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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6月22日讯（记者 李梅

英）根据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近期，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积极组织开展全

区乡村建设信息监测平台数据录入

更新工作，建好健全我区 5595 个行政

村 63.33万农户的基础信息数据，为我

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数据支撑。

自此项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各地

市、县（区、市）对行政村、农户基本情

况集中入户采集、录入系统，建立自

下而上、分级负责的数据审核机制，

通过线上培训、电话对接、微信调度、

每日监测等方式，对数据不完整、信

息不准确、逻辑不一致的数据每日交

办修正，及时解答平台数据更新相关

问题，确保数据录入更新工作如期保

质保量完成。目前，1200 万余条信息

数据准确摸清行政村户籍总量、村庄

规划、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

等信息。

据了解，我区将进一步强化对基

层指导服务，及时解答平台数据更新

政 策 问 题 ，加 强 数 据 信 息 的 动 态 更

新、监测调度、抽查抽验工作，保障数

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为下

步决策提供科学详实的依据。

全区乡村建设信息监测平台
数 据 录 入 更 新 工 作 完 成

我区藏语文学科教研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拉萨 6 月 22 日讯（记者 格

桑伦珠）近日，2024 年“区培计划”全

区藏语文学科教研员培训班在拉萨

开班。

本次为期 5 天的培训将通过理论

教学、现场研讨等形式，提升学员理

论素养与品德修养。开班仪式上，学

员纷纷表态，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培

训机会，认真学习，努力提升自身专

业素养与教学研究水平，并将所学知

识切实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推动全

区藏语文学科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贡献力量。

培训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培训

以解决全区中小学藏语文教师的现

实需求及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

导向，以案例为依托，整合培训资源，

优化培训内容，促使全区藏语文学科

教研员进一步更新教育理念，强化专

业知识，加强师德修养，提升课堂教

学指导能力，提高教研员队伍的整体

水平。

来自全区的藏语文学科教研员

共 60余人参与培训。

山南注册首个综合性区域公共品牌“藏源山南”
本报乃东6月22日电（记者 丹增

平措）近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

山南市首个综合性区域公共品牌“藏

源山南”集体商标成功注册。

据 悉 ，“ 藏 源 山 南 ”是 山 南 市 在

旅 游 文 化 、宣 传 推 介 中 一 直 使 用 的

品牌。山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

人 介 绍 ，该 集 体 商 标 申 报 主 体 为 山

南 市 旅 游 协 会 ，于 2023 年 6 月 正 式

申 请 ，注 册 范 围 涉 及 药 材 、珠 宝 首

饰、食品、通信媒体、旅游住宿、医疗

服务等领域，共 12 类。“藏源山南”区

域 公 共 品 牌 作 为 质 量 强 市 、乡 村 振

兴、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抓手，对

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品牌具有重

要的意义。

那曲市首家五星级酒店开工建设

本报那曲 6 月 22 日电（记者 万

靖）近日，那曲浙江大酒店举行开工

奠基仪式，标志着那曲市招商引资首

个按五星级标准建设的综合性酒店

正式开工建设。

记者在仪式上获悉，酒店总投资

约 2.7 亿元，建筑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拥有超 2000 平方米的生态园，解决就

业约 300 人。项目工期共 30 个月，预

计 2026年底可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据悉，2023 年，那曲市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多举措推进招商引资工作。

据统计，2023 年那曲市共招商引资项

目 51 个，到位资金 26.68 亿元，超额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57%，吸纳就业

