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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乃东区天马商贸市场，来自

天南海北、操着不同口音的各族商户

“ 比 邻 而 市 ”，成 为 一 道 别 样 的 风 景

线。抬眼望去，墙上的“各族人民要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大字格外

醒目，商场里各个民族尽管风俗习惯

不同、语言不同，但处处可以看到各民

族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的场景。

作为山南民族聚居最多的一个商

贸市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市场由

最初在砂石地上摆摊卖货的 120 个商

户 组 成 的 市 场 ，逐 步 发 展 为 如 今 汉 、

藏、回、东乡、撒拉、维吾尔、蒙古等 17

个民族的 512 个商户共同创业就业、互

帮互助、团结和谐的商业综合体。

团结奋斗 共谋发展

天马商贸市场的发展历程，是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生动实践。

35 岁的藏族商户次仁旺姆和回族

商户马海福就是这众多民族团结故事

中的主人公之一。次仁旺姆初到天马

商 圈 时 ，人 生 地 不 熟 ，创 业 资 金 也 有

限。马海福得知她的情况后，主动为她

提供帮助，不仅将自己的摊位借给她使

用，还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商经

验。在马海福的帮助下，次仁旺姆的生

意逐渐走上正轨，如今已经拥有了一家

颇具规模的店铺。

“如果没有马海福大哥的帮助，就

不会有我的今天。”次仁旺姆感激地说

道。他们的情谊不仅在生意上相互扶

持，在生活中也亲如一家，时常相互走

动，一起欢度节日。

“我不会说普通话，又没有一技之

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工作。后来，天马商贸市场给我提供

了商场保洁工作，不仅每月有 3500 元

工资，而且节假日还有各种各样的福

利待遇。”来自乃东区亚堆乡曲德贡村

群众尼玛卓玛感激地说道。

天马商贸市场始终坚持“奔往美好

未来的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

原则，共吸引 512 户新疆、甘肃、青海及

周边省市人员来到市场就业创业，累计

解决就业 2000余人，每年为当地群众分

红土地租赁资金 280 余万元，先后与乃

东区亚堆乡才朋村、支那村、曲德贡村、

日苏村等建立结对帮扶联系机制。

同时，每逢“年货节”，都会把最好

的 11 个摊位免费留给琼嘎顶社区困难

群众，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得

到了群众的充分肯定和热烈欢迎。

文化交流 增进认同

“天马商贸市场注重文化交往交

流交融，准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

文化的关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以‘民族团结+文化交流’

为载体，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天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党支

部书记张国良介绍。

一直以来，天马商贸市场以完善

防、控、管一体化工作为抓手，切实发

挥“双联户”户长和社区网格员基层治

理作用。“在我们的商户老张耐心指导

下 ，我 现 在 能 非 常 熟 练 地 包 粽 子 了 。

在每年的端午节这一天，我们不同民

族的兄弟姐妹都会在一起包粽子、吃

粽子，唱歌跳舞、放松心情，增进彼此

的感情。”蒙古族小伙子阿尔斯楞说。

“跳广场舞是我们这边最受欢迎

的活动之一，家里没有什么特殊事情，

我都会过来跳跳。通过跳广场舞，可

以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对身体健

康也有好处。”来自新疆的商户希尔艾

力·阿卜杜热合曼说。

天马商贸市场每年开展“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系列主题活动，增进各民族群众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集体过

春节藏历新年、端午节、重阳节和跳广场

舞、一族一节、集体过生日、“种民族团结

之树”等方式，加强各民族风俗习惯与传

统文化的体验分享活动，促进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形成守望相

助、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成果丰硕 荣誉连连

“在天马商贸市场的成功探索之

路上，我们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N’

工作模式是我们实现繁荣稳定的坚实

基础。我们精心搭建各类平台，不断

创新机制，通过举办丰富多样的活动，

有效促进了各民族在空间布局、文化

传承、经济发展、社会交往和心理认同

上的全方位嵌入。”张国良说道。

在这片繁荣的市场中，各族商户

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共同营造了一个

互助共进的良好氛围。这种和谐共处

的景象，不仅赢得了各族商户的广泛

赞誉，也让商贸市场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赢得了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

