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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啦，县净土超市要 10盒草莓，还

有邻居洛丹也订了 5盒草莓。”拉萨市尼

木县聂余村村民普琼正在草莓大棚里除

草，就听到儿媳急匆匆的声音。

“以前不知道草莓是什么东西，没

见过也没吃过。现在一天到晚都忙着

摘草莓、送草莓。没想到这小小的东西

能让日子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富裕。”

普琼褶皱的脸庞布满笑容，他做梦也没

想到年过半百的自己居然在家门口学

会了种植草莓。

2019 年，尼木县经过多年实践，在

北京市对口支援资金、技术优势帮助

下，在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 16座温室大

棚果树植株约 6000 株，种植面积上百

亩。当时，普琼第一次接触蔬菜种植，

也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种植，普琼主动

承包了一个蔬菜大棚，“以前只会种青

稞、土豆，而且当时说是承包，但免了咱

们的承包费，蔬菜的收益也是我们自己

的。”普琼说，那年自己刚脱贫，也想通

过双手致富。

“当时县里刚脱贫，为了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县里采用‘党组织+龙头企

业+合作社+脱贫户’运营模式，让群众

负责生产和日常管理，县净土公司利用

渠道优势负责市场营销。”尼木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孙晋英说。

大棚里的蔬菜一年能收 3 次左右，

不像传统的青稞，一年一熟。这让普琼

高兴又激动，他说：“2019 年光一个菜

棚，就赚到了 2万多元。”两年后，由于同

村一个老人无力承包，普琼又主动承包

一个菜棚。“这个大棚就在家门口，也不

耽误农事，而且收入翻倍了。”

2023 年 8 月，园区面临原有特色农

产品车厘子、大桃产量低，经济效应差

难题。经过北京援藏专家和技术人员

科学研判得出需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

对原有大棚进行技术改造。在援藏资

金支持下，北京顺义区龙湾屯镇向尼木

捐赠 9000 株红颜草莓、2000 棵美早品

种樱桃树。这也让普琼有机会开始了

自己的第三次种植——种草莓，“当时

县里让我承担一个草莓大棚，我欣然接

受了，我相信党相信政府。”

