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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4月 6日讯（记者 李梅

英）3 日下午，2024 年自治区第三次全

国土壤普查工作推进会召开，总结交

流各市（地）土壤三普情况，分析研判

当前工作形势，调度部署今年全区土

壤三普工作。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组长

次仁平措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

普查是一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守

牢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

基础。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耕地保护、

土壤普查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

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统

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方向、严把技术

质控、强化组织保障、提高安全意识，扎

实抓好外业采样、内业检测、样品库和

数据库建设等重点工作，确保按时序高

质量完成土壤三普各项工作。

2024年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推进会召开
次仁平措主持

本报拉萨 4月 6日讯（记者 郑璐

袁海霞）近日，自治区藏语委办（编译

局）向全区发放《公共服务领域藏文

译写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据了解，《规范》为通用类（含功能

设施、警示警告、限令禁止、指示指令、

说明提示等）和道路交通、公共交通、旅

游、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医疗卫生、

邮政、电信、餐饮、住宿、商业、金融服务

等常用服务领域的 22类公共服务信息

提供了规范译文4200余条。《规范》内容

较为全面，指导性、实用性强，是我区公

共服务领域藏文翻译的基础性规范。

《规范》的发布，将更好发挥其基

础性、引导性作用，进一步规范和统一

我区公共服务领域的藏文译写，有助

于提升社会用字规范化水平，营造良

好的语言文字环境。

自治区藏语委办（编译局）

向全区发放《公共服务领域藏文译写规范》

本报巴宜 4月 6日电（记者 胡文

通讯员 徐煜桢）近日，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公布 2023 年度基础教育领域实

践创新典型案例。林芝市巴宜区幼

儿园《以“四级”课题研究为引领，深

耕保育教育“营养田”》入选“基础教

育扩优提质行动”案例。

长期以来，巴宜区幼儿园始终坚

持科研导向，深入挖掘各类教学活动资

源，有力推动教师队伍向研究型教育者

转型。同时，积极开展结对共建活动，

派遣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骨干教师

前往乡村幼儿园进行深度帮扶交流。

在膳食管理这一关键领域，巴宜

区幼儿园率先推行精细化带量食谱

制度，科学合理配置膳食结构，严格

保证每一位幼儿获得全面均衡的营

养摄入。

巴宜区幼儿园入选国家级创新典型案例

本报泽当 4月 6日电（记者 丹

增平措）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山南

市分行组织青年志愿者前往洛扎

县、浪卡子县等边境县开展金融政

策宣讲活动。

在 洛 扎 县 扎 日 乡 、洛 扎 县 中

学、边境派出所等地，青年志愿者

通过举办金融知识讲堂、发放宣传

手册、现场互动等方式，向农牧民

群众、学生、民警讲解假币鉴别技

巧、存款保险、个人征信、防范电信

诈骗等方面的知识，全面提高边境

群众金融素养。

“ 让 孩 子 们 从 小 接 触 金 融 知

识，培养他们的金融意识，是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的一项扎实举措。”洛扎县中学教

师旦增说。

据介绍，下一步，人行山南分

行将持续探索完善边远地区金融

知识宣传普及新路径，擦亮普惠金

融底色，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

人行山南分行深入边境宣传金融政策

本报拉萨 4月 6日讯（记者 央

金）近日，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举办第

二届“门孜康医师论坛”。西藏自治

区藏医院藏医专家、全体医务人员、

进修生、西藏藏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务人员等共 150余人参加。

此次论坛主题为“学习与医师

成长”。现场，8 名代表医师交流心

得，畅谈成长经历，并分享了临床

诊疗经验和收获。自治区级名藏

医央金卓嘎结合自身 40 余年临床

经验，就藏医脉诊、尿诊特色诊断

技能要点及临床应用心得、藏医疾

病诊断统一规范建议等进行了指

导发言。随后，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次仁结合论坛主

题，分享了学医成长经历，并在弘

扬医德医风、提升业务能力、强化

临床疗效等方面对与会医务人员

提出了建议。

自治区藏医院举办第二届“门孜康医师论坛”

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期间，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享受美景。林芝市森

