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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4月 16日讯（记者 史金

茹）16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汪海洲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

2024 年第 5 次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传达学习区党

委有关会议和王君正书记讲话精神，

研究审议相关工作事项。

汪海洲指出，在全党开展党纪学

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

全体党员干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

一行动的重要举措。全系统及广大党

员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和

准确把握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和区党委的决策上来，以更高标准、更

严要求、更实举措，推进党纪学习教育

走 深 走 实 、见 行 见 效 ；要 聚 焦 目 标 任

务，做到学习、认识、理解、落实到位，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

守 纪 ；要 精 心 组 织 实 施 ，加 强 组 织 领

导，坚持问题导向，杜绝形式主义，强

化宣传引导，确保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取得扎实成效。

汪海洲强调，要准确把握网信工

作的新形势新任务，主动适应信息化

数字化发展的新趋势，积极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机制，推动新

时代我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高质

量发展；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和战略性任务，把打牢

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斗争群众思想基础

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推动新时

代西藏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汪海洲在区党委宣传部 2024 年

第5次部务会会议上强调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
扎 实 开 展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本报拉萨 4月 16日讯（记者 次仁

片多）5 月 8 日至 10 日，第二届全国乡

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将在贵州省贵阳

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22 名选手将代

表西藏参加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

技能大赛全部 11个项目的比拼。

据悉，此次参赛的 22 名选手是经

过 2023 年 举 办 的 自 治 区 第 一 届 技 工

（职 业）院 校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和 自 治 区

第 五 届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层 层 选 拔 出 来

的 ，代 表 了 我 区 职 业 技 能 的 最 好 水

平 。 这 些 选 手 分 别 来 自 西 藏 技 师 学

院、拉萨一职、拉萨二职、林芝高级技

工 学 校 、林 芝 职 业 学 校 、昌 都 技 工 学

校 ，将 参 加 砌 筑 、汽 车 维 修 、农 机 维

修、电工、美发、养老护理、育婴、中式

面点、餐厅服务、电子商务、茶艺等项

目的比赛。在大赛期间，我区还将有

4 个 项 目 12 名 乡 村 工 匠 参 加 技 能 展

示交流和表演。

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由人

社部和农业农村部共同举办，旨在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

养造就一批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

优良的乡村振兴技能人才队伍，为乡

村振兴提供坚实技能人才支撑。

4 月 14 日 23 时 40 分，Y973 次“天路格

桑花·相约林芝”号旅游列车从西宁站缓缓

驶出，700余名游客开启了为期 11天的魅力

西藏之旅。据介绍，“天路格桑花·相约林

芝”号旅游列车行程涵盖布达拉宫、大昭

寺、纳木错等西藏著名景点。旅行期间，游

客们将游览西藏的壮美山川，领略独特的

文化风情。

为了确保广大游客拥有舒适、愉悦的

旅程，旅游列车采用空调卧铺供氧型车

厢，车厢内设有工作人员服务站、娱乐、餐

饮等便民设施，并配备专业导游和服务人

员为游客提供周到服务。

图为游客在列车内合影。

吴道洁 尤东方 本报记者 王莉 摄

乘火车

游西藏

西藏将有 22名选手参加第二届

全 国 乡 村 振 兴 职 业 技 能 大 赛

本报拉萨 4月 16日讯（记者 卢文

静）4月 15日，当雄县藏医院举行揭牌仪

式，这标志着当雄县在医疗服务领域迈

出了新的步伐，全县藏医药事业迎来新

起点、新征程。藏医院的揭牌不仅为广

大患者提供新的就医选择，更是对藏医

药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当 雄 县 藏 医 院 将 坚 持 高 标 准 启

用 、高 质 量 发 展 ，传 承 创 新 藏 医 药 事

