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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6月 9日讯（记者 裴聪 郑璐 袁海

霞）锣鼓喧天歌盛世，龙舟竞渡展雄风。6 月 9

日，随着裁判一声令下，2024 年西藏自治区端午

节牛皮船（龙舟）赛在拉萨市金珠东路滨河公园

水域开划。这是在西藏举办的首个城市龙舟

赛，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龙舟赛。

据悉，此次比赛由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人

民政府主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主题。60 名来自

西藏、辽宁、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

广西等省区的龙舟运动员，40 名来自西藏的牛

皮船运动员同场竞技。

在牛皮船赛中，每艘牛皮船上有 1名船手和

1名鼓手，矫健的队员们伴着“咚咚”的鼓声，铆足

干劲、劈波斩浪；在龙舟赛中，每艘龙舟上有 8名

划手、1名舵手、1名鼓手，选手们挥桨竞逐，伴随

龙舟飞驰，浪花飞溅、龙旗飞舞。比赛期间，岸边

响起观众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声。

经 过 激 烈 角 逐 ，并 肩 前 行 队 、齐 心 破 浪

队、和韵龙舟队获得龙舟赛前三名，提桨破水

队、奔跑吧羚羊队、龙翔喜马队获得牛皮船赛

前三名。

参加牛皮船赛的选手拉巴次仁告诉记者，

牛皮船是西藏以前的渡河工具，也是世世代代

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通过此次比赛，让更多

人了解牛皮船比赛和牛皮船舞，了解西藏独具

特色的牛皮船，很有意义。希望以后能经常参

加这种比赛。”

参加龙舟比赛的运动员平措告诉记者：“比

赛时，我们几名队员团结协作、相互鼓劲，感觉

浑身充满了力量。比赛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

体，也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第一次在拉萨看到龙舟、牛皮船比赛，太

激动了！现场很热闹，比赛很精彩！希望每年

都有这样的活动。”拉萨市民扎西说。

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次仁旦达说：“区内和

区外运动员共同组队、团结协作，体现了体育促

进民族团结的作用。同时，比赛通过体育搭台、

经济唱戏，进一步发挥了体育赛事对拉动经济

方面的积极作用。”

高原端午别样精彩

西藏首次举办牛皮船（龙舟）赛

本报拉萨 6月 9 日讯（记者 郑璐

袁海霞 见习记者 卓玛七林）6 月 9 日

上午 11 时 30 分，随着一阵清脆铃声，

藏 语 文 科 目 考 试 结 束 。 至 此 ，我 区

2024 年普通高考文化课考试所有科目

顺利结束。

“ 孩 子 辛 苦 啦 。”“ 这 下 终 于 轻 松

了。”在拉萨中学考点外等待的家长也

纷纷走上前，给考生送上鲜花、哈达。

考生家长宗吉抱着写有“金榜题名”的

花束告诉记者：“高考是孩子人生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之后填报高考志愿，我

们会尊重她的意愿，只希望她开心。”

考生旦增曲珍开心地说：“现在整

个人都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接

下来的假期里，我想考机动车驾照、学

乐器，利用假期时间培养一下自己的

兴趣爱好。”

据了解，我区高考评卷工作将于 6

月 9 日开始，预计 6 月 26 日左右公布

考生成绩、位次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随后开展考生志愿填报和

录取工作，高考录取工作预计 8 月底

结束。

我区 2024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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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六月，阿里地区革吉县革吉镇森布村天高气

爽，微风吹过狮泉河面，拂动着草原上的小草。草甸

上星星点点的羊群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奏响了充满

活力的幸福乐章。

森布村平均海拔 4700 米，草场面积 340 万亩，全

村牲畜存栏总数 25275（只）头，属于纯牧业村。近年

来，森布村产业快速发展，人居环境极大改善，牧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幸福洋溢在村民们的脸上。

