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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4月 5日综合讯 又是一

年 芳 草 绿 ，又 是 一 年 清 明 时 。 连 日

来，我区各地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开

展祭扫活动，弘扬英烈精神，矢志不

懈奋斗。

4 月 2 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

区分行组织机关青年干部赴西藏军

区军史馆开展“探寻红色基因 赓续红

色血脉”主题活动。

在 讲 解 员 的 引 导 下 ，青 年 干 部

通 过 翔 实 珍 贵 的 文 物 实 物 、图 片 视

频 以 及 复 原 景 观 ，沉 浸 式 感 悟 中 国

共产党人顽强奋斗、“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精气神，以及人民子弟兵 65 年

来建设西藏、奉献边疆、团结奋进的

为民情怀。

在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

行文明办的倡议下，辖区系统干部职

工积极登录中华英烈网“铸魂·2024·
清明祭英烈”活动专栏，以观看宣传

片、敬献花篮等方式，深切悼念为实

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

强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

分行还组织各分支机构开展文明祭

祀“清风行动”，通过发布《爱护人民

币 倡导文明祭祀》倡议书，号召辖区

内商户不印制、销售带有人民币图样

的祭祀用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

使用带有人民币图样的祭祀用品，此

举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和商户文明祭

祀、合法使用人民币图样的意识。

清明节期间，昌都市第三高级中

学组织全体师生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清明节系列主题教育活动。该校举

行 清 明 节 缅 怀 先 烈 主 题 升 旗 仪 式 。

高一年级学生代表作《清明追思，不

负韶华》演讲，引导新时代青年学生

牢记革命先辈的无私与英勇，坚定永

远 跟 党 走 的 信 念 ，勇 担 民 族 复 兴 重

任，把革命先烈为之奋斗、为之牺牲

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同时，昌

都市第三高级中学各班组织召开“感

受传统，缅怀先烈”主题班会，让学生

了解清明节文化习俗，革命先辈的感

人故事，从中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魅

力 与 丰 富 内 涵 ，培 养 学 生 的 爱 国 情

怀。学生们还积极进入中华英烈网，

认真学习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抒写

感言寄语，表达感恩和敬仰。

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

革命先烈的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奋

勇前行的强大力量，在今后的学习和

生活中，我们要坚守理想、锤炼品德，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继承

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

清明祭英烈，云端寄哀思。4 月

4 日，西藏边检总站 2024 年司晋督培

训 班 开 展 系 列 网 上 祭 奠 活 动 ，缅 怀

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活动中，

培 训 班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打 破 空 间 限

制 ，组 织 民 警 通 过 手 机 、电 脑 等 终

端，登录国家公祭网、中华英烈网等

向 革 命 先 烈 敬 献“ 鲜 花 ”，发 表 缅 怀

留 言 。 民 警 们 怀 着 崇 敬 的 心 情 ，深

情 祭 奠 英 烈 ，表 达 对 革 命 先 辈 的 哀

思和敬仰。

部分民警还自发组织观看了英

烈 纪 录 片 ，在 一 帧 帧 炮 火 连 天 的 画

面、一个个浴血奋战的故事中，民警

们感悟着对党忠诚、英勇不屈的红色

力 量 。 大 家 表 示 ，英 烈 精 神 熠 熠 生

辉，将牢记初心使命，执法为民，守护

公平正义。

清明节当天，青藏公路事业发展

和应急保障中心安多养护段职工前

往安多县烈士陵园祭奠英烈。大家

集 体 向 革 命 烈 士 行 鞠 躬 礼 ，寄 托 哀

思。“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陵

园内，党员们在党旗下举起右拳，重

温入党誓词，牢记初心使命。

“作为公路养护人员，我们要弘

扬和践行‘两路’精神，继续推进青藏

公路事业高质量发展。”青藏公路事

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安多养护段

职工边巴顿珠说。

4 月 4 日，西藏军区某旅官兵走进

本单位缅怀先烈广场开展祭扫活动，

铭记先烈功勋，弘扬英烈精神。

缅怀先烈广场庄重肃穆，十八军

进藏浮雕矗立正中。官兵们怀着崇

敬的心情，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表

达对革命先烈深切的哀思和崇高的

敬意。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奋进是最好

的告慰。官兵们纷纷表示，一定要传

承好英烈们为党的事业抛头颅洒热

血的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

好老西藏精神，为强军事业作出应有

