不停更新。“改善城市

人居环境”在林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

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通过卫生城镇创

建、打造城市绿色空间、“厕所革命”等，

城乡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持续改善。

“ 勤 洗 手 、常 通 风 ，合 理 膳 食 多 运

动 ……”简 单 明 了 的 宣 传 词 伴 随 着 轻

松 欢 快 的 旋 律 ，工 作 人 员 向 过 路 群 众

普及着爱国卫生运动相关知识并倡导

大家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这是林芝市

开展爱国卫生月主题宣传活动的一个

场景。

普 及 健 康 知 识 ，提 高 全 民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是 提 高 全 民 健 康 水 平 最 根 本

最 经 济 最 有 效 的 措 施 之 一 。 近 年 来 ，

林芝市广泛宣传，增强全民健康意识，

将 健 康 教 育 经 费 纳 入 财 政 预 算 ，市 县

两 级 疾 控 中 心 均 成 立 健 康 教 育 机 构 ，

配备专（兼）职健康教育工作人员，确

保健康教育任务落实。林芝市各学校

将 健 康 教 育 课 纳 入 教 学 计 划 ，开 课 率

100% ，并 做 到“ 六 有 ”：有 计 划 、有 教

材、有教师、有教案、有课时、有评价；

各医院依托优势，开展特色健康教育，

组织专家编写适用于本地的藏汉文健

康教育处方；街道、社区设置健康教育

室 或 社 区 文 化 室 ，定 期 播 放 健 康 教 育

录 像 、邀 请 专 家 到 社 区 开 展 健 康 教 育

讲座和义诊咨询活动。

城 市 面 貌 的 蝶 变 、生 活 品 质 的 提

升，是林芝市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和

不断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的见证与

收获。林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爱卫办

主任苏给娜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

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理念，

进一步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方

式方法，营造争做文明市民、共建美丽

家园、共享品质生活的良好氛围，推动

人居环境实现‘颜值’‘气质’双提升，让

林芝这座美丽的城市更加靓丽。”

“颜值”“气质”双提升 城市靓丽人幸福
—林芝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本报记者 王珊 谢筱纯

本报拉萨 3月 23 日讯（记者 央

金）近 日 ，由 拉 萨 市 委 组 织 部 、拉 萨

市委宣传部（拉萨市新闻出版局）联

合 主 办 ，拉 萨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承 办 的

“ 感 悟 领 袖 风 范 锤 炼 过 硬 作 风 ”系

列之畅谈“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

革 65 年”读书分享交流会在拉萨举

行。

伴随着优美旋律的响起，分享会

在经典红色歌曲《金色的太阳》中拉

开帷幕。随后，拉萨市融媒体中心主

持人先后诵读了《将门家风》书信选

段、《恢宏变革创奇迹 继往开来著华

章——写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62 周

年之际》节选，深情的朗诵感染着在

场的每一位观众。

在活动访谈环节，相关部门负责

人及居民代表、农民代表和学生代表

分别围绕《将门家风》《克松村 60 年》

等书籍，分享各自读书心得，并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畅谈西藏民主改革 65

年来，拉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我分享的书籍是《克松村

60 年》。通过这本书，我们更清楚地

了解到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克松村，也

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如今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城关区八廓街道夏萨苏社

