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拉萨讯（记者 裴聪）为更好

地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近日，拉萨

市市场监管局召开全市扶持个体工

商户发展交流座谈会。

会 议 强 调 ，针 对 个 体 工 商 户 反

映 的 突 出 问 题 ，要 组 织 相 关 部 门 进

行 交 流 研 判 ，提 出 切 实 可 行 的 解 决

方 案 ，明 确 责 任 部 门 和 完 成 时 限 ，

确 保 问 题 能 够 得 到 及 时 解 决 。 持

续 加 大 推 进“ 个 转 企 ”“ 小 升 规 ”的

宣 传 力 度 ，提 供 转 型 升 级 咨 询 ，指

导 业 务 办 理 ，增 强 经 济 发 展 新 动

能 。 加 强 对 各 县（区）优 秀 个 体 工

商 户 的 表 彰 奖 励 ，不 断 提 升 个 体 工

商户经营者的荣誉感、归属感。

会议要求，各县（区）市场监管局

要结合“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依

托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机制，联合县

（区）相关部门通过交流座谈、银企对

接、走访调研、上门宣讲等活动，深入

了解个体工商户的需求和困难。制

定更加准确有效的扶持政策，精准发

力，切实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生产经

营中的问题与困难，推动个体工商户

健康发展，让个体工商户了解更多的

政策，提振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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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连

日来，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教育办持

续开展“农民夜校”多样化学习活动，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此 次 培 训 采 用 贴 近 实 际 、贴 近

群 众 、创 新 授 课 的 教 学 形 式 与 教 授

方法。工作人员以极具亲和力与趣

味性的方式引导农牧民群众轻松步

入 课 堂 。 课 堂 上 ，授 课 人 员 精 心 筹

备，认真教授语文、藏语文等基础学

科 ，助 力 农 牧 民 群 众 提 升 语 言 文 字

能力；深入细致地就《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的收养法、远离非法集

资 、拒 绝 高 利 诱 惑 教 育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生 动 宣 讲 。 他 们 通 俗 易 懂 的 讲

解 ，提 升 了 农 牧 民 群 众 的 法 治 观 念

和依法维权意识。

南木乡党委委员巴桑卓玛表示，

这不仅是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平台，更

是强化农牧民组织凝聚力、增进交流

合作的关键纽带。广大农牧民群众

可以在这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及科

学文化知识，提升自我发展与自我造

血的意识和能力，更好地顺应时代发

展变化。

2023 年 8 月，王军从首都北京奔赴雪域高

原，开启了为期两年的援藏之旅。作为北京市

第十批“组团式”教育援藏信息科技学科唯一的

教师，从那一刻起，他决心用自己的知识和热情

在这片土地上播下教育的种子。

援藏期间，王军的主要工作是在拉萨市实

验小学教授信息科技学科、提升信息科技学科

的教学质量和推广先进的教育理念。他在为拉

萨市实验小学教师开展示范课程的同时，结合

海淀区的教学方法和技术，与教师们共同探索

适合高原多民族地区学生的教育模式。特别是

在信息科技领域，王军打破传统教育的局限，向

拉萨市实验小学引入编程和人工智能教学。

在王军看来，科技教育是开启孩子们未来

更多可能性的关键之一，机器人编程和人工智

能课程不仅教授学生如何使用工具，更教会他

们如何独立思考和创新。在教学中，他鼓励学

生挑战传统思维，探索科技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教学方法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兴趣和学习

动力，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占据

一定的优势。

王军时刻关注着班级孩子的一举一动，心

系着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有一次，王军注意到

一个名叫多吉的女孩总是独自一人，不太与其

他孩子交流。通过与多吉的交谈，王军发现她

对绘画非常感兴趣，但学校没有相关课程，他便

决定利用自己的午休时间开设一个小型的艺术

工作坊，教孩子们绘画以及如何使用数字工具

进行创作。多吉的才华在王军的鼓励下得到展

示，作品在学校的艺术展览中获得奖项。而艺

术工作坊不仅帮助多吉找回了自信，还激发了

更多学生对艺术和数字创作的热情。

“教育的核心是激发每一个学生的潜能，并

引导他们理解和尊重多样性。”王军希望能将这

种教育理念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作为一名教师，王军的影响力已超出课堂，

他用自己的热情和专业知识，成为了京藏之间

文化交流与教育创新的桥梁。正如王军所言：

“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无边界的，它的力量足以跨

越最高的山脉，连接最远的心灵。”

为切实巩固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取得的成效，近日，拉萨市曲水县曲水镇曲

水村党委组织村“两委”、驻村工作队、专干等人员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

活动，着重对辖区内的卫生死角以及 3处出现反弹情况的点位进行清理。

图为曲水县曲水镇曲水村党委组织村“两委”、驻村工作队、专干等人员在

清理卫生死角。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本报拉萨讯（记者 裴聪）近日，拉

萨 市 总 工 会 开 展 以“ 中 国 梦·劳 动

美 —— 凝 心 铸 魂 跟 党 走·团 结 奋 斗

新 征 程 ”暨“ 尊 法 守 法 、携 手 筑 梦 ”

