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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囊县

开展 2024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曲松县罗布沙镇

办好民生保障实事

浪卡子县

选拔“基层明星宣讲员”
山南雅江造林人：

赓续接力，誓让大地换新颜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本报通讯员 李亚杰

山南市以高质量读书班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农行山南分行

“适老化”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每 年 春 季 ，缕 缕 春 风 吹 遍 枯 黄 ，

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沿岸，顽强生长的

柳树、北京杨、银白杨、刺槐、油松、樟

子 松 等 植 物 ，正 一 点 一 点 恢 复 嫩 绿 。

不 久 后 ，这 里 将 成 为 绵 延 不 断 的“ 绿

色长城”。

“过去，扎囊县扎其乡德吉新村一

带公路两旁全是沙丘，风一吹，路过的

车辆经常陷进沙里无法行驶。”

“拉萨贡嘎机场每年大约有两个

月受风沙侵扰，航班无法正常起降。”

“ 桑 耶 镇 的 老 百 姓 说 ，下 午 一 刮

风，屋子内的木碗里全是沙子。”

……

谈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雅鲁

藏布江中游沿岸，山南市林业和草原

局副局长尼玛次仁感慨万千。

雅鲁藏布江流入山南境内，河谷

变宽，水流变缓，冬春季节，河道裸露，

大风一起，黄沙漫天。

彼时的雅江中游河畔，是一片土

地 沙 化 严 重 、风 沙 肆 虐 的 荒 芜 之 地 。

据 原 山 南 地 区 林 业 局 局 长 李 纯 禄 回

忆 ：离 江 较 近 的 农 田 风 蚀 严 重 ，有 的

地 块 一 年 要 重 播 两 三 次 。 附 近 草 场

沙化严重，有时沙尘暴卷起的扬沙达

数 十 米 甚 至 数 百 米 之 高 ，遮 天 蔽 日 ，

天昏地暗。

“举目远望一片沙，大风一起不见

家。”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山南开始

建设雅江防护林。勤劳又不服输的山

南人开始向“在‘造林禁区’种树”这一

难题发起挑战。

李纯禄等第一批造林人从枯水期

洪水期水位线、沙丘移动规律、大风天

数、水温变化等实地调研论证和寻找

耐涝树种，到 80 亩小面积试种，从“泽

当万亩林基地建设”到“泽当防护林基

地 建 设 ”，再 到“ 雅 江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克服重重艰

难险阻，做了大量开创性基础工作。

1992 年，尼玛次仁从波密县林业

局调到原山南地区林业管理站。他开

始追随前辈们继续攻克这一难题，开

启了 30 多年和干部群众一起斗风沙寒

暑、战洪涝干旱的植绿护林路。

初到林管站，从机关工作人员到

基层技术员，并没有让尼玛次仁产生

心理落差。尼玛次仁有耐心、善于观

察又爱学习，很快适应了新角色。他

沉下心来跟随林业专家和老技术员认

真学习土地改良、水肥管理、病虫草害

防治和扦插育苗、嫁接育苗等各类技

术知识。

乡土树种银白杨喜光耐寒，木材

材质好，是固堤护岸、保持水土的优良

树种，但培育困难、不易生根。

“能不能将银白杨嫁接在易生根

的 北 京 杨 身 上 ？”为 了 将 想 法 变 为 现

实，尼玛次仁和同事说干就干，经过近

三年的育苗、无数次的失败，最终试验

成功，从而提高了乡土优良品种在植

树造林中的比例。

回忆起这段岁月，尼玛次仁说，感

谢这段沉淀和积累的时光，为他今后

的营林绿化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

础 ，让 他 今 后 的 路 走 得 更 踏 实 、更 自

信、更沉稳。

1996 年，尼玛次仁从林管站调到

当时的林业局营林科。从打井、修渠、

筑围栏，到选种育苗、挖坑浇水……他

事必躬亲，始终站在最艰苦的造林一

线，在实践中边干边学，边学边干。

虽 然 已 经 有 了 前 辈 的 成 功 经

验 ，但 在 雅 江 两 岸 植 树 造 林 难 度 依

旧 很 大 。

每年三四月是造林黄金期，也是

林业单位最为忙碌的时候。尼玛次仁

和同事要提前准备苗木、划分造林地、

对团队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等到开始

造 林 ，他 和 同 事 们 全 体 上 阵 、分 工 负

责，造林的同时要对地直单位干部职

工和当地群众的造林成果进行质量把

关和技术指导。

“大家种树的热情很高，有些同志

带病仍在坚持种树。”尼玛次仁说，“除

了扛着树苗走很长的路，有时候我们还

要乘坐羊皮筏到江心的沙滩上种树。”