60 岁的普琼奔着新生活又从零开

始学习种植草莓。考虑到群众根本没

有接触过蔬菜、水果种植，尼木县专门

成立“点对点”抓产业发展工作机制，选

派干部进驻产业点，教给群众看、带着

群众干。“普琼已经能熟练地种植各种

蔬菜了，草莓虽然是第一次接触，但他

很用心，平时主动跟着我们学习种植草

莓。”选派干部确吉说。

为此，自去年 8月份种植草莓以来，

普琼比以往更加勤奋，每天早上 5 点多

就起床，赶往大棚，早上忙完草莓大棚，

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蔬菜大棚，浇水、

除草……普琼乐此不疲地穿梭在这些

大棚里，就算寒冷的冬天，普琼也忙得

汗流浃背，“国家的政策这么好，我们更

要努力干，感觉现在自己浑身都有使不

完的劲。”普琼说。

普琼每天最后的工作是，走进草莓

大棚，挑出一个个红又大的草莓装满手中

的篮子，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电动车后

座，趁着暮色往家赶……“我的孙子很喜

欢吃草莓。”普琼感慨，这草莓隔个两三天

就能变红变熟，一个大棚能平均每天出

30盒，一盒卖40元，这日子富起来了。

“尽管每天都从普琼那里订草莓，

但还是有点供不应求。”净土公司负责

人党晓峰说。

2023 年，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

园收入 340.6万元，就业群众 81人，人均

增收 3.5 万元以上，累计带动群众务工

150余人次，人均增收 0.3万元。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春天种青

稞，一年四季种蔬菜、种草莓，这日子越

过越舒心，越过越富裕了。”普琼说，种

植草莓以来自家收入又翻倍了，光草莓

一个月就能挣万把元。

普琼：日子像草莓一样红又甜
人民日报记者 琼达卓嘎 人民网记者 吴雨仁

本报拉萨 5月 11日讯（记者 李梅

英 王雨霏）9 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

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自治区生态文

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题会议。会

议听取七地市和区直相关部门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重大项目推进工作情况的

汇报，分析问题、研究措施，安排部署

下一步重点任务。

任维指出，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党中央赋予了新时代西藏生

态文明建设重大历史使命。西藏最大

价值在生态、最大潜力在生态、最大责

任在生态，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生态文明项目建设的重大

意义，注重顶层设计，科学谋划、系统推

进生态环保重大项目建设。

任维强调，要狠抓项目进度，全面

压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责任，按照区党委、政府明确的

目标任务，全力推动工作落实。要严

把工程质量关，实现连续、达标、满负

荷 运 转 ，确 保 项 目 达 到 预 期 生 态 效

益。要强化项目储备，创新思维、转变

观念，充分论证，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

提下，做好项目储备，全力支撑我区生

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入推进。

任维在区生态文明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专题会议上强调

压实责任 精准发力 确保优质高效

完成生态文明重大项目建设任务

本报拉萨 5月 11日讯（记者 玉珍

通讯员 曲吉）记者从拉萨海关获悉，近

日，14.91 吨昌都冷冻虎掌菌、冷冻松茸

首次走出国门，顺利进入韩国市场。

虎掌菌又称獐子菌，是一种名贵

的食用菌，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昌都

市是虎掌菌的主要产地之一，年产量

100吨左右。

“公司一直在与韩国、日本的潜在

客户商谈，去年接到了第一个来自韩国

的订单。”芒康县藏东商贸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施灿鑫告诉记者，拉萨海关隶属

八廓海关了解到出口意向后，主动来公

司开展调研，安排专人“一对一”提供政

策解读，并就申领植物检疫证书等具体

通关环节进行全程指导。“这是我们公

司首次出口虎掌菌、松茸到韩国，下一

步我们争取将更多西藏特色农产品销

售到更多国家。”施灿鑫说。

近年来，拉萨海关在助推“水茶乳

蜜菌”等特色产品扩大出口的基础上，

力推更多西藏农特产品实现出口。下

一步，拉萨海关将持续用好“16+20”条

措施，锚定“精神高地、生态高地、文化

高地”建设目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更多特色优势产品走出国门。

昌都虎掌菌松茸远销韩国

本报拉萨 5月 11日讯（记者 周红

雁）11 日下午，为推进“时代新人铸魂

工程”，我区高校校园原创文化精品红

色历史舞台剧《老西藏印记》展演活动

在拉萨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举行。

《老 西 藏 印 记》以 歌 曲 、舞 蹈 、诗

歌朗诵、表演唱等形式表达历久弥新

的 老 西 藏 精 神 。 由 序《祈 盼》拉 开 帷

幕，在《党的光辉照高原》《高原人民

心向党》《美好家园靠你我》中进入高

潮 ，在《幸 福 中 国 一 起 走》中 落 下 帷

幕。整场演出设定“当年”和“现在”

两个不同时空视角，将“历史故事”和

“现实生活”同步呈现，不同时空的故

事 发 展 、不 同 人 物 的 思 想 变 化 ，突 出

强烈的对比效果，产生具有实践价值

的教育意义。

“该剧由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师

生共同创作完成，展现了西藏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

争、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历程

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体现了我区大

学 生 胸 怀 家 国 、奋 力 筑 梦 的 精 神 面

貌。希望各高校积极开展高校校园原

创文化精品巡展巡演，不断扩大高校

原 创 文 化 精 品 的 社 会 覆 盖 面 和 影 响

力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副 厅 长 叶 根 礼

表示。

将“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同步呈现

红色历史舞台剧《老西藏印记》举行展演
近年来，拉萨市依托“12345”政府服

务热线电话，及时回应、解决群众关心

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一步提升

了政府服务效能，搭起了党和政府与百

姓的“连心桥”。

图为拉萨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内工作人员在接听群众来电。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12345”架起

服务群众“暖心桥”

甘小平与普布卓玛夫妻恩爱，生活乐融融—

携 手 奋 进 在 幸 福 路 上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卢文静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色

玛社区，说起模范夫妻，大伙儿一定会

想到他们——甘小平与普布卓玛。

甘小平来自四川广安，常年在西藏

打拼，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了现

在的爱人，拉萨女孩普布卓玛。自 2002

年结婚以来，他们相濡以沫，尊重彼此

的生活习惯，从来没有吵过架，遇到事

情总是一家人坐到一块商量着解决，生

活其乐融融。

结 婚 之 初 ，小 两 口 的 生 活 并 不 富

裕。“我刚来拉萨的时候，什么活都干

过 ，当 过 工 人 、种 过 地 、干 过 厨 师 ，我

爱人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清洁工，我俩

一 直 很 努 力 ，不 怕 苦 不 怕 累 ，拼 命 打

工挣钱，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积蓄。”

甘 小 平 回 忆 说 ，“ 后 来 我 从 事 仓 储 工

作 ，生 意 越 做 越 大 ，家 庭 生 活 也 越 来

越好。”