贡献。

（记者 平措郎加 袁海霞 郑璐 彭

琦 曲珍）

清明节之际，我区各地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

赓续红色血脉 弘扬英烈精神
据新华社兰州电（记者 张文静）基于

古环境记录、古气候模拟和现代观测，对

比了青藏高原北缘中全新世暖期、中世

纪暖期、现代暖期和未来百年暖期的干

湿变化，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李育教

授团队得出结论，未来全球变暖会导致

青藏高原北缘暖湿化。这项研究成果近

日发表于期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青藏高原被视为全球气候变化的

驱动机和放大器。据介绍，青藏高原北

缘处于亚洲夏季风和中纬度西风环流

交汇区，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是研究

气候变化及其机制的典型区域。

李育介绍，他们的研究从古气候视

角 ，对 比 了 青 藏 高 原 北 缘 中 全 新 世 暖

期、中世纪暖期、现代暖期和未来百年

暖期的干湿变化，发现中全新世暖期主

要受轨道控制的东亚夏季风影响，这一

区域整体表现出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

中世纪暖期主要受控于太阳辐射, 存在

暖干的现象；现代暖期和未来百年暖期

主要由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温度升高

控制，气候干旱化趋势显著。

“青藏高原北缘现代暖期的干湿格

局与中世纪暖期类似，而持续升温会导

致西风带扩张，气候逐渐湿润，未来干湿

变化将与中全新世暖期更加相似。”李育

说，研究还表明，尽管未来全球变暖会导

致青藏高原北缘暖湿化，但并不会改变

中国整体的气候类型格局。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

士施雅风就关注到西北降水增多的变

化。他后来提出西北气候可能正由暖

干向暖湿转型的推断。如今，研究人员

通过数据收集、分析、计算等权威研究，

使这一推断变得更有说服力。

李育认为，气候变化普遍具有周期

性，历史暖期的干湿变化可以为预测未

来干湿变化提供一个历史参照。探讨

青藏高原北缘的气候变化规律及其机

制，评估该区域未来的气候变化趋势，

将有助于提高人们对青藏高原北缘在

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环境变化特征及

其响应机制的理解和认识。

新研究揭示全球变暖将导致青藏高原北缘暖湿化

本报狮泉河 4月 5日电（记者 洛桑

旦增 达珍 永青 通讯员 喜热桑姆）本月

迎来第 33个全国税收宣传月，近日，国家

税务总局阿里地区税务局以“税助发展

向新而进”为主题，开展丰富多样的税收

宣传活动，揭开了税收宣传月帷幕。

活动中，阿里地区税务局红柳税费

志愿服务队搭建了税费优惠政策“展销

会”，详细为纳税人缴费人介绍落实税

费优惠政策、创新优化服务助力高质量

发展各项举措。同时，向纳税人缴费人

发放税收宣传品，为税收宣传月活动开

展营造良好氛围。

“税务工作人员不仅给残障环卫工

人讲解了医保社保缴纳知识，还制作了

政策指导小册子，真是太贴心了。”阿里

地区残联干部陈垠圩说。

阿 里 地 区 税 务 局 主 要 负 责 人 表

示，下一步，我们将以税收宣传月活动

为 契 机 ，全 力 推 进 税 费 优 惠 政 策 落 实

落 地 ，进 一 步 提 升 纳 税 缴 费 服 务 精 细

化、智能化、个性化水平，为服务阿里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税收

营商环境。

阿里税务开展第 33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

本报拉萨4月 5日讯（记者 刘斯宇）

近日，由自治区普法处、拉萨市委宣传

部、拉萨市司法局、拉萨市普法办、城关

区司法局主办的法治基层行文艺巡演

活动在达孜区桑珠林村举办。

活动现场，演员们将法治元素融入

文艺节目，通过歌曲、舞蹈、小品等多种

艺术形式，让群众“零距离”享受普法“大

餐”，进一步丰富群众法治文化生活。

“此次巡演共 3 场，旨在通过文艺表

演的方式提高公民法治素养，引导群众

树立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意识。”拉萨市司法局普法与

依法治理科科长边珍表示。

拉萨市开展法治基层行文艺巡演

图为 4月 2日，在拉萨烈士陵园，西藏拉萨警备区官兵祭奠先烈。 本报记者 唐斌 本报通讯员 何琪 摄

图为 4月 3日，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官兵前往札达县烈士陵园祭奠

先烈。 本报记者 次仁平措 本报通讯员 刘晓东 摄

（紧接第一版） 清明节，对国网西藏超

高压变电站运维人员来说，是一个守护

电力设备的特殊时刻，在这个重要的日

子里，运维人员不仅需要对设备进行日

常巡视，还需要每日开展一次全站设备

特殊巡视和设备测温。

为了保电工作顺利完成，国网西藏

超高压变电站运维班长曹志光提前做

好了设备巡视的筹划准备工作，不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对站内所有设备都做了

详细检查。作为班长，在变电站过节，

他早就习以为常了，每天一大早，带着

站内员工按照班组提前制定的清明保

电计划，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叮嘱站内员工：“清明节期间要

严格按照保电方案要求和标准作业卡

开展工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通

过开展对保电特巡、现场管控、隐患排

查等工作，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全力

保障电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假期客流高峰期间，西藏聂拉木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坚守岗