白玛：赶着牛羊奔小康

走进森布村二组那贡姆牧业点的绵羊短期育肥

基地，只见牧民正把一只只膘肥体壮的羊拴起来。一

时间，羊叫声、吆喝声在羊圈里交汇成了一支别有韵

味的“牧羊曲”。

“以前合作社里没成立短期育肥项目时，村里牲

畜出栏率普遍偏低，经济效益也不好。”森布村绵羊短

期育肥基地负责人白玛对记者说，“现在，你们看到的

这些羊基本上喂 5 个月就能出栏，体形更大，肉产量更

高，到市场上也能卖个好价钱。”

说到森布村的绵羊短期育肥项目，就不得不提白

玛养殖致富的故事。

今年 53 岁的白玛是地地道道的牧民，从小就和牛

羊打交道。头脑灵活的他一有闲暇时间就琢磨怎样

才能把自家牛羊养好，让家里过上更好的生活。

2008 年，白玛得知白山羊绒受市场欢迎后，他毫

不犹豫地把自家 600 多只绵羊全部换成了白绒山羊，

潜心钻研白绒山羊的养殖技术。通过一家人的勤劳

苦干，第一年，白玛家仅出售羊绒就增收了 3万余元。

“虽然那两年卖羊绒赚到不少钱，但是饲养白绒山

羊需要精细管理，投入的时间精力更多，而我们家里人

手不够用，便没再继续养白绒山羊了。”白玛回忆道。

2011 年，白玛又将心思重新投入到了绵羊养殖

中。他把先前的白绒山羊跟村里人交换后，重新饲养

了 500 只绵羊，又挣了一笔钱。最近几年，眼瞅着牦牛

养殖利润丰厚，白玛再次果断地饲养起了牦牛，现在

家里牦牛有上百头。

这些年来，白玛凭着一股闯劲韧劲和对牧业发展

的敏锐“嗅觉”，把牛羊养殖做得越来越好，连续几年

牧业年收入超过 10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

“自己富了，但不能忘了乡亲们啊！”白玛如说，

“村合作社建成绵羊短期育肥基地和牦牛短期育肥项

目后，推选我当负责人。想着能用自己的养殖经验来

帮助乡亲们，我就立马答应了。” （下转第二版）

发挥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西藏加快提升外贸新动能

本报拉萨6月 9日讯（记者 次仁片

多）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

委 组 织 部 坚 持 对 标 、立 标 、达 标 工 作

法，以强化政治站位、突出示范引领、

坚持学用结合的实际行动，为全区各

级 党 组 织 开 展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树 立 标

杆、当好表率。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班子成

员发挥“关键少数”领学促学作用，举

办理论学习中心组党纪学习教育读书

班，逐条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学习中央及自治区有关会议、文

件精神，为部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增强

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作出有力示

范。部机关党委举办支部书记春季讲

坛，组织 6 名支部书记讲案例、亮观点、

谈认识，上好部机关干部职工学习贯

彻党的“六项纪律”生动党课。结合干

部任前谈话工作，部人事处联合驻部

纪检组开展廉政文化长廊参观学习活

动，加强警示教育，引导 40 余名新任职

干部筑牢拒腐防变“防火墙”。

自 治 区 党 委 组 织 部 坚 持 边 学 边

改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效，部务会领

头 强 化 成 果 运 用 ，研 究 修 订《西 藏 自

治 区 党 委 组 织 部 部 务 会 工 作 规 则》

《部机关“三重一大”事项清单和廉政

风 险 防 控 责 任 清 单》，进 一 步 压 实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政 治 责 任 。 部 分 处 室 结

合调研情况，积极建立健全全面从严

治党的制度机制，着力锻造高素质执

政 骨 干 队 伍 。 一 些 处 室 充 分 发 挥 职

能作用，主动把党纪学习教育内容作

为 党 员 教 育 、干 部 培 训 重 要 课 程 ，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式，抓紧抓实

自治区示范培训，引导不同领域党员

干部聆听名师专家讲授，廓清思想认

识 、强 化 实 干 担 当 ，持 续 拓 展 党 纪 学

习教育深度广度。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纪学习教育

从山南市泽当城区出发，历经 4 个

半小时车程，记者来到风景秀丽、海拔

3000 米左右的边陲小镇——洛扎县拉

康镇，采访 2024年西藏自治区第六届劳

动模范桑珠。

“您来我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找桑

珠书记，那肯定找不到。他基本上不在

办公室坐班，每天都在外面忙。”拉康社

区工作人员得知记者的来意后，拿起手

机开始拨打电话。

不一会儿，一位名叫刘成成的社区

工作人员进来说：“桑珠书记在社区的

温泉项目建设点，我带你们过去。”