但夫妻俩并不满足于此。“自己富

了不算富，要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共同致

富。”甘小平说。2023 年，夫妻二人用多

年的积蓄成立了甘普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为色玛社区小车队、装载机的司机

们提供就业岗位，为 30余名社区群众提

供了就业岗位，还帮助小车队挽回经济

损失 5 万多元、挖机装载机车队挽回经

济损失 3万多元。

工作之余，夫妻二人还热心公益，

给困难群众捐助现金、送慰问品，社区

居民纷纷为他俩的爱心举动点赞。“我

们公司每年都会向贾热村幼儿园、乃琼

中心小学、堆龙德庆区初级中学捐赠各

类学习资料和相关学习用品。”甘小平

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更多人投

身公益事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和我

的家人一定会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将优良的家风传承下去。我们也会继

续把公司打理好，带动更多人就业，尽

自己所能帮助他人。”普布卓玛微笑着

说，未来，夫妻俩将继续携手前行，用

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书写更加美好的

人生篇章。

为关心关爱少年儿童，近日，天津援藏贡觉工作队到贡觉县第二幼儿园开展

“爱心接力 温暖童心”物资捐赠活动。活动中，工作队队员将天津市宁河区爱心企

业捐赠的价值 10 万元的被褥、枕头、书籍等物资送到幼儿园孩子手中，激励孩子们

好好读书，努力成长。

图为天津援藏贡觉工作队队员为幼儿园儿童发放书籍。

西热旦青 本报记者 平措郎加 摄

（紧接第一版）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

平。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和维权援助

能力建设，推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维权

援助等专（兼）职人员储备和配置工作，

多形式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培训。

—— 推 进 严 格 规 范 公 正 文 明 执

法。强化重点领域严格执法。加大食

品药品、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安全

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领域的执法力度，加大对生活必需品的

价格监管力度；完善行政执法裁量权基

准。坚持过罚相当原则和比例原则，避

免“小过重罚”“类案不同罚”；坚持依法

执法。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落实执法全

过程记录制度，严格制止执法不规范、

乱作为等问题，惩治执法腐败。

——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和标

准引领。发挥质量基础支撑作用。深

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加强质量管理。

加强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

建设，充分释放质量基础设施效能；强

化标准引领作用。积极开展标准化示

范试点建设，提升消费品和服务质量标

准，争创企业标准领跑者；深化计量和

认证认可服务。常态化开展“计量服务

中小企业行”活动。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优化企

业开办流程。提高全程网办工作效率，

将注册登记、公章刻制、申领发票和控

税设备、就业及员工参保登记、医保登

记、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等业务纳

入全流程管理，实现企业开办“一网通

办”；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探

索将迁移申请、调档、登记等多个环节

整合为迁移变更登记一个环节，在西藏

区域内实现“一次申请、一次办结”；持

续加强行风建设。加强登记许可窗口

优质服务建设，大力推进审批服务窗口

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优化规范窗口服

务，提升服务效能。

（上接第一版）

一直以来，次仁措姆始终保持对快

递工作的热爱和执着，兢兢业业完成好

公司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曾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最美职工”等荣誉。

一条顺丰路，串联起城市与乡村，

也连接起机遇与希望。次仁措姆告诉

记 者 ，2024 年 ，西 藏 顺 丰 响 应 国 家 号

召，积极设立西藏偏远地区代理网点，

顺 丰 西 藏 片 区 负 责 人 带 队“ 走 村 串

乡”，开发建设各种惠民项目，努力解

决当地农牧民土特产产销难问题。

“快递到万家，幸福到万家。作为

一名雪域高原的快递从业者，我将继

续做好本职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践行劳模精神，让林芝的松茸、那曲的

虫草、山南的藏香猪、日喀则的小土豆

等 特 色 产 品 ，通 过 快 递 网 络 销 往 全

国。”次仁措姆说。

日喀则市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更阳光高效
远程异地评标项目数占完成项目总数30.75%

本报日喀则 5月 11日电（记者 杨

子彦）自 2022 年起在全区率先开展远

程异地评标工作以来，日喀则市以推

动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目

标，积极对接援藏省市开展跨省远程

异地评标，加大服务创新，提升服务质

效，努力为企业营造便捷高效、公平公

正的良好环境。截至目前，共完成远

程异地评标项目 1068 个，占完成项目

总数的 30.75%。

近 年 来 ，日 喀 则 市 行 政 审 批 和 便

民服务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西藏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为依托，立足职

能定位，紧盯重点环节，聚焦市场主体

需求，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

享，持续推动机制重塑、标准重建、清

廉建设等改革举措落地生效，实现了

数 据 多 跑 路 、企 业 少 跑 腿 、服 务 零 距

离、监管零死角。

据 介 绍 ，远 程 异 地 评 标 依 托 电 子

交易平台，以项目属地的公共资源交

易 平 台 作 为 主 场 ，其 他 场 地 作 为 副

场 ，目 前 副 场 场 地 已 拓 展 至 18 个 ，极

大 地 拓 宽 了 区 域 评 标“ 朋 友 圈 ”。 投

标人通过系统上传电子加密文件，远

程解密，两地评审专家利用电子交易

系统实现远程在线、视频语音同步交

流 ，自 动 生 成 评 标 报 告 ，整 个 交 易 过

程 规 范 有 序 、全 程 留 痕 、可 查 可 溯 。

开展远程异地评标在打破区域屏障壁

垒 、降 低 交 易 成 本 、提 供 高 效 便 捷 服

务的同时，还有效解决了优质专家资

源不足、专家“熟面孔”“被围猎”等重

难 点 问 题 ，提 高 交 易 公 平 性 和 透 明

度 ，推 动 廉 政 防 控 从“ 补 齐 短 板 ”向

“多重防线”转变。

据悉，下一步，日喀则市将持续在

软硬件设施、共享专家资源、区域屏障、

技术壁垒的制约上持续发力，积极探索

开展远程异地评标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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