位、履职尽责，为樟木口岸顺畅通关保

驾护航。

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段秋宇说：“聂

拉木边检站持续深化边检‘放管服’改

革，不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强化通关和

信息采集前置引导、加大执勤警力投放

力度、加强便利政策宣介，努力破解出入

境旅客通关过程中的卡点堵点问题，开

足各类查验通道，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

通关排队不超过 30 分钟。同时，部署充

足警力，加强口岸现场通关秩序维护，为

返乡祭祖的旅客提供出入境通关便利。”

（上接第一版）

高原健儿融入时代华章

制度的变革和人的解放，激发了

雪 域 高 原 的 发 展 潜 能 。 民 主 改 革 之

后，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保

障 ，无 数 普 通 人 得 以 实 现 人 生 价 值 。

在竞技体育领域，一代代西藏健儿通

过体育实现人生梦想，也让五星红旗

飘扬在世界各地，通过自我奋斗融入

时代华章。

1982年，标枪选手普布次仁参加印

度新德里亚运会，这是西藏运动员第一

次代表中国登上国际赛场；六年后，射

箭选手多吉秋云参加第 24届奥运会，西

藏运动员又在奥运舞台亮相；2011 年，

摔跤选手西洛卓玛成为西藏和平解放

以来首位竞技体育世界冠军……

近年来，西藏竞技体育在耐力和

冬 季 项 目 上 再 结 硕 果 。 继 全 运 会 冠

军、亚运会季军多布杰后，西藏中长跑

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年轻选手。其中

扎 西 次 仁 近 两 年 多 次 在 国 内 男 子

10000 米、3000 米、半程马拉松等比赛

中夺魁。

在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后，西藏

利 用 自 身 高 海 拔 环 境 和 雪 山 资 源 禀

赋，依托国家体育总局和援藏省市支

持，选拔和培养了一批雪上项目运动

员、教练员。

2024 年，西藏首次组队参加全国

冬运会便取得 4金 1银的亮眼成绩。滑

雪登山成为 2026 年冬奥会新增项目，

来自西藏、新疆的运动员已在该项目

中成为国际赛场领奖台上的常客。

17 岁的西藏女孩次旦玉珍如今已

手握青年世界杯、世锦赛、亚锦赛以及

全 国 冠 军 赛 等 国 内 外 多 项 大 赛 的 冠

军。出生在农牧民家庭的她说：“我小

时候经常上山放羊，从来没想过自己还

能出国，能站到那么多山峰的山顶。”

现在，她家中挂满了从世界各地

带回来的奖牌。她已经把目光投向了

2026 年冬奥会：“我还要更加努力，站

上（冬季）奥运会的领奖台。”

“国际体育舞台上的西藏面孔逐

步增多，展示了中国西藏的积极形象，

也把爱国的种子更深地埋进了藏族同

胞心中。”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尼玛

次仁说，“我们的目标是，西藏选手早

日站上奥运领奖台，为国争光。”

体育事业惠及雪域高原

在山峰之下、赛场之外，西藏体育

事业正在发挥更广泛的社会功能，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西藏实施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健身步道、乡镇多

功能运动场、笼式足球场等群众体育

设施建设工程 700 多个。截至“十三

五”末期，西藏体育场地超 8000 个，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 1.6 平方米；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人数近百万，占自治区总

人口的近三成。

数据的背后，是高原人民健康水

平和生活方式的巨变。20 世纪 50 年

代初，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仅为 35.5

岁 ；如 今 ，这 一 数 字 已 变 成 72.19 岁 。

更为健康的体魄与更加健康的生活方

式 相 辅 相 成 ，在 曾 经 被 视 作“ 生 命 禁

区”的雪域高原，科学健身如今已蔚然

成风。

距离拉萨市中心仅两公里的拉鲁

湿 地 是 世 界 海 拔 最 高 的 城 市 天 然 湿

地。如今，它已完成生态修复，并向市

民局部开放。每年围绕拉鲁湿地开展

的健步走活动，成为拉萨全民健身的

一张亮丽名片。市民陈进霞说：“以前

觉得在西藏生活艰苦又单调，健身从

来不敢想。但现在能去的地方越来越

多，高原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目前，“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体育事

业，加快建设西藏山地户外运动学院”

