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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三十年的两封高原来信
浙江日报记者 陈伟斌 黄小星 本报记者 万靖

本报拉萨 5月 19 日讯（记者 李梅英）近年

来，我区深耕绿色金融，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发展

制度，为西藏绿色发展和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效金融支持。今年一季度末，我区绿色贷款

余额 1329 亿元，同比增长 30.49%，连续 9 个季度

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16.94

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

我区各银行机构不断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水

平，创新绿色金融产品。西藏银行推出针对拉萨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定制化信贷产品“青山贷”；农

行波密县支行向某茶业公司发放 100 万元的中期

流动资金贷款，公司完成首期 100 亩茶园碳汇的

开发与交易，这是自治区首例此类别碳汇成功交

易案例；农行西藏分行印发《中国农业银行西藏

自治区分行营造林先造后补贷款管理办法（试

行）》，规范营造林先造后补贷款操作；林芝民生

村镇银行首次发布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成为西藏

首家披露环境信息的地方法人银行。

同时，各银行机构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着力推进绿色运营。中行亚东县支行作为全区

首 家“ 碳 中 和 ”银 行 网 点 投 入 使 用 ，通 过 购 买

CCER 抵消网点运行碳排放量；首家“零碳绿色

网点”在农行拉萨城北支行开业。

此外，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积极推进，人民银

行 西 藏 自 治 区 分 行 、人 民 银 行 林 芝 市 分 行 、建

行 西 藏 分 行 推 进 林 芝 绿 色 普 惠 金 融 融 合 发 展

实验基地建设，通过采集用户“金融+非金融”

低 碳 行 为 数 据 ，搭 建 个 人 碳 账 户 服 务 平 台 ，通

过权益激励等方式，引导全民树立绿色低碳生

活理念。

“十四五”西藏绿色金融稳步推进
一季度末绿色贷款余额1329亿元，增长30.49%

在“世界屋脊的屋脊”、面积相当于

三个浙江省的那曲，最好的建筑是学

校。

牧野苍茫，云层山脉并肩，牦牛群

散落如星点，高高隆起的念青唐古拉山

脉下，京藏高速和青藏铁路线交错穿越

羌塘草原——时光如飞掠的车辆般迅

疾，道路旁海拔 4700 多米、设施完备的

香茂乡小学，有一段独特的 DNA 深嵌

在主楼墙体中：刻着“那曲杭州希望小

学”的石碑。

29 年前，一封来自援藏干部的求助

信从那曲发出，翻越千山抵达 3800多公

里外的西子湖畔，随之涌向高原的爱

心，让那里的孩子背上书包、改变命运；

近 30年来，很多曾在这块石碑前畅

快欢笑的孩子，带着“爱和希望的种子”

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024 年春天，曾是那曲杭州希望小

学第一批学生之一的达扎旺堆，写下一

封信，向那群“可爱的叔叔”致意。

自 1994 年对口援藏大幕正式拉开

以 来 ，至 2022 年 ，全 国 先 后 有 10 批 共

11900 名援藏干部人才奋战在高原各

地。他们，都在用心、用情、用行动，向

时代作答。

高原来信
拍照时，我就站在第一排正中间。

那天的情景，让我和 30多位同学终生难

忘：从此我们有新校舍了，再也不用忍

受刺骨的寒风了。

——摘自达扎旺堆的信

今年 4 月，全国首批援藏干部、当

年任那曲县常务副县长的姜军结束对

西藏的回访，摇下车窗，再次挥手告别

这片土地。人群中，达扎旺堆突然上

前，握住姜军的手，将额头轻轻抵在他

的手背。

这 个 至 高 的 行 礼 ，是 尊 敬 ，是 送

别，是祝福；是跨越 30 年被两封书信串

起的记忆，在这一天，被重启，被表达，

被延续。

在 38岁的达扎旺堆记忆里，童年有

两个镶着金边的日子：一是五年级的六

一儿童节，父母特意从牧区来看他，为

他带来一身蓝白相间的新衣服；另一

个，斑驳相纸定格 1996 年 9 月初的一

天，在学校旁路边疯玩时，他和同学们

突然被格桑老师召回，因为一群“可爱

的叔叔”马上要到来，“还要拍照片！”

为 了 人 生 第 一 张 照 片 ，孩 子 们 很

快散去，换上最像样的衣服，抹净脸和

头发。他们聚到一块镌刻着“那曲杭

州希望小学”的石碑后，挥舞双手，畅

意欢笑。

如今，已从事教育工作 19 年的达

扎旺堆，是那曲市第五幼儿园党支部

书记。今年 3 月底，当他在给孩子们准

备一堂主旨为“爱”的主题演讲时，思

索许久，孩时那个节日般的日子闪现

眼前。

“心中有太多感激的话想说出来。”