区基层宣讲员阿旺顿珠说。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

拉萨举行读书分享交流会

近日，贡觉县卫健委组织贡觉县医保局、县疾控中心、县人民医院、县

藏医院专业骨干深入各乡（镇）开展“健康相伴，幸福同行”健康教育宣传活

动。活动中，宣讲人员围绕《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着重讲解

了农牧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婴幼儿营养健康管理及疫苗接种、农牧区医

疗保险报销政策等内容。宣讲结束，工作人员为现场群众免费发放了药

品、儿童营养包等。

图为工作人员为贡觉县莫洛镇洞托村群众讲解儿童营养包使用时应

注意的事项。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本报通讯员 朗加卓玛 摄

本报狮泉河 3 月 23 日电（记

者 洛桑旦增）近 日 ，阿 里 地 区 札

达县托林镇托林组村民举行春耕

春 播 开 耕 仪 式 ，抢 抓 农 时 开 展 春

耕作业。

开耕仪式上，托林组村民身着

节日盛装，拿着茶、奶渣、肉、糌粑

和自家酿的酒相聚田间。群众向

犁手和拖拉机手敬上“切玛”和香

甜的青稞酒，祈愿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

随着拖拉机启动，村民们挥起

锄头翻地、松土、撒种，一派忙碌景

象。仪式结束后，大家在田边围坐

一圈，共同庆祝过去一年的风调雨

顺、硕果累累，畅想着今年的丰收。

札达县托林镇举行开耕仪式

近年来，我区紧紧围绕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开辟了一条城郊农业与休闲观光

相结合，有一定规模的、效益好的、

带动老百姓就业增收的采摘观光

新路子，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图为山南市乃东区泽当街道多

若社区的草莓大棚中，工作人员在

除草。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休闲农业

“风景”正好

（上接第一版）

干到一半，马祎俊发现，除了钢轨

受损，轨上的绝缘设备也即将脱落。他

和工人商量，先大致修复，确保短期运

行安全，并尽快请求安排第二个维护时

段。

一夜无眠。凌晨 5 点多，工人们终

于完成了全部的维护工作。离开铁道

时 ，他 们 特 意 等 着 最 近 的 一 班 火 车 通

过，并向火车郑重敬了个礼。

青藏铁路刚通车时，唐古拉线路车

间雁石坪线路工区副工长王小堂作为

青年骨干来到这里工作。他走遍了管

段的几乎每一段钢轨，对这里的情况熟

稔于心。长期跪在铁轨上施工、行走在

高原上巡护，他的面容日渐沧桑。

“我不后悔。每当列车穿越唐古拉

山，有乘客向我们挥手示意，我都有满

满的获得感。”王小堂说。

护路联防队：茫茫荒野中
日夜巡查

作为西藏自治区专职铁路护路联

防队欧玛亭嘎大队副队长，出生于 1995

年的次仁欧珠从 2013 年开始就在平均

海拔超过 4500 米的地方，守望着来来往

往的火车。

早上 6 点半，次仁欧珠和队员们早

早起床。跑操锻炼后，护路员先赶到值

班岗亭。岗亭位于铁路沿线，周围大都

是茫茫荒野，每名护路员负责前后一公

里左右的区域。“我们要守土有责。”次

仁欧珠笑着说。

铁路两侧的施工便道，次仁欧珠每

天要走几十次，哪里不平坦、哪里碎石

多，他都了然于心。

对于护路员而言，最需要注意的是

动物和人类误入铁路范围。

一个寒夜，次仁欧珠接到电话：“快

来，老乡家的马匹跑到铁路线上了。”次

仁欧珠立刻穿上厚重的外套，冲进队里

的小皮卡，朝着求助的管段匆匆驶去。

到了现场，已是凌晨 4 时许。只见

几个黑影在铁道上不停晃动，用灯光一

照，原来是 3 匹马越过围栏，走上铁道所

在的斜坡。巡查的护路队员一边大声

吆喝，一边晃动灯光，驱赶马匹赶紧离

开铁轨，但并不见效。

抬手看了一眼时间，有一班列车快

要通过了。来不及多想，次仁欧珠立刻

将在场的护路员聚在一起，手拉手围成

半圆，一步一步缓慢靠近马匹。“走得快

了，怕过度惊扰马匹，控制不住局面；走

得太慢，担心火车来了，造成危险。”次

仁欧珠说。

“轰隆隆……”不多时，火车呼啸而

过，已将马匹赶到斜坡一角的次仁欧珠

等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待将马匹全都赶出围栏时，已晨光

熹微。次仁欧珠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袭

来 ，原 来 最 里 层 的 衣 服 早 已 被 汗 水 打

湿。大家赶忙回到最近的岗亭，烧上热

水，短暂休整。

为了有效提升铁路周边的安全性，

次仁欧珠还经常到周边村庄开展宣讲活

动。“主要是劝导大家放牧和活动时远离

铁路，不要翻越围栏。”次仁欧珠说。

此外，野生动物活动也增加了铁路

运行的风险。黑熊、羚羊等野生动物跑

到 铁 路 范 围 内 ，都 需 要 队 员 们 加 以 驱

赶，以免伤害动物，给火车运行带来安

全隐患。

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时间的风吹日

晒，使布匹老化速度加快，护路队员身

上的黄马甲成了快速消耗品。有一次，

结束了一天巡护回到宿舍，次仁欧珠更

换衣服时轻轻一扯，就把衣服扯开一个

大口子，他只好和刚刚陪伴了他 24 小时

的黄马甲告别。这对他来说已经习以

为常。

武警战士：铁路桥上倾心
守护

拉萨河特大桥两侧，有一支特殊的

队伍——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某中

队 ，多 年 来 一 直 守 卫 着 青 藏 铁 路 上 的

“最后一桥”。

中队本部营房在桥的一头，观测哨

位在另一头。为了跨过河流前往哨位

执勤，从营房到哨位，战士们需要开车

跑上半个多小时。

冬日里寒风呼啸，空气含氧量达到

一年中的最低点，122 级台阶，哪怕长期

锻炼的人爬起来都不免气喘吁吁。执

勤时，中队战士杜斌斌要早早起来，沿

着陡峭的山体，登上观察哨位顶点，凝

望这座他已经无比熟悉的大桥。

有一次，一名男孩误入大桥附近的

铁道，呼啸的列车很快将穿过大桥。千