业，深入挖掘藏医药文化精髓，推动藏

医药文化与现代医学融合发展，更好

满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医务工作

者将以此次揭牌仪式为新的起点，继

续发扬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精神，以

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为广大患者

提 供 更 加 安 全 、有 效 、便 捷 的 医 疗 服

务，为全县人民的健康福祉贡献更大

的力量。

当 雄 县 藏 医 院 揭 牌

安多县是数条“生命线”和大动脉组成的“天路廊道”，守护好、保障好交通安

全畅通，责任重大。安多县人武部每年都组织士兵和民兵参与到青藏铁路、青藏

公路的保畅通任务之中，在安多的道路沿线，总少不了护路民兵的身影。

图为在唐古拉山顶，安多县人武部官兵和公路养护职工并肩护路，确保道路

畅通无阻。

本报记者 姚闻 摄

（上接第一版）

两 国 领 导 人 还 就 乌 克 兰 危

机深入交换意见，表示中德都致

力于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反对使用核武器或攻击和平

核设施，妥善解决国际粮食安全

问题，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为

防止冲突螺旋式升级甚至走向失

控，各方应共同致力于早日恢复

和平。为此，应该把握以下几个

原则：一要以和平稳定的大局为

重，不要谋求一己私利。二要为

局势降温，不要拱火浇油。三要

为恢复和平积累条件，不要进一

步激化矛盾。四要减少对世界经

济的负面影响，不要破坏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不是乌克

兰危机的当事方、参与方，但一直

在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

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

危机的努力，支持适时召开俄乌

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

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的国际和

会，愿就此同包括德国在内的有

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

双 方 还 就 巴 以 冲 突 等 共 同

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

意见。双方都认为，应落实联合

国安理会第 2728 号决议，防止事

态扩大，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保证加沙地带无障碍、可持续的

人道主义准入，支持巴勒斯坦问

题在“两国方案”基础上早日通

过谈判解决，呼吁有影响力的国

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

设性作用，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

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会见后，习近平同朔尔茨一

起散步并共进午餐，就广泛议题

进一步深入交流。

王毅参加会见。

（上接第一版）

谈及拉萨的公园，李珍珍如数家珍：“我

们已经去过很多公园了，比如南山公园、滨

河公园、堆龙滨河体育公园等等。但目前最

喜欢去的还是滨河公园，因为交通很方便，

周边配套也比较完善。最重要的是还可以

露营，给我们一家带来了很多欢乐时光。”

公园是放松身心的好去处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公园 20 分

钟效应”其实有很多科学依据。西藏阜康医

院精神医学主治医师陈长友告诉记者，置身

自然环境中，能显著降低人体内皮质醇（压力

荷尔蒙）的水平。同时，自然环境有助于使大

脑的控制中心，即前额叶皮质得到放松和休

息，就像是给长期紧绷、使用过度的肌肉做放

松按摩一样。在自然环境中，人原来紧绷的

神经放松下来，多巴胺等快乐物质也会增加。

同样，当人处于高压职场环境或复杂人

际关系中时，精神压力会不断累积。踏入公

园，意味着暂时逃离了这些应激源，使得紧绷

的神经得到片刻的休憩与放松。此外，大自

然的各种信息通过刺激人的感官，提供了一

种自然的疗愈方式，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

陈长友还建议：“压力是生活中不可避免

的，很多时候，问题本身并不严重，但当我们过

度聚焦于问题并急切寻求解决方案时，反而会

使问题复杂化，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内耗。若能

经常融入自然环境或参与户外运动，便能暂时

摆脱对问题的纠结，释放身心压力。这种转变

对维护心理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南山公园、中华文化公园、罗布林卡公

园、滨河公园……如今，拉萨已建成大大小

小的公园超过 120 个，为市民提供了放松身

心的广阔空间。如果有时间，就多到这些地

方感受“公园 20分钟效应”的神奇魔力吧！

拉萨:“公园城市”更宜居

“蜘蛛网”没了 停车位多了
—堆龙德庆区市政设施整治工作成效显著

尼玛拉珍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自 2023 年 11 月拉萨市全范围开展

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行动以来，拉萨市

堆龙德庆区市政设施整治专班压实责

任，听令而行，对全区沿街背巷的市政、

“蜘蛛网”“飞线”、电力设施等进行及时

摸排，立行整改，不断改善辖区面貌，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城市“蜘蛛网”“飞线”问题，不仅影