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定期浇

水，这些刚种下的树苗才能成活。在

水利灌溉方式上，过去单纯依靠自然

降雨自流灌溉和粗放式人工灌溉，逐

步发展为大口井、机井提灌和水车及

流动提灌相结合。

“ 刚 开 始 的 时 候 我 们 靠 人 工 挖

井。2 到 3 米宽、40 到 50 米深的‘大口

井’全靠人力挖掘。”尼玛次仁用手比

画着。

一顶遮阳帽、一身冲锋衣。尼玛

次仁走在田间地头、荒滩山岗，日复一

日 ，年 复 一 年 。 谈 起 工 作 的 辛 苦 ，他

说：“年轻的时候，整日跟土地打交道，

每天都是一身沙、一身泥、一身土，觉

得工作累得很。后来，学习各种育苗

造林知识，又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树

苗成活，真是开心啊，慢慢地对这份工

作也产生了感情。”

在下乡调研和驻村期间，尼玛次

仁总是鼓励群众在房前屋后多种树，

还给大家提供经济苗木。看着群众开

心地吃着自家种的苹果、水蜜桃等新

鲜水果，尼玛次仁的脸上也浮出了笑

容。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

干，全民义务植树造林已经成为山南

人的历史接力，植绿、护绿、爱绿已经

成为山南人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尼玛次仁的故事正是雅江造林人

的缩影，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从 开 启 西 藏 大 规 模 工 程 造 林 先

河，创造“丁字坝”等营林技术的李纯

禄等前辈，到 30 年来跑基层、下县区，

走在林业管护第一线的尼玛次仁；从

成立个体苗圃基地带动群众绿化家园

的“树爸爸”边久，再到达瓦坚参和达

瓦欧珠这对护林“父子兵”……自西藏

民主改革以来，一批批山南人数十年

如一日，以苦干实干的敬业精神，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誓让大地换新颜，生

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

经过多年努力，山南市已成功构

筑雅江中游河谷贡嘎至桑日段长 160

公里、均宽 1.8 公里、面积约 50 万亩的

“绿色长城”，这片雅江防护林已成为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进沙退”的局面正逐步形成。

新时代，山南市贯彻落实自治区

党委“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战

略部署，出台《山南市生态文明建设规

划（2020-2025 年）》；山南市第二次党

代会把“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上走在

全区前列”作为“六个走在全区前列”

重要任务之一进行部署；出台《砂石料

开采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印发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成功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打造全区首个

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仅过去 5 年，山南市就累计实施植

树造林 50.53 万亩，封山育林 21.12 万

亩，森林抚育 32.92万亩；实施水土保持

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15 个，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451 平方千米，完成防沙治沙

76.8万亩。

这是山南市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生动实

践，也是山南人民自西藏民主改革以

来艰苦奋斗、植绿护绿、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的生动实践。

“看着这些种活的树就像是看着

自己的孩子。”尼玛次仁深情地说，“种

树就是孕育生命，种下希望啊。”

千百年来，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哺

育了雅砻儿女；如今，雅砻儿女正用绿

满 江 岸 回 馈 哺 育 之 恩 。 在 这 片 土 地

上，处处上演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动画面。

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党纪

学 习 教 育 开 展 以 来 ，山 南 市 各 级 党 委

（党组）突出“真、深、严、实”，高质量举

办理论学习中心组党纪学习教育读书

班，引领带动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静下心来学习、沉下心来感悟、敞开心

来交流，更加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

约束。

“真”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山南

市委坚持把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市委主要领导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严格审核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方案，明

确读书班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学习方

式和研讨主题，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

扎实举办读书班作出示范。各级党委

（党组）参照市委做法，主要领导精心组

织，把握关键环节，坚决杜绝“上下一般

粗”“依葫芦画瓢”，确保党纪学习教育

读书班高标准、高质量开班。

“ 深 ”学 细 悟 ，筑 牢 思 想 根 基 。 读

书 班 聚 焦 解 决 一 些 党 员 、干 部 对 党 规

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

坚持地级领导班子带头，各级党委（党

组）主要负责人同学共研，采取个人自

学 、集 中 学 习 与 研 讨 交 流 相 结 合 的 方

式，重点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引导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

断 增 强 学 习《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促进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