写完课件，达扎旺堆突然萌生了一个想

法——给当年那群“可爱的叔叔”写一

封信：

“起初，学校没有围墙，屋顶漏雨漏

雪，教室窗户几乎没有玻璃，上课时冻

得直哆嗦。因家庭经济困难，同学们身

上穿的都比较单薄。搬进窗明几净的

新校舍后，同学们都特别开心。”

他想告诉当年的叔叔，后来，学校

的围墙砌得更好了，校舍更漂亮了；以

学校为起点，他们的人生与家庭命运，

都被改变。

这一切，源自30年前的一粒“种子”。

1994 年 7 月，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35

周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确定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方针和

“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

藏模式。对口援藏大幕正式拉开。

次年 5月 20 日，浙江第一批 45 名援

藏干部，胸前别着大红花，从位于杭州

西子湖畔的大华饭店启程挺进那曲。

那天的雨水如西湖边的柳枝般绵

延。很多素不相识的市民走上街头，耳

边漾起的啜泣漫过雨落枝叶的滴答，送

别与被送别的人都红了眼眶。

之后，当“520”演变成表达爱意的

日子，很多当年的援藏干部觉得，这个

小小的巧合，照应着所有人对雪域高原

最朴实的情意。

为了那块丰碑
我们期待着在世界屋脊上矗立起

一座丰碑！ ——摘自姜军的信

一 百 多 年 前 ，现 代 探 险 家 出 现 在

那曲，向着彩云消散的远方，沿着“只

有野牦牛、野驴和羚羊踏出来的路”艰

难跋涉。 （下转第二版）

缘藏30载
真 情 暖 高 原

本报拉萨 5月 19日讯（记者 李梅

英）日前，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

解到，2024 年我区有序展开春耕春播，

全 力 推 动 农 业 农 村 各 项 工 作 落 实 落

细，全区“三农”工作呈现出开局良好、

稳中向好的态势。

春耕春播方面，全区计划春播面

积 345.37 万亩，截至 5 月 5 日，已完成春

播面积 126.14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36.3% 。 43.33 万 亩 冬 播 作 物 长 势 良

好。实施蔬菜设施新建和蔬菜设施大

棚改造升级项目，恢复利用闲置温室

大棚，截至 4 月底，全区种植蔬菜 9.02

万亩，蔬菜产量 9.49万吨。

同时，我区通过部署开展接羔育幼、

牲畜暖棚维修、实地指导服务等工作，扎

实推进扩草增畜行动，启动实施牧草返

青季休牧补偿试点和奶牛良种覆盖试点

工程。截至 4 月底，预计全区新生仔畜

333.08 万头（只），仔畜成活率 94.15%。

猪牛羊出栏 38.21万头（只），肉蛋奶产量

10.82万吨，同比增长7.88%。

特色产业方面，我区通过实施新

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培育行动，制定培

育 新 型 农 牧 业 经 营 主 体 若 干 奖 励 政

策，我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明显，一季

度，全区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 15.5亿

元，同比增长 11%，全区市级以上农牧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到 182家。

农牧业项目方面，全区“十四五”

农 牧 业 基 本 建 设 项 目 累 计 落 实 投 资

92.99 亿元，截至 4 月底，累计完成投资

82.15 亿元，投资完成率 88.34%，已开工

项目 1332个，开工率 81.02%。

本报拉萨 5月 19日讯（记者 李梅

英）日 前 ，记 者 从 自 治 区 住 建 厅 了 解

到，自治区住建厅严格落实《中国人民

银行关于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

率通知》，在西藏住房公积金官方微信

公众号下发通知，对住房公积金综合

服务平台及住房公积金业务管理系统

进行利率调试，现已将按照最新利率

调试完毕，即日起广大缴存人可享受

这项惠民政策。

据了解，此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利

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调整后，首套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5年以下（含 5年）的

利率将调整为 1.36%，5 年以上的利率

将调整为 1.68%；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 5年以下（含 5年）的利率将不低

于 1.686%，5 年 以 上 的 利 率 将 不 低 于

2.038%。

据介绍，此次贷款利率调整范围

既包括新发放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也包括存量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2024 年 5 月 18 日前已发放的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自 2025 年 1 月 1