响城市形象，同时给电路管理带来不便，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整治迫在眉睫。

“以前，在我们小区内，一抬头就会

看到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的电线，看起

来特别杂乱，而且感觉很危险，但是整

治行动开展以来，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

解决，工作人员对电线进行套管，现在

看起来既美观又安全。”堆龙德庆区供

庆小区居民强巴说。

记者了解到，自城乡环境综合大整

治行动开展以来，堆龙德庆区市政设施整

治专班积极开展城市“蜘蛛网”“飞线”专

项整治，沿东嘎路、堆龙大道主干街道，逐

步拓展至背街小巷，通过套管、捆扎、定

墙、入地的方式，分阶段实施改造，截至目

前，已整改网络线路 1003 条（约 64160

米），光缆套管 8050米，清理“蜘蛛网”138

处，“蜘蛛网”“飞线”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获得了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随着堆龙德庆区经济社会发展，在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逐渐出现 10

千伏环网箱、低压分支箱占道，废旧电

线杆占用人行横道等问题，不仅妨碍行

人通行，还影响市容市貌。

国网堆龙德庆区供电公司经理连

自强介绍，根据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行

动要求，国网堆龙德庆区供电公司积极

落实，对辖区内供电设施逐一排查，发

现问题立即整治，截至目前共迁移、拆

除环网箱及光交箱 19 处，整改分光箱

44 处，拆除废旧电基、电杆 22 处，在保

证辖区环境的同时，有效提高了辖区内

居民的安全用电水平。

连日来，记者发现堆龙德庆区各处

路口新划设了多种颜色显眼的停车线，来

往的居民按照相关标识，有序停放车辆。

据堆龙德庆区市政设施整治专班

工作人员梅富豪介绍，针对辖区内的停

车难问题，市政设施整治专班以便民利

民为目的，考虑群众出行的实际需求，

在辖区内按照应设尽设、应划尽划的原

则，施划停车位，新建停车场，截至目前

共计新建停车场项目 5 个，新增停车位

760个，已投入使用 689个。

在堆龙大道七二五油库东侧新建

停车场，记者看到以往的斜坡道路已经

完成翻新，并在入口处新建了进出栏，

两侧规划了清晰的停车线，车辆整齐停

放在停车线内。

“自从新修建了这个停车场，我们

停车比以前方便多了，在这边停车也更

加安全放心，我觉得特别好。”正在附近

停车的居民这样说道。

自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行动开展

以来，堆龙德庆区市政设施整治专班工

作成效显著，市政设施治理取得了较大

突破，为广大居民群众打造了环境更加

优美、功能更加完善的居住环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格按照相

关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整

改措施，持续发力，推动专班工作不断

做实、做细，共同打造健康文明、和谐美

好的堆龙新形象。”梅富豪说。

“非遗+文创”激活传统手艺—

千 年 藏 纸 焕 新 生
本报记者 张琳

藏纸，记录着西藏的历史。

随着文旅产业及网络的快速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以藏纸为代表

的非遗项目，来认识西藏、了解西藏。

下面，请跟随记者一起，探寻藏纸的历

史与制作工艺。

初识非遗
一张藏纸的历史沉淀

藏纸，产生于公元 7世纪中叶，是西

藏特有的文化产品。文成公主进藏这

段千古佳话，也为藏纸本身增添了一丝

浪漫色彩——《旧唐书·吐蕃传》记载：

“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

并许焉。”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见于文

字的唐代造纸工匠入藏的记载。

唐代造纸工匠入藏后，同藏族工匠

一起，在没有中原造纸所使用的竹、稻、

渔网等原材料的情况下，经多年摸索，

配以独特的造纸工艺，制作出了流传千

年的藏纸。人们常说，“西藏的历史是

记载在藏纸上的。”