走，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

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严”字当头，树立良好学风。读书

班 严 明 自 学 时 间 、课 堂 纪 律 和 请 假 纪

律，市委主要领导全程参与读书班各个

环节，逐条领学《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重点对新增和修改部分进行讲

解，对不能准确界定的部分要求有关部

门对上请示和研究讨论，以良好学风确

保学习内容无遗漏、学习形式不走偏。

各级党委（党组）对标对表，集中时间、

集中精力原原本本学、原汁原味悟，切

实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增强

政治定力、道德定力。

“实”处着力，增强研讨质效。读书

班参与研讨的地级领导干部将党纪教

育与党性教育、廉洁教育贯通起来，对

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联系自

身工作学习生活，结合职责任务，突出

问题导向，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既谈学习认识

体会，也谈贯彻落实思路举措，做到讲

“真话”、捞“干货”，以高质量学习成果

为推动工作赋能、赋智、赋力。

图为山南市雅江防护林一角。 本报通讯员 洛桑贡布 摄

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近

年来，农行山南分行着力提升养老金

融服务质效，解决老年客户金融需求

中的堵点、痛点、难点，切实增强老年

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农行山南分行结合老年客户等

特殊群体特点，从整体布局、功能分

区、设备设施、视觉元素等方面进一

步设计、配置和优化，在各营业网点

开设绿色通道、爱心窗口，配备爱心

座椅、老花镜、放大镜、轮椅等助老设

备，设置无障碍通道、安全扶手等适

老设施。网点工作人员针对老年客

户业务进行全程指导和帮助，通过优

化“硬环境”、提升“软服务”，让有温

度的金融服务走进更多老年客户心

坎儿里。

农行山南分行依托“农情暖域”

服务品牌，在全市多家养老院挂牌适

老化服务暖心牌，公示爱心热线，开

展上门服务、流动服务，不断探索丰

富适老化服务途径和方式。今年以

来，山南分行已在辖内 5 家养老院、特

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成功挂牌适老

化服务暖心牌，累计为老年群体开展

上门服务 55 次、流动服务 19 次，切实

做到对老年客户群体的金融服务需

求“有记录、有回应、有处理”。

农行山南分行辖内各网点还通

过广泛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进养老

院、进乡村等活动，广泛宣传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反洗钱、假币识别、消费

者权益保护等知识，切实提升老年群

体金融素养及风险防范意识。在金

融知识宣讲的过程中，手把手教会老

年 人 使 用 智 能 手 机 、农 行 掌 上 银 行

等，有效解决老年群体面对智能化的

“不能用”“不好用”“不会用”等难题。

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今年

以来，曲松县罗布沙镇做实做细各项

民政工作，不断增进群众民生福祉。

据 悉 ，罗 布 沙 镇 通 过“ 入 户 走

访+电话联系”的方式，全面开展低收

入 人 口 摸 排 工 作 ，详 细 了 解 家 庭 收

入、子女上学、就业、就医等情况，讲

解相关惠民政策，确保低收入人口摸

排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全镇保留低

保 6户 10人。严格按照临时救助备用

金使用制度，通过村民反映、入户核

查的方式对困难家庭、重病家庭进行

全面摸排，真正实现“应救必救、救必

精准”的目标。

罗布沙镇常态化开展残疾人就

业、培训摸排工作，为有就业意愿的

残疾人提供介绍工作岗位、创业指导

等服务。同时，协助县民政局每月对

辖区内残疾人员、农村低保、特困供

养人员生存状况开展核查工作，并将

相关情况及时报送至县民政局，为准

确无误发放各类补贴资金提供保障。

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为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和惠民政策

深入普及，探索符合基层实际需求、

群众乐于接受的宣讲模式，日前，浪

卡子县举办“基层明星宣讲员”选拔

大赛，检验基层宣讲员的宣讲能力，

更好促进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

来自全县的 10名基层宣讲员按照

赛前抽签顺序依次上台宣讲，讲述新

时代浪卡子故事。宣讲中，有的宣讲

员善于引用原著原文和历史经典，有

的运用巧妙比喻和身边事例，有的结

合自己体会和宣讲感触……丰富的案

例和充实的宣讲内容让在场的评委和

观众不时鼓掌称赞。经过激烈角逐和

评委的现场打分排名，最终选拔出 2名

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

浪卡子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浪卡子县将以此次宣讲比赛为

契机，进一步挖掘宣讲能力突出、深

受群众喜爱的优秀宣讲员，通过优化

宣讲队伍结构、创新宣讲载体形式，

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推动基

层宣讲工作更接地气、更具针对性、

更富实效性。

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近

日，扎囊县市监局联合县知识产权保

护各成员单位开展以“知识产权转化

运用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知识

产权宣传周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围绕知识产权

宣 传 周 活 动 主 题 ，通 过 播 放 宣 传 视

频、手机短信推送、解答现场咨询和

悬挂宣传条幅等形式，加强知识产权

保 护 和 运 用 宣 传 教 育 ，进 一 步 加 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办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基本知

识的普法宣传力度，同时开展知识产

权进企业、进市场、进商超、进乡村宣

传活动，通过在县城主要街道商超、药

店等地通过 LED 显示屏、发放宣传资

料等形式，增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

实效，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在全社会知

晓度和影响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据 悉 ，此 次 活 动 共 悬 挂 横 幅 10

条，宣传物品 500 余份，推送手机短信

3000 余条，受教育群众 1500 余人，发

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

日前，由琼结县总工会、团县委、妇联主办，以“奔跑吧·琼结！”为主题的庆

“五一”、迎“五四”琼结县第三届百人长跑比赛圆满落幕，此次活动吸引了 131 名

选手参赛。

图为长跑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