林消防支队巴宜区中队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分别前往世界柏树王景区和

嘎拉村开展防火执勤工作，在服务游客的同时，确保消防安全。

图为该中队在世界柏树王景区设立蓝焰先锋服务点。

西绕拉翁 本报记者 胡文 摄

（上接第一版）

78 岁的烈士亲属夏吉演带着菊花

来到父亲墓前，一遍遍擦拭着墓碑，诉

说自己的思念。

“1949 年，我的父亲夏惠禄在渣滓

洞英勇就义，那时我才 3 岁。”夏吉演说，

如今大家族已是几世同堂，孩子们继承

先辈遗志，在学校、机关、村社宣讲红岩

精神，将红色种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守护·初心永不改

在英烈们长眠的地方，还有一群特

殊的“守护者”。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

烈士义务守陵，让红色故事永续流传，

让英烈精神绽放光芒。

4月 1日，71岁的陈金国像往常一样

来到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道崇

杰村杜崇杰烈士陵园。一个箩筐、一把

扫帚，为烈士义务守陵，他坚持了 58年。

据《黄陂文史》记载，杜崇杰曾任黄

陂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五区区长，1942 年

牺牲。1966 年，当地在其牺牲的地方修

建烈士墓，后来扩建成“杜崇杰烈士陵

园”。

迁葬时，陈金国清楚地记得，自己

摸到了烈士腿骨上的刀伤，“那是为保

护百姓留下的伤痕”。

清 明 将 至 ，不 少 学 生 来 此 缅 怀 先

烈。“我会给孩子们讲烈士的故事，告诉

他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用实

际行动向榜样们学习。”陈金国说。

在重庆市綦江区石壕红军烈士墓，

五位无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今年 62

岁的赵福乾，和父亲先后守护烈士墓 30

余年。

“ 石 壕 镇 是 红 军 曾 经 战 斗 过 的 地

方，我们从小听着红军的事迹长大。”赵

福乾说，父亲赵忠怀曾是一名抗美援朝

老兵，回来后，就开始义务整理、讲述石

壕红军烈士墓的故事。

后来，赵福乾接过父亲的接力棒，讲

了一辈子的红军故事，还培育起一支由

20多位年轻讲解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

“如今，来烈士墓瞻仰的干部、群众

越来越多，有时一天要接待 3 至 5 个团

队。虽然这 5 名红军烈士没有名字，但

我们一定会把他们的故事讲下去。”讲

解员志愿服务队队员彭天羽说。

传承·赓续红色血脉

慎终追远，勇毅前行。在一片片红

色的热土上，人们追思历史、踏寻先辈

足迹，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静默无言地擦拭墓碑上的灰尘，触

摸墓碑上烈士的生平事迹……凭一腔

追思，吉林农业大学的学生们默默用行

动致敬英雄。

“祭扫、擦拭墓碑对于大学生来说

意义深远，能够让他们更好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提升思想修养。”吉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辅导员王岩说。

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主

任于娜介绍，来园祭扫的群众来自各行

各业，“当前日接待量在 2 万人次左右，

预计清明期间将接待祭扫参观群众达

15万人次。”

近半月来，位于湖北武昌“红巷”的

武汉革命博物馆接待观众量达 8 万人

次。场馆里随处可见身着红马甲的青

少年志愿者，热情地为观众提供咨询导

览和志愿讲解服务。

“我在做志愿服务的同时也深受教

育 ，每 每 讲 到 先 辈 们 为 解 放 事 业 抛 头

颅、洒热血的事迹时，都会非常感动。

很荣幸能够作为‘红巷苗苗’志愿者，讲

述红色故事，弘扬革命精神。”来自武汉

大学第二附属小学的吴煌玮说。

围绕清明节，武汉革命博物馆还推

出 了 系 列 活 动 和 新 展 览 ，通 过 诗 词 朗

诵、歌舞表演、实景剧等多场红色主题

活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旅游

“火”起来。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周思宇 胡

戈 熊翔鹤 唐成卓）

越野车在我们面前一个急刹，稳稳

停在院门口。下来的司机正是眼前这

栋二层藏式宅院的主人格桑次仁。1984

年出生的他，一米八的大个儿，身材健

壮，走路带风：“让记者老师久等啦，今

天厂里上新设备，我一时走不开……快

到家里喝茶。”他是土生土长的拉萨市

达孜区德庆镇白纳村人，略带点口音，

但是普通话很流利。

3 月 28 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65

周年纪念日。享受着今天的美好生活，

格桑次仁不禁想起了过去的日子。“我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靠种地养活不了我

和三个弟弟妹妹，我 14 岁就外出打工

赚钱。”