服 务 农 民 工 为 主 题 的 送 温 暖 、送 文

化 、送 法 律 、送 政 策 、送 医 送 药“ 五

送 ”服 务 活 动 ，为 拉 萨 市 白 淀 污 水

处 理 厂 二 期 工 程 项 目 农 民 工 送 去

问候。

活动中，拉萨远哒艺术团的演员

为农民工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表

演。藏族歌舞的激昂旋律、独唱的深

情演绎，让现场 40 余名农民工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演出还穿插了维权知

识宣讲和知识问答环节，农民工积极

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来自西藏五洲医院的医生为农

民工提供免费健康检查服务，耐心为

每一位农民工量血压、测血糖，并针

对性地发放常用药品。医生还向农

民工普及了养生知识，帮助他们更好

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拉萨市总工会

“五送”服务情暖农民工

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拉萨市城关区两

岛街道以党建引领，借助“网格+”创新模式，改进作

风狠抓落实，有力整治市容乱象，探寻治理市容市

貌乱象的新路径，打造高品质市容环境。

两岛街道严格遵循网格治理“1+4+X”原则配

备网格工作力量。网格长、专职网格员、民（辅）警、

消防员、包联干部、专职社工、市场监管与城管执法

队伍、驻村干部等纷纷融入网格，极大增强了基层

力量。针对太阳岛中和国际城的花鸟市场、狗市一

条街、小商品市场、旧货市场等重点区域存在的问

题，网格员按“社区吹哨，街道和部门报到”模式，迅

速排查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构建起有效的网

格化管理机制。结合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翻新等

措施，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良性互动，达成“共

管、共治、共享”。

两岛街道明确网格员“七大员”职责，优先对重

点问题区域进行专项整治。针对花鸟市场乱象，

通过耐心教育劝导、宣传政策，修缮翻新街面，规

划停车位等举措，有效改善市容；针对旧货市场，

主动调研收集意见，建设相关设施化解矛盾；针对

狗市一条街，根据商户配合情况采取不同措施；针

对共享电动车乱停乱放，划定停放区域并加强与

运营企业合作。同时，利用网格力量全方位巡查

监督，针对“店外店”、流动摊贩、共享电动车乱停

等问题，采取“提前到岗、错时执法、延后撤岗、回

潮 巡 查 ”等 措 施 ，制 定 夜 间 检 查 机 制 加 强 重 点 管

理，确保问题及时联动处置。

两岛街道以“网格+”模式，展现出创新治理的

成效，在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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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育搭起一座心灵的桥梁
—记北京市第十批“组团式”教育援藏教师王军

本报记者 刘琳琳

阳光洒满了草地，静谧的时刻，忽闻

几声鸟鸣，山里藏着无限活力与生机。

这里便是拉萨南山公园，坐落于拉萨河

南岸，与雄伟的布达拉宫隔河相望。

南山公园是实施南北山造林绿化工

程的成果之一，更是西藏深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

地的缩影。十余年接续植绿，昔日荒山已

葱葱郁郁，“绿色家底”不断增厚。身处其

中，可以看到“一茬接着一茬干”的恒心，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心，更看到了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骨子里的韧性

