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寄给你们全体民警的快递，请查收！”快递员格旦笑着说道。3月14日下午，珠峰边境派出所戍边民警在珠峰大
本营景区执勤时，收到了来自浙江的快递。执勤民警敖必春与快递员再三确认是寄给派出所的快递后，便打开快递，一面
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 失而复得暖人心”的锦旗和一封字体隽秀的感谢信跃然眼前。原来，这是浙江游客李女士为感谢珠
峰边境派出所民警尼玛次仁帮其找回遗失物品，专程寄来的锦旗和感谢信。 文/图 通讯员 张家晔 记者 德吉央宗

“愿你们的善行与勇气永远闪耀
在人民的心中。”这是从一封感谢信
里摘出的一句话。

事情是这样的，2024年1月28日
13时许，浙江游客李女士在珠峰大本
营高程测量纪念碑附近打卡拍照时，
不慎遗失价值1700余元的无线蓝牙
耳机，便打电话求助珠峰大本营警务
室帮忙寻找。

接警后，珠峰边境派出所大本营
警务室民警尼玛次仁第一时间和李
女士取得了联系。在了解了李女士
游玩区域和丢失物品基本特征后，尼
玛次仁立即赶赴珠峰大本营高程测
量纪念碑附近区域搜寻遗失物品。
由于李女士遗失的耳机体积小，不易

被发现，加之当时大本营景区风沙弥
漫，能见度较低，尼玛次仁用了近1个
小时，才在珠峰大本营5200纪念碑
旁碎石堆中找到耳机，经李女士视频
辨认，确定耳机是自己的后，民警随
即将耳机寄还给了李女士。“当看到
我的耳机找到了，真的特别高兴！也
特别感动！”李女士说。

小到群众物品遗失，大到游客失联
走散，这些警情每天都在珠峰脚下上
演，这样的故事，对于珠峰边境派出所
的戍边民警们早已习以为常。正如面
对记者采访时，珠峰边境派出所民警们
常说的一句话，“珠峰在我们眼里，不是
风景，而是责任。”但在千千万万如李女
士般的群众眼中，坚持贯彻“为人民服

务”的他们何尝不是道动人的风景。
记者了解到，珠峰边境派出所是

珠峰景区内唯一的执法单位，是珠穆
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唯一
的执法单位，驻地海拔4500米，下设
一个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警务室，承
担着珠穆朗玛峰核心景区的边境管
理、治安管理、人员车辆查验和游客服
务等任务。复杂的业务注定他们必须
摸索出一套“量身定制”工作模式。

珠峰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张随新介
绍，珠峰边境派出所始终坚持和践行
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优化景区警务
模式，通过打维护景区平安“组合拳”把
维护珠峰景区治安、服务游客群众、应
急抢险救援等各项工作落到了实处。

一封跨越山海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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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一、西藏班戈连方石业有限公司从未授权和同意任何第三方以“西藏自治区班戈

县啊雄村黑石材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二标段项目”名义对外进行融资（包括收取履约

保证金、进行借款等），请广大出资方谨慎对待，对存在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请及时

报警处理，以免上当受骗遭受损失。

二、任何第三方以“西藏自治区班戈县啊雄村黑石材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二标段

项目”名义对外进行融资的行为，系其自身行为，与西藏班戈连方石业有限公司、西藏

康养产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班戈县政府等无任何关系，由此

产生的所有责任和后果由其自身承担。

三、对于上述融资行为给西藏班戈连方石业有限公司等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公司

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西藏班戈连方石业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6日

刻守护艺术之光

“刻划在石头上的文字、图案，崖壁上的题记，造像的璎珞、臂饰等，这些都
是独属于石刻的语言。所以，在我眼中，石头是会‘说话’的。”从事石刻文物保
护研究工作十年的格旺如是说。3月24日，一场名为“会说话的石头——西藏
石刻艺术”的分享会在拉萨举办。“会说话的石头”既是对石刻艺术的一种生动
比喻，也是对石刻艺术研究者工作的一种形象描述，提醒我们要用心去聆听这
些石头的声音，去感受它们所传递的历史与文化魅力。 文/图 记者 赵越

从事石刻研究工作 足迹遍布全区74县区

春风和煦，拉萨市文化局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系列活动“会说话的石头——西藏石刻艺
术”分享会在拉萨隙马画廊举办。分享嘉宾格
旺是日喀则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
副研究员，同时担任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负
责人。此次分享会也吸引了众多的文博爱好
者参与，他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不虚此行。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漫漫历史长河
里，精美的石头诉说着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
文化基因。自2014年，格旺开始从事石刻研

究工作。为了摸清西藏石刻文化的家底、保
护石刻文物并填补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他
走遍了全区74县区，走访石刻文物遗存点，
开展石刻文物遗存点调查，对具有重要价值
的石刻、石碑进行鉴定及数据采集工作。此
外，他还自学了文物鉴定、摄影、传拓、雕刻临
摹、文物修复等各种专业技能，并成功考取西
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先后编辑出版了《西藏石刻考古》《喜马拉雅
石刻艺术》等专业著作。

活动现场，格旺还向大家展示了金石
传拓技艺。在格旺老师的带领、指导下，观
众们跃跃欲试，现场不时传出“咚咚咚”的
声响……传拓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技艺，也
叫捶拓、椎拓，是用墨和传拓工具，将刻在
石碑、青铜器、甲骨等器物上的文字或图案
捶印于纸上的一种技艺，已有一千多年历
史，至今仍在文物、考古和古籍保护工作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格旺在分享会上说，西藏石刻文物

保护之路依然漫长。今年，他计划编辑《日喀
则石刻艺术》《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等专
业著作。同时，他向现场的文博爱好者发出
邀请：“我们有很多一手资料，欢迎大家和我
们一起研究，共同将西藏石刻艺术的美好呈
现给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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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文物内涵丰富 就地保护工作取得进展2
记者从分享会上了解到，我区石刻文物

内涵极为丰富。石块石刻造像主要分布在
山南、日喀则等地；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昌
都、拉萨、日喀则等地；石碑主要分布在林
芝、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建筑构件及装
饰石刻主要分布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
等地；岩画主要分布在阿里、日喀则、那曲、
林芝等地。

西藏幅员辽阔，独具特色的西藏石刻艺
术散落在高山、荒漠和村落中，难以接近，以
至于鲜有人知。与区外其他著名石窟相比，
西藏石刻艺术的保护和研究长期处于稚嫩和
未开发的状态。这些石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
术价值，还印证着西藏的历史文化。在这一

背景下，格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走访、研究、
保护工作。分享会上，他自豪地说：“我的团
队开展的石刻文物就地保护工作，在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文物局和日喀则市文
化局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老
百姓的保护意识也日益增强。”

“怎样就地保护石刻呢？”分享会现场气
氛十分活跃，不少参与者积极提问。格旺耐
心细致地作出解答：“以石块石刻为例，如果
我们在田野间发现了残缺的石刻，就会选取
材质相近的泥土，将石刻就近固定在墙面
上。石刻与石刻之间用细小的砂石固定，把
可移动文物改变成不可移动去保护，防止石
刻再次被移动、受损。”

保护之路漫长 欢迎文博爱好者共同研究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