沿着山路又驱车 20多分钟，穿过一

条隧道后，记者终于见到了这位面容黢

黑、两鬓微白，正在与建筑工地工人们

交谈的藏族大叔。

“这几年在桑珠书记的带领下，拉

康社区发展得越来越好，来旅游的游客

也逐年增多。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

里所有的宾馆都住满了。对社区的温

泉项目建设，桑珠书记特别上心，经常

过来查看。”刘成成告诉记者。

桑珠 1973 年出生于拉康社区，199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21 年被群众推选

为拉康社区党委书记。虽然以社区党

委书记的身份工作才 3 个年头，但在当

地群众心中，从 1994 年开始，桑珠便是

大家公认的致富带头人。如今，桑珠还

是社区群众信赖的“好管家”。

1994 年，刚结婚不久的桑珠在社区

开了一家百货商店。为了让家人过上

更好的生活，也为了商店货品更加丰

富，桑珠学会开货车，经常前往拉萨、山

南市区进货，或者跑长途运输。

有 了 一 些 积 蓄 后 ，桑 珠 有 了 新 想

法。“那时候，我从外面开车回来，经常

遇见拉康镇河边的道路塌陷，开车路过

安全隐患比较大。当时我就想能不能

想办法重新修一条路。”他回忆道。

说干就干，桑珠出资 20万元找了施

工队，重修了拉康镇河边的那条路。这

条路不仅方便了当地群众出行，也让桑

珠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

“桑珠书记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

做的好事不止这些。”“桑珠书记帮我们

建了蔬菜大棚。”“桑珠书记带领我们种

树。”……听说我们要采访桑珠，在工地

务工的当地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记

者说。

据介绍，1999 年至 2008 年近 10 年

的时间里，桑珠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主

动担当，带领家人在拉康社区一组的

200 亩野外荒地上种植杨树，使荒山披

上了“绿衣”。2011 年，桑珠获得全国绿

化劳动模范殊荣。

拉康镇地处边陲，每年冬天大雪封

山，外面的蔬菜运不进来，当地干部群

众时常吃不上新鲜蔬菜。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经常在外

跑运输的桑珠想到了自己在山南市、拉

萨市郊见过的蔬菜大棚，一个建温室大

棚种菜、解决大家吃菜难的念头立马冒

了出来。 （下转第二版）

社 区 群 众 的“ 好 管 家 ”
—记自治区第六届劳动模范桑珠

本报记者 武沛涛

图①：自治区端午节牛皮船（龙舟）赛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图②：参赛队伍在牛皮船比赛中。

本报记者 白玛泽旺 摄

图③、图④：参赛队伍在龙舟比赛中。

本报记者 唐斌 白玛泽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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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拉萨讯（记者 代玲）今年一季度，西

藏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21.78 亿元，同比增长

216.7%，增速保持全国首位。

近年来，西藏持续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

势，不断提升开放水平、搭建开放平台，加快培育

外贸新动能，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在拉萨综合保税区内，一辆辆满载新能源汽

车的大卡车正等待验放通行。拉萨综合保税区

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介绍，这是封关运行一年以

来 ，拉 萨 综 合 保 税 区 首 次 开 展“ 一 票 多 车 ”业

务。截至 4 月 1 日，累计进区新能源汽车达 540

辆，总货值达 7696.1 万元，其中 300 余辆已顺利

出区。

西 藏 还 加 快 边 境 经 济 合 作 区 和 陆 地 港 建

设。在日喀则市，国际陆地港、吉隆边合区建设

如火如荼。日喀则市市长王方红表示，将积极推

进面向南亚开放的中心城市建设，深度融入国内

国际大市场，把区位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开放优

势、发展优势。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