和守护青藏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的

初心。

拉萨南山公园护林员扎西曲培的

朋友圈里有三张照片，分别是 2012 年、

2016 年的南山公园和 2023 年站在南山

公园远眺布达拉宫的照片，第三张是去

年 国 庆 更 换 山 顶 上 的 国 旗 时 拍 摄 的 。

举国欢庆之日，记者和扎西曲培一起爬

到南山公园的至高点，这里是俯瞰整个

拉萨的绝佳登高处。

放眼望去，满目皆绿。山顶垃圾不

易清运，返程时他总是背着几十斤的塑

料瓶一路“风驰电掣”。偶尔穿插几句

“以前这里光秃秃的，种了树后才有了这

些小动物”“我很热爱南山，我会在这里

种树到生命最后一刻”……几乎每一个

聆听过他在南山种树故事的人，都会对

他竖起大拇指。

简单的话语浓缩着他 8 年日复一日

的坚守。扎西曲培 2016 年来到园区工

作，当时南山公园的高海拔植树造林试

点工作已开展 4 年，但山上的树并不多，

冬天刮风时还是容易起扬尘。

拉 萨 的 树 不 好 种 。 2008 年 ，在 拉

萨 大 桥 的 南 端 ，开 展 树 上 山 试 种 成

功 。 2011 年 ，自 治 区 林 木 科 学 研 究 院

在拉萨河南岸宝瓶山开展林木苗种试

验 ，为 拉 萨 南 北 山 造 林 绿 化 工 程 的 选

种和造林模式提供了科学依据。扎西

曲 培 说 ，在 几 乎 都 是 裸 岩 的 南 山 公 园

种 树 ，对 挖 树 坑 的 深 度 和 宽 度 都 很 有

讲 究 ，有 时 候 还 得 带 着 电 钻 一 点 点

钻。特别是“客土”这一步十分费劲。

“客土”是指非当地原生的、由别处移

来 用 于 置 换 原 生 土 的 外 地 土 壤 ，南 山

公 园 种 树 的 土 来 源 很 多 ，大 部 分 来 自

柳 梧 、文 创 园 区 等 地 。 其 实 早 在 2012

年 ，拉 萨 市 就 启 动 了 南 山 造 林 绿 化 工

程。南山公园作为拉萨南北山造林绿

化 工 程 的 一 部 分 ，是 西 藏 自 治 区 首 个

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的代

表性工程。

山上的路不好，车没法走，人就扛

着树苗往山上运。为了解决水源问题，

2022 年至 2023 年，共在山上建设了累计

修建高位蓄水池 601座、泵站 96座、铺设

输水管线 774.78 千米、安装变压器 210

个、架设高低压输电线路 136.776 千米，

修建道路 65 条 1、30.816 千米……经过

细致学习和科技人员的指导，苗木的存

活率一点一点上升了。

13 年转瞬即逝。截至今年年初，南

山公园共实施 2012 年南山山体造林绿

化 、2013 年 南 山 山 体 造 林 绿 化 试 点 项

目、拉萨市山地造林环境调控技术与耐

旱树种筛选研究等工程项目，造林绿化

面积 3521.7 亩，成活率 85%以上，栽植雪

松、云杉、油松、白皮松等各类苗木 100

余种，超百万余株。

经测算，南山造林绿化成林面积每年

在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固碳释氧、净化空

气等方面综合价值超过410万元……从最

初的贫瘠，到如今满山青绿。现在的南山

公园，各种树木错落有致、郁郁葱葱，小桥

下流水潺潺，游人三五成群，一片生机盎

然。市民游客热衷于来此打卡，一张张“小

小南山，轻松拿下”的打卡照是网友的戏

谑，更是南山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的见证。

13 年间，南山公园接待的游客越来

越 多 ，峰 值 期 日 入 园 量 2 万 余 人 。 现

在，扎西曲培手机里几乎都是南山公园

的照片，有他和游客的合影，有他为游

客拍的结婚照，有下雪时南山镜湖前聚

齐 的 摄 影 师 ，有 林 间 蹦 跶 的 各 种 小 动

物，还有他亲切地称呼为“树二代”的新

苗……在这些照片和视频中，可以感受

到时间的流转、时代的变迁，感受到拉

萨人为了种活一棵树背后的韧性和心

中的信仰。

南山公园点点滴滴的变化，深深地

烙印在扎西曲培的心中。当他一个人

走 在 这 条 孤 独 巡 山 道 时 ，他 会 憧 憬 很

多，拉萨南北山造林绿化工程全部完工

后的南山会是怎样的景象？几年前喂

过的野生小狐狸应该长大了……

从 2012 年高海拔植树造林试点在

南山启动，到 2015 年“绿色围城”工程

逐 步 开 展 ，2018 年 与 南 山 遥 遥 相 对 的

北 山 也 开 始 绿 化 行 动 …… 再 到 今 天 ，

站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战略高

度，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正在有序实

施 新 一 轮 南 北 山 绿 化 工 程 ，计 划 用 十

年 时 间 完 成 营 造 林 206.72 万 亩 ，实 现

“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的构

想 ，着 力 将 拉 萨 打 造 成 生 态 宜 居 的 高

原首府城市。

承载着这一愿景，无数绿化人扛起

铁锹上山造林。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

以来，通过实施拉萨南北山造林绿化工

程，约 450万人次农牧民参与南北山造林

绿化工程建设，累计实现带动群众增收

近 13.5 亿元，对促进农牧民增收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一代又一代高

原人植树绿化的步伐坚定不移。在广

袤的西藏大地上，他们用默默无闻的坚

守，换来一片又一片绿色。他们的一锹

土，种下的既是树苗，也是生态文明的

希望；他们的一桶水，浇灌的既是土壤，

也是美丽西藏的梦想。

生命不息，植树不止。

我区持续推进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

不负绿水青山 尽展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 刘斯宇 本报通讯员 凃琼

近 日 ，拉 萨 市 第 一 小 学 举 行 六 年 级

毕业典礼，为 2024 届毕业生献上祝福和

期待，毕业生对老师、母校表达了真诚的

谢意和感激之情。

图①：拉萨市第一小学六年级毕业典

礼现场。

本报通讯员 群丹 摄

图②：拉萨市第一小学六年级一班在

教室里开展毕业典礼活动。

本报通讯员 群丹 摄

图③：毕业生签名留念。

本报通讯员 胡小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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