日 起 执 行 新 利 率 。 2024 年 5 月 18 日

（含）后 新 发 放 的 个 人 住 房 公 积 金 贷

款 ，将 直 接 按 照 调 整 后 的 新 利 率 执

行。自治区住建厅将指导各地市住建

部门按照规定，做好政策衔接工作，确

保干部职工能够第一时间享受到政策

优惠。

一季度全区农牧业项目完成投资 82.15亿元
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达15.5亿元

我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 0.25个百分点

编者按：

纸短情长。在历史的长河中，

有些信件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它们

不仅是文字的交流，更是时代的印

记和情感的纽带。

1995 年，浙江第一批援藏干部

姜军的求助信如同石投湖面，激发

起杭州人民涌向高原的爱心，最终

促成了那曲杭州希望小学的建立。

2024 年，达扎旺堆作为那曲杭

州希望小学的第一批学生，给当年

那群“可爱的叔叔”写了一封信，传

递高原儿女对党中央和全国人民

的深深感恩。

从一封信、两地情筑起的那曲

杭州希望小学，到现在与区外学校

别无二致的香茂乡小学，正是 30 年

间全国援藏工作和西藏变迁的一

个缩影。

今日，本报携手《浙江日报》推

出《跨越三十年的两封高原来信》

联动报道，让我们一起品读这两封

信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本报日喀则 5月 19日电（记者 杨

子彦）5 月 18 日下午，“上海—加德满

都—日喀则”援藏跨境旅游包机迎来

首航。105 名上海游客登上首班包机，

开启 12 天 11 晚的跨境游之旅。

作为目前市场上最具特色的中尼

跨境长线路旅游产品，游客将乘包机

从上海浦东机场直飞尼泊尔首都加德

满都，再乘车经日喀则吉隆口岸入境，

行程覆盖中尼边境重要的自然和人文

景观（在尼包括奇特旺、班迪布尔、博

卡拉等，国内线路将经过吉隆、定日、

萨迦、桑珠孜、江孜等地），全程都配有

导游服务和医疗保障。包机会根据中

尼边境气候情况，力争每月运营 1-2 个

班次。

据介绍，此次推出“上海—加德满

都—日喀则”援藏跨境旅游包机，是上

海市援藏干部联络组助力边境旅游业

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和创新探索，对

深化推进“日喀则建设面向南亚开放

的中心城市”目标，实现国内国外旅游

线路的双循环具有积极意义。

近年来，随着深度游线路日渐成

熟，日喀则旅游市场持续火热。2023年

度，日喀则市接待游客人数首次突破千

万，旅游收入突破 58 亿元，旅游产业发

展增速位列西藏第一，创历史新高。

中尼跨境旅游包机迎来首航

图为那曲市第五幼儿园党支部书记达扎旺堆向孩子们讲述那曲杭州希望小学的历史。

浙江日报记者 倪雁强 王建龙 摄

纳
木
措
开
湖

随着气温升高，西藏纳木措解冻

开湖，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图为舞蹈演员在纳木措开湖活

动现场表演。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拉萨市政府与拉萨海关签署合作备忘录

十五条提质增效措施打通外贸“堵点”
本报拉萨 5月 19日讯（记者 李梅

英 卓玛七林 刘斯宇）近日，拉萨市人

民政府与拉萨海关签署合作备忘录，

建立紧密合作工作机制，联合推出促

进拉萨外贸提质增效 15 条措施，提升

对外贸易水平。

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建立更

加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在支持外贸

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拉萨市

“五市”建设、拉萨海关“三个高地”建

设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着力加强信

息共享和优势资源互补，引导企业深

耕 尼 泊 尔 等“ 一 带 一 路 ”南 亚 沿 线 市

场，支持拉萨综合保税区发展，助力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强“专

精特新”企业高级认证培育，推动“区

岸联动”“出口直通”监管模式落地，共

同提升拉萨对外开放水平。

与此同时，拉萨市人民政府与拉

萨海关联合推出促进拉萨外贸提质增

效 15 条措施，内容涵盖助力企业拓展

市场、推进外贸创新发展、优化外贸营

商环境、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四个方面，

包括支持企业抢抓外贸订单、助力特

色产品走出国门、深化对尼泊尔贸易、

指导企业用好 FTA 规则、促进跨境电

商等新业态发展、强化海外市场信息

服务、推动问题“清零机制”常态化、支

持企业创新发展等内容。这些措施，

将对拉萨企业发展、稳定外贸规模、提

升外贸能级起到明显促进作用。

此次 15条措施的出台，受到自治区

外贸企业的普遍欢迎。西藏诺宗绒业

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索朗班久说：“这

15条措施的出台，让我们倍感振奋。下

一步，公司将利用好这一政策优势，提

高自身的竞争力，把西藏的羊毛羊绒制

品销售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