藏纸质地柔软，墨汁不易渗透，既

有韧性又有光泽，非常适合用坚硬的木

笔或竹笔蘸墨写字。藏纸中重要的原

材料——狼毒草，使得纸张能避免蚊虫

鼠蚁咬噬破坏。种种优势让写在藏纸

上的文字历经千年时光仍保存完好。

深入了解
纸上凝结的民族智慧

一张薄薄的藏纸，凝结着数代人的

智慧。近日，记者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藏族造纸技艺保护单位、西藏自

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造纸技艺传习基

地——拉萨彩泉福利民族手工业有限

公司，见证了一张藏纸的诞生。

藏纸的原材料都来源于自然，包括

树皮纤维、狼毒草根部纤维等。“狼毒草

藏语叫‘日加’，虽然它开的花很漂亮，但

是它本身具有毒性，接触狼毒草时间长

了，容易出现皮肤痒、眼睛痛等症状。”该

公司工作人员卓玛告诉记者，“但也正是

因为加入了狼毒草，藏纸才能经受住岁

月的考验，不腐烂、不变色。”

藏纸虽大，重量却轻，手感比普通纸

张更柔软且富有韧性。“制作藏纸需要十

多道工序，虽然复杂，但正是考究的工艺

造就了藏纸的独一无二。”卓玛带领记者

来到藏纸展厅。展厅中，一本颇具年代

感的藏纸笔记本十分引人注目，翻开笔

记本，是多年以来中外游客留下的寄语，

其中最早的一条写于 1994年，尽管已过

去 30 年，但字迹清晰如昨，唯有粘贴在

纸张上的一枚枚邮票证明时光穿梭。

创新再造
非遗文化焕发新生

曾经，受机制纸张的冲击，藏纸技

艺几近失传。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扶

持下，藏纸等传统手工艺重新焕发生

机。2006 年，藏族造纸技艺被列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拉萨彩泉福利民族手工业有限公

司的前身，是成立于 1960 年的“前进鞋

业合作社”，当时，合作社能够生产 40余

种民族手工艺品，最著名的便是藏纸。

为了让藏纸技艺传承下去，创始人强巴

遵珠编撰出版了《藏纸生产工艺的抢救

与发展过程》一书，用汉、藏、英三种语

言介绍了藏纸的发展、用途等。

如今，西藏吸引人们的，不仅仅是

自然风光，更多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蕴。

“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我们公司，通过文

创产品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我很高

兴，希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被越来越

多人看到和关注。”卓玛欣慰地说。

“我们将各类花卉植物的轮廓印刻在

藏纸上，让每张藏纸都独一无二。”卓玛介

绍道，除了最常见的藏纸记事本，还有用藏

纸制作的首饰盒、灯笼、信封、藏族服饰等，

传统与创新完美融合，让人眼前一亮。

当藏纸以更多新姿态出现在大众面

前时，便是将西藏文化融入了百姓生活，成

为更贴近市井百态的工艺品。那些曾经

或许只能在书中和历史文献中见到的古

老技艺，借着政策、科技、网络的东风，以及

一群老手艺人的坚持与热爱，再次走到台

前，焕发出属于它们的勃勃生机。

本报拉萨 4月 16日讯（记者 王雨

霏）近日，自治区政协机关为那曲市申

扎县申扎镇驻村点争取的 30 吨牲畜

颗粒饲料已送到驻村点上，解决了牧

民群众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自治区政协机关派驻的

那曲市申扎县申扎镇罗布村、姜戎村、

永珠沃玛村 3 个驻村点均属于高寒牧

区，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和群众的

主要收入来源。自治区政协第十二批

驻村工作队进驻以来，紧紧围绕驻村

工 作 重 点 任 务 ，积 极 协 助 指 导 村“ 两

委”做好牧业生产和防抗灾物资储备

等工作。同时，到各个自然村、放牧点

走访调研，深入了解牧业生产和防抗

灾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面对面

听取牧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将有关情

况上报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和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为 3个驻村点争取到 30吨牲

畜颗粒饲料，价值 96000元。

区政协机关向驻村点捐赠牲畜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