2237 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66 亿

元，实现劳务增收 1531.9 万元。预计

2024 年招商引资规模将突破 23 亿元

以上。

本报拉萨 6月 22日讯（记者 格桑

伦珠）6 月 22 日，拉萨首届农牧民运动

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开幕。

来自全市各县（区）、功能园区的 11 支

代表队 500余名运动员参赛。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赛时五天，设

竞技项目和民族传统与趣味项目两个

大类，涵盖押加、古朵、赛牦牛、藏棋、

秀兹等 19 个比赛项目。运动会期间，

还将举办夜间灯光展、车展、特色农产

品展示、美食嘉年华等一系列活动，让

观众在欣赏精彩赛事的同时，感受拉

萨独特的文化和旅游魅力。本届运动

会还特别设立了新兴体育项目有奖体

验区，观赛群众可以亲身感受体育运

动的迷人魅力和无穷乐趣。

开幕式现场，来自达孜区的农民

拉巴卓玛告诉记者，作为达孜区农民

代表参加拔河比赛，现在是农闲时节，

能在家门口参与这么重要的赛事，内

心无比喜悦，期待相关部门以后多多

举办类似的活动。

据介绍，此次运动会是拉萨市有

史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

农牧民体育盛会，也是拉萨在体育事

业发展和文旅体融合领域的又一重大

突破。拉萨市将凝聚全市之力、汇聚

全市之智，依照“节俭、绿色、精彩”的

原则，全力把本届农牧民运动会打造

成为彰显拉萨农牧民优秀传统体育文

化的盛典，塑造为一届广大人民群众

交往交流交融的盛会，铸就一届团结、

和谐、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

近年来，拉萨市率先在全区实现

整体脱贫，现代化农牧产业快速发展，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农牧区

村容村貌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3 年，全市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5010 元，

高出全区 5086元。

拉萨首届农牧民运动会开幕

（紧接第一版） 赵杰带领大家为患者进行

心肺复苏，成功实施了急诊冠脉介入手

术，最终将人救了回来。

“急性心脏病突发必须立即进行急诊

介入手术，越快越好。”赵杰说，“我想把自

己掌握的技术留下来，更好地实现大病不

出西藏。”

一年间，赵杰带领团队完成了近 400

例手术，包括 120 余例急诊手术。一次次

的言传身教，让被援建医院心内科临床与

介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在 3 名本地医

生都能够独立完成复杂的冠脉介入手术

了。”赵杰自豪地说。

紧邻县城，日喀则市拉孜县吉角村村

民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走进一户居民

家中，智能设备随处可见。人员通道系

统、停车场管理系统、养老管理平台、供暖

系统……总计 11 套智能设施系统遍布社

区，实现了有效的智能化管理，让社区生

活更安全、便捷、环保。

“我们村 37户 143名村民全都搬进了新

家。上海不仅为我们建设了新的家园，还为

我们升级了各项设施，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水

平。”吉角村党支部书记格桑加措说。

协力护好绿水青山

前往长江源头之一的姜根迪如冰川

的场景，西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分析测试

中心负责人索娜卓嘎一直记得。

海拔 5400 米的无人区腹地，含氧量仅

为内地的四五成，年平均气温低于零摄氏

度，缺氧、高寒、干燥、风雪……每一样都

对监测调查组队员的身心健康形成挑战。

工作是紧锣密鼓的，每天早上，队员们

都围在一起讨论当天的行程，然后出发去

采集样品。“所有人都抱着共同的目标——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要做好采

样、搞好研究，守护好我们的母亲河。”西藏

生态监测中心主任贾小华说。

2021年开始，西藏实施拉萨南北山绿化

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

亩，将拉萨打造成生态宜居高原城市。

清晨，拉萨市拉鲁湿地北片区，工人

米久正在修剪树枝。“这是我们种的槐树，

开的花也很漂亮、很香。”米久说。在植被

选择方面，工作人员费了很多心思——通

过遥感技术对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

进行深入分析，筛选出适合生长的树种和

草种。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

尚德是北京市第十批援藏干部，为了让拉

萨的树木更繁茂，作为林草专家，他将更

多技术融入造林工作中。

近年来，西藏生态环境持续优化。西

藏自治区 2023 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西藏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7.83

亿元实施 34 个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项目，

完成营造林 120 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

614万亩。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4年 06月 18

日第06版）

（紧接第一版） 同时，驻村工作队将

坚持党建引领，同村“两委”班子一

道，紧紧围绕解决村民的急难愁盼

问题，把各项工作做深做实做到位，

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自 治 区 民 委 副 主 任 马 登 红 表

示，近年来，自治区民委系统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按

照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区党委民

族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

推 动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教 育 和 创 建 工

作，编写出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系列读本等民族团结进步教材

和读本，打造“互联网+民族团结”