20 岁时，赶上布达拉宫文物维修工

程招工，格桑次仁有幸参与其中，接触

到了很多技术专家和能工巧匠。那几

年，他的瓦工技术突飞猛进，还学到很

多管理经验。2008 年，赶上政府出台鼓

励农牧民成立专业合作社的政策，他牵

头办起村里第一家制砖厂，边打砖，边

带领由 21 名乡亲组成的施工队，给村里

人建房、修房。有资质，手艺好，干活认

真负责，建筑工程专业合作社慢慢红火

起来。再后来，赶上新政策出台，格桑

次仁抓住时机，招人才、上设备，施工队

的实力再上新台阶。

随着拉萨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加上

白纳村距离市区很近，一些建筑垃圾被

倾倒在村里的空地上。格桑次仁看在

眼里，急在心头。2018 年，国家出台一

系列脱贫攻坚的扶持政策，他干脆建起

了建筑垃圾回收处理厂，吸纳了 27 名建

档立卡的贫困村民就业。格桑次仁说：

“我一步步赶上好政策，才有了企业的

发展，我就想尽可能回馈社会，回报乡

亲。”成千上万吨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制

成砂石、骨料和各种型号的建筑用砖，

白纳村的村容村貌和生态环境也随之

极大改善。2019 年，格桑次仁自家翻盖

新房，用的都是再生建材。近年来，原

本自然禀赋优越的白纳村接连收获了

“全国生态文化村”和“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等荣誉。这也让格桑次仁越发深

刻地认识到生态环保产业光明的发展

前景。

眼看着队伍日益壮大、企业越发正

规，该起个响亮的名字了。格桑次仁动

起了脑筋，瞬间“岗日霓霞”（藏语里，岗

日意指雪山，霓霞是太阳升起的意思）

这 个 雅 致 而 有 内 涵 的 名 字 从 心 底 迸

出。他说，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

正是在党的政策和光辉照耀下才能取

得 今 天 的 成 就 ，喝 水 不 忘 挖 井 人 。 在

“岗日霓霞农牧民施工队”里，除了藏族

工人，还有回族、汉族工人。每逢别的

民族工人过传统节日，格桑次仁都给他

们发过节费，组织工友一起过节，亲密

得就像一家人。

2023 年 ，施 工 队 仅 纳 税 额 就 达 到

160 多万元。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走上

共同富裕的道路，格桑次仁也光荣地当

选为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问起下一

步的打算，他说：“今年，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在施工队成立党支部，工人们可以

一起过组织生活，一起聆听党的声音，

学习党的政策。让党的光辉温暖更多

村民的心田！”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4年 3月 30

日第2版）

高 原“ 霓 霞 ”格 外 美
光明日报记者 傅强 尕玛多吉

叫我怎能不歌唱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

本报那曲 4月 6日电（记者 万靖 通

讯员 虎桃平）今年以来，在人居环境整

治过程中，聂荣县采用“用项目实施提

升人居环境整治质效”的措施，将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项目化、人居环境整治项

目绩效化、人居环境整治绩效清单化，

有效提升人居环境整治质效。

为激发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

积极性，聂荣县将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

确定为一项长期任务。在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中，积极发挥政策宣传和思想引

导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

传统文化、村规民约等融入各类宣讲活

动，利用“线上+线下”方式，开展乡村

振兴领域政策宣讲活动 650 场次，发放

宣讲材料 430 册。在进行思想引导的

同时，聂荣县将培养各类带头人作为激

发群众内生动力的有效手段，按照“懂

牧业、善经营、能致富”的原则，培养致

富带头人 79 人，培养养殖能手 47 人，评

选创业先进个人 25 人，通过先进带后

进的方式，营造人人争先进的氛围。

为提升牧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发

展水平，聂荣县按照“补短板、强弱项、

促发展”的原则，今年申报实施乡村建

设、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11 个，进一步提

升牧区基础设施水平。同时，大力推进

“厕所革命”，确定了“示范引领、逐步推

进、全域覆盖”的户厕改造原则。

在投资实施各类项目改善“硬件”

设施的基础上，聂荣县充分发挥群众能

动性，全面推进“四清两改”工作。2024

年以来，动员各乡（镇）、村（居）干部群

众 10155 人次，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1005

次 ；将 沟 塘 水 渠 清 理 作 为 保 证 河 湖 清

洁、乡村环境卫生整治重点内容，动员

干部群众清理沟塘水渠 382.5 公里、河

道 338.5 公里；为保证生产生活场所的

干净整洁，展现良好村容村貌，督促各

乡镇积极开展房前屋后清理；大力推进

人 畜 分 离 ，引 导 群 众 自 发 清 理 牲 畜 粪

污，并结合牧区生产实际，将“有害”的

粪污变为“有用”的燃料，目前聂荣县群

众已将牲畜粪污转化为 539.92 万袋燃

料 ，实 现 了 经 济 效 益 与 生 态 效 益“ 双

赢”。

为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聂荣县从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

中找突破口，明确树文明新风、改陈规

陋习、建村规民约等 6 个方面 23 项具体

措施，建立了“积分制”66 项清单。今

年 以 来 ，聂 荣 县 已 开 展 文 明 评 比 175

次，发放户牌 320 个、颁发“流动红旗”

35 面。

为实现废物利用，聂荣县建立积分

兑换超市 69 个、“绿色银行”22 个，截至

目前，已投入资金 64.7 万元为群众购买

积分兑换商品，已兑换商品近 4 万元。

在实施积分项目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先

进模范评选工作，目前已评选先进家庭

36户、先进模范 32人。

通过一系列举措，聂荣县逐步实现

村规民约实、乡村文化兴、村容村貌美、

治理秩序顺的目标。

聂荣县着力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村 容 村 貌 美 乡 村 文 化 兴

图为聂荣县干部群众开展河道垃圾清理工作。 本报记者 万靖 摄

近日，拉萨市第一小学各校区举行了

以“拒绝校园欺凌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为

主题的普法宣讲教育活动。通过讨论和

互动的形式，让孩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校

园欺凌的危害，深刻认识到面对校园欺

凌，不仅需要勇敢说“不”，更要学会保护

自己。

拉萨市第一小学有关负责人表示，学

校将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增强学生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为学生的健康

成长营造和谐法治校园环境。

图为该校师生和家长一同观看普法

教育视频。

本报记者 白玛泽旺 摄

校园普法

杜绝欺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