钧一发之际，杜斌斌立马向着孩子冲过

去，一把将其揽在怀里，侧身一滚，从铺

满碎石的斜坡翻滚而下。最终，列车安

全通过，孩子安然无恙，这位战士却摔

断了脚踝。

抵达观测哨位，杜斌斌和战友们分

工合作，一面注视着桥梁及周边情况，

一面盯着监控大屏观测哨位盲区。“这

些年，大家安全意识不断提高，周围围

栏等设施日渐完善，紧急情况越来越少

了。”杜斌斌说。

除了守卫桥梁，附近发生的一些意

外情况也需要中队战士及时处理。中

队 长 张 启 回 忆 ，有 一 次 战 士 们 在 执 勤

时，突然发现监控中的河水里漂来一个

黑点。

“那是什么？”执勤战士立马叫来队

友。两人仔细辨认，发现原来有人落水

了。他们一边向队里上报情况，一边通

知 在 桥 下 驻 守 的 战 士 迅 速 赶 往 河 边 。

落水者此时正困在距离河岸最近的一

个桥墩上，河水冰冷湍急，战士们尝试

涉水而过，但走到一半就被及腰的河水

冲得左摇右晃。

不一会儿，战士们拿来了救生衣等

物品。他们手拉着手在河水中前行，当

靠近落水者时将警棍递过去，成功将其

救上岸。战士们又和赶来的消防救援

人员、民警一起，将落水者抬到岸边，然

后转运至附近医院。

刚 入 伍 时 ，杜 斌 斌 到 了 营 房 才 知

道，自己守护的大桥，就是入伍时坐火

车经过的地方。那时，营房还在拉萨远

郊，周围十分荒芜。“一个快递，送一个

星期是常事。”他回忆。

这些年，生活不断发生变化。站在

哨 位 眺 望 ，楼 房 林 立 ，夜 幕 下 灯 火 通

明。“我在这里见证了西藏的发展变化，

这些变化离不开这条铁路。”杜斌斌说。

有 一 年 ，张 启 带 着 40 多 名 新 兵 进

藏。火车穿过大桥时，游客们纷纷掏出

手机拍照，“这里真美啊！”有游客情不

自禁地发出感慨。这时，张启也为自己

能有机会守护高原铁路深感自豪：“西

藏很美，这里有些人的精神，更值得敬

佩！”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

原送来安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

我 们 走 进 人 间 天 堂 ……”不 管 是 马 祎

俊、次仁欧珠还是杜斌斌，平时都会不

自觉地哼唱起这首歌。

作为这条“天路”的守护者，他们也

是西藏发展的见证者。

2008 年，13 岁的次仁欧珠第一次坐

上火车去拉萨。前行的列车，承载着他

对拉萨的无限想象。他和同车厢的孩

子们欢快地玩耍、嬉戏，这是他未曾经

历过的出行体验。

一家五口人坐在火车上，几个小时

就从那曲到了拉萨，这要搁以往，要花

很长时间。

次仁欧珠至今都记得，那时铁路两

侧就有向火车敬礼的人们。

16年后，他也成了他们。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4年 3月 21

日第11版）

坚守雪域高原 守护天路平安

本报拉萨3月23日讯（记者 王雨

霏）近日，全区庭院绿化工作安排部

署视频会议召开，部署我区庭院绿化

工作，助力美丽西藏建设。

开展庭院绿化工作是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有效举措，不仅可

以提高城市生态文明形象，还可以为

下一步申报国家或自治区级园林城

市、生态园林城市、文明城市奠定良

好基础。

区 住 建 厅 党 组 副 书 记 、厅 长 李

修 武 介 绍 ，各 市 地 将 科 学 编 制 庭 院

绿 化 专 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明 确 目 标

任 务 、工 作 措 施 、责 任 落 实 ，形 成 合

力 统 筹 推 进 本 市 地 庭 院 绿 化 工 作 ；

不断探索和总结怎么种、怎么养、怎

么 护 的 庭 院 绿 化 方 法 和 经 验 ，做 好

腾 退 还 绿 、疏 解 建 绿 、留 白 增 绿 、见

缝插绿；全面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大

力 培 育 绿 化 美 、布 局 美 、清 洁 美 、整

洁 美 和 人 文 美 的“ 美 丽 庭 院 ”。 同

时，还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查考

核、建立长效机制，把庭院绿化全面

融 入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持 之 以 恒 抓 下

去 ，让 庭 院 绿 化 成 为 绿 色 生 态 城 市

一道独特的亮丽景观。

全区庭院绿化工作安排部署视频会议召开

本报昌都3月23日电（记者 平措

郎加）第三十二届“世界水日”、第三

十七届“中国水周”来临之际，3 月 22

日，昌都市水利局牵头在昌都市茶马

广场举办 2024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

周”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

幅、发放宣传单和宣传品、现场讲解

等形式对水资源管理、节约用水、水

源地保护、水资源利用等知识进行宣

传讲解，向市民群众传递自觉节水、

科学用水理念，营造爱水、护水、惜水

的浓厚氛围。

此外，昌都市水利局工作人员前

往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进行宣传，除

发放宣传手册和宣传用品外，还以播

放动画短视频的形式向学生们讲解

了爱水护水的重要性。

“下一步，昌都市水利局将加强

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坚定不移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战略。同时，引导公众

积极参与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确

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建设美丽

中国作出贡献。”昌都市水利局副局

长陈显国说道。

爱水 护水 惜水

昌都市举办 2024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