交流平台，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宣传教育，不

断 加 快 构 筑 中 华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

园，让中华文化始终成为西藏各民

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

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指

明了方向。”山南市民创办工作人员

李鑫表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将

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创建任

务，踔厉奋发，扎实工作，为推动全

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见行见效

贡献力量。

在西藏，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各民族文化在各社区、基层乡镇互

嵌共融。今年 67 岁的拉萨市民强巴

欧珠在拉萨市城关区扎细街道尼卓

林社区老年大学学习八段锦。“我学

八段锦有一段时间了，不仅锻炼了

身体，还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

强巴欧珠说。

这 个 老 年 大 学 还 开 设 了 插 花

课 堂 ，老 阿 妈 们 在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

学 习 插 花 技 艺 。“ 插 花 、品 茗 、绘 画

是陶冶情操的雅事。如今，我们的

祖国昌盛、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我

们 老 年 人 才 能 有 这 样 幸 福 的 晚 年

生 活 。 尼 卓 林 社 区 是 一 个 藏 、汉 、

回 多 民 族 聚 居 ，多 文 化 交 融 的 社

区 ，各 个 民 族 的 居 民 手 足 相 亲 、守

望相助，大家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维 护 民 族 团 结 。”普 琼 阿 妈 笑 呵 呵

地说。

（紧接第一版） 几乎每个干部都有当

过“团长”（藏北草原上，经常把因汽

车抛锚、被困野外称之为当“团长”，

意指冻得缩成一团）的经历。

但就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环境

里，色务乡广大党员干部没有退缩，

没有“躺平”，而是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把群众当亲人，与群众

打 成 一 片 ，着 力 为 群 众 解 决 更 多 的

困难和问题。用乡干部曲旦次仁的

话 说 ：“ 群 众 在 这 里 ，我 们 就 得 坚 守

在这里。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曲

旦次仁今年 32 岁，在色务乡已经工

作了 9 年。

安多县，管辖地域横跨唐古拉山

脉南北，海拔高、地域大，典型的地广

人稀、居住分散。为做到“村里的户

有人包、群众的话有人听、百姓的事

有 人 管 ”，近 年 来 ，安 多 县 认 真 落 实

“四下基层”工作法，深入开展党员干

部“包村联户”品牌创建工作，进一步

拉近干群关系、彰显爱民情怀。

像最远的村，巴姆多宗村就由乡

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来包村。“水管冻

了呀，洗衣机坏了呀，不管大事小情，

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干部就要有所

为。”乡党委副书记李鑫虎，湖南人，

在色务乡工作了四个年头，在安多工

作了十二个年头。

回程的路上，经过嘎曲河，恰遇

因 公 外 出 的 李 鑫 虎 正 在 当“ 团

长”——下午河水上涨，乡里外出购

买物资的车辆被困河中。一时救援

不了，大家都在岸边等待河水回落。

李鑫虎每个月都要来到群众多东

家走亲戚。“亲戚”家里哪里需要维修，

李鑫虎就亲自上手帮忙解决。忙活

完，还要给“亲戚”做上一桌拿手的湖

南菜，边吃边聊边沟通感情。“包村联

户”让群众的心里话更愿意和党员干

部说了，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更得心应

手、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本领更强了。

去年，“亲戚”多东不幸去世。李

鑫虎拿着哈达、酥油、现金前去慰问，

心里还难过了好一阵。

攀谈中，记者了解到，色务乡虽然

离县城遥远，村落虽然离乡政府遥远，

但通过党员干部“包村联户”，干群关

系却更紧密、更亲近了。安多县通过

“包村联户”及时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各类烦心事、闹心事，累计帮助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3600余件。

渐 渐 ，日 已 西 沉 ，气 温 开 始 下

降。看着河水冲刷着被困的车辆，一

会儿淹没车牌，一会儿露出车牌，我

们被困在嘎曲河已经 5个多小时了。

“再等几个小时，水位就会下降，

我下河把牵引绳挂上，就能把车救援

出去了。”李鑫虎一如既往地保持着

乐观。

旁边去年动工的桥梁，已经修了

一半，整体框架已经完工，就差桥面

铺设。好消息是，眼前的水位一定会

下降，今年下半年桥梁就会通车，嘎

曲河陷车的情况将一去不复返，进色

务、出色务也不再“谈虎色变”、担心

重重。

安多色务，不再遥远。遥远的，

也从来不是距离。当心与心相近，总

会激发出心动与希望。

共同浇灌民族团结进步之花

色 务 ，不 再 遥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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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图②：堆龙德庆区代表队运动员入场。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图③：林周县代表队运动员入场。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图④：运动员代表进行宣誓。

本报记者 潘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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