已被写入《西藏“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依托珠峰商业化

登山的成功经验，西藏正围绕山峰进

行攀岩、徒步、露营、定向、漂流、航空、

滑雪、山地马拉松、自行车等多种运动

项目的开发。

2023 年，中国漂流联赛全国首站

比赛落地西藏工布江达县。西藏的美

景和便捷的基础设施令全国各地的参

赛者印象深刻。

“ 任 何 国 外 的 景 色 都 比 不 上 这

里！”59 岁的参赛者何伟说，“以前觉得

来西藏路途遥远，但现在交通也没有

问题了。这里不仅可以漂流、徒步，还

有丰富的民俗文化，相信西藏一定能

成为世界级体育旅游目的地！”

65 年倏忽而过，雪域高原换了人

间。从昔日受剥削压榨的农奴，到今

日在国际舞台争金夺银的体育健儿；

从曾经的苦难挣扎，到如今的健康生

活与全民健身热潮，社会主义新西藏

体育事业的轨迹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同 频 共 振 。 高 原 儿 女 在 祖 国 大 家 庭

中，通过体育促健康、促团结、促发展、

促幸福，成为体育事业的参与者和受

益 者 。 西 藏 体 育 的 明 天 必 将 更 加 美

好，为高原人民带来更多健康与快乐，

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加活力四溢、开放

自信的新西藏。

（据新华社拉萨电）

（上接第一版）

“公益祭思祠堂吸引了更多人用绿

色低碳的方式寄托哀思。”长春华夏陵

园总经理助理辛颖说。

“云”上祭扫 遥寄哀思

“没想到科技也能给祭扫带来这么

多便利。”因为村里有“深埋不留坟头”

的安葬传统，以前，山东东营广饶县李

鹊镇赵寺村的田先生并不容易能精准

找 到 已 故 父 母 的 墓 穴 。 而 现 在 ，他 在

“数字公墓”平台上输入墓穴的坐标位

置，用手机导航就能找到了。

2023 年下半年，广饶县在有“深埋

不留坟头”安葬传统的乡镇，创新推出

“数字公墓”。广饶县殡葬管理所相关

负责人介绍，“数字公墓”既有虚拟的部

分，又有实体化的“数字公墓”示范园，

可供亲友到现场祭扫、寄托哀思。

随着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用更

环保、绿色的方式寄托哀思，正在成为

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长春华夏陵园微信公众号上，陵

园推出云纪念、云祭扫服务，人们可以

为故人敬献鲜花、点亮蜡烛，还可以写

下想对故人说的话，通过“天堂邮局”传

送思念。记者在“华夏云纪念”主页里

看到，已有 105 万人次以此方式表达了

哀思。

“在母亲的忌日我会到现场祭拜，

在清明节就通过线上祭扫的方式表达

对亲人的思念。不论以什么形式，重要

的是表达心中的爱和思念。”长春市民

黄晓说。

插柳踏青 向上而生

以中国传统祭祀祈福和诗酒花茶

为主题的清明文化节 3 月 30 日在重庆

福 果 山 生 命 纪 念 园 举 行 。 活 动 现 场 ，

有锦鲤放生、花灯祈福、丝带祈福、吃

清 明 粑 、放 纸 鸢 等“ 福 文 化 ”体 验 ；有

《大国英姿》《说唱脸谱》等传统文化节

目表演；还有团扇题诗、酒文化品鉴、

插花艺术体验、明前新茶品鉴等活动，

为 游 客 带 来 别 开 生 面 的 清 明 踏 青 体

验。

在山东枣庄台儿庄古城，梅花、樱

花、梨花竞相绽放。古城街头，投壶、锤

丸 、蹴 鞠 等 传 统 民 俗 活 动 令 人 应 接 不

暇。在台儿庄古城无名英烈遗址处及

大战遗址公园内，游客们向革命先烈敬

献鲜花、默哀致敬。

“ 刚 才 ，我 和 家 人 参 加 了 祭 奠 活

动。革命先烈的故事激励我们展现积

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以蓬勃的朝气面对

生活。”来自江苏的游客赵女士说。

4 月 4 日，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

辕黄帝典礼在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桥

山祭祀广场举行。公祭典礼上，唱《黄

帝颂》、敬献花篮、恭读祭文……参祭人

员依次瞻仰轩辕殿、拜谒黄帝陵，并在

陵园中种植桥山柏，让巍巍轩辕殿、苍

苍桥山柏见证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凝

聚中华儿女奋进力量。

（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记者 丛佳

鑫 熊翔鹤 周思宇 赵丹丹 王佳琳）

为新征程注入激情和梦想

假期，他们坚守在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