三级的多项荣誉。

“除了日常临铺间的相互帮助，我

最期待的便是春节的到来。”回族商户

阿伊莎满脸笑容地说。据了解，每当

春节临近，整个市场都会沉浸在一片

喜庆的氛围中，商户们纷纷张灯结彩，

准备各种庆祝活动。大家聚在一起，

挂灯笼、贴春联、准备年夜饭，共同分

享着各自家乡的春节习俗。

目 前 ，在 公 司 的 38 名 员 工 中 ，藏

族、撒拉族、彝族、满族、汉族等各民族

员工和谐共事；512 户入驻商场，藏族

商户占 42%、回族商户占 24%、汉族商

户占 20%，门巴族、维吾尔族、土族、彝

族等少数民族占 14%，其中有 17 对民

族通婚的家庭。不同民族的商户在经

营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藏族商户

擅长制作传统手工艺品，汉族商户在

营销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相互

交流，共同提高生意的效益，形成了互

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真情守望相助 共建美好家园
—记乃东区天马商贸市场民族团结创建工作

图/文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本报泽当电（记者 汪纯）近日，

山南市水利局驻扎囊县吉汝乡卓玉

村工作队组织开展饮水工程维修加

固工作，确保清澈、卫生的自来水通

到 每 家 每 户 ，持 续 提 高 村 民 的 生 活

品质。

据了解，为有效解决卓玉村村民

的饮水安全和用水困难问题，驻村工

作队多次深入实地，详细了解水源点

及蓄水池情况，制订维修加固饮水项

目实施方案并报市县两级水利局，最

终从湖北省水利援藏资金中解决了

20万元所需经费。

7 月 2 日，驻村工作队同村“两委”

班子成员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水源点，

各参建单位认真研究图纸，协商施工

材料搬运等方案。为确保项目如期

顺利完成，驻村工作队还强调了工程

开 工 建 设 中 需 要 注 意 的 安 全 事 项

等。随后，驻村工作队正式组织开展

饮水工程维修加固工作。

在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工具

碰撞声和劳动号子交织在一起，构成

了一曲激昂的劳动交响曲。卓玉村

群众次仁顿珠高兴地告诉记者，衷心

感谢湖北省援藏的大力支持，感谢驻

扎囊县卓玉村工作队的辛勤付出，相

信卓玉村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本报泽当电（记 者 汪纯）7 月 5

日，山南市以“西藏新时代文明实践

推动日”“甜茶馆里话党恩”品牌志愿

服务日为契机，开展“甜茶馆里话党

恩”之“讲红色故事 续红色血脉”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近年来，山南市充分利用甜茶馆

氛围好、人流多、场所便利、传播效果

好等特点，把甜茶馆打造成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让甜茶馆里增添了满满

的家国情怀、书香气息、文明新风、温

暖服务。

7 月 5 日早晨，在山南市乃东区

木 拉 木 藏 餐 吉 祥 店 、扎 朗 姐 妹 茶 馆

第三分店，记者看到，里面群众在喝

甜茶、吃藏面的同时，聆听着精彩的

讲 演 。 来 自 扎 囊 县 扎 其 乡 、阿 扎 乡

农 牧 民 宣 讲 员 旦 增 、罗 布 扎 西 分 别

围 绕“ 做 新 时 代 忠 诚 的 爱 国 者 ”“ 永

远 跟 党 走 ”进 行 主 题 宣 讲 。 他 们 或

结 合 自 身 经 历 讲 述 身 边 的 发 展 变

化 ，或 将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融 入“ 折 嘎 ”

说唱艺术中，让理论宣讲接地气、有

朝气、聚人气。

随后，志愿者们在茶馆内开展了

“ 我 与 党 旗 合 个 影 ”“ 向 党 说 句 心 里

话”等活动。茶馆内群众积极参与，

大家挥舞着党旗，唱着红色歌曲，向

党表达心声，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3 周年。其中，德吉措姆、阿旺措

姆姐妹今年高三毕业，填报完高考志

愿的她们在甜茶馆畅谈理想，憧憬着

美好的大学生活。新颖的新时代文

明 实 践 活 动 吸 引 了 她 们 踊 跃 参 与 。

德吉措姆说：“非常感谢中国共产党、

感恩新时代，我将在人生的新阶段学

习好新知识新技能，将来报效祖国、

建设家乡。”

据了解，近年来，山南市委宣传

部 创 新 工 作 方 式 和 载 体 ，倾 力 打 造

“ 甜 茶 馆 里 话 党 恩 ”志 愿 服 务 品 牌 ，

2019 年以来，累计开展“甜茶馆里话

党恩”志愿服务活动近 6500 场次，受

众达 21.4万余人次。

本报泽当电（王利军 记者 汪纯）

无人机“飞防”操作人员轻点遥控器，

喷药无人机起飞，在空中洒下细密的

水 雾 ，落 到 绿 油 油 的 田 野 里 。 连 日

来，措美县组织开展市、县两级种子

田区域农作物病虫草害防治工作，计

划实施无人机“飞防”作业任务 1000

亩，目前已完成“飞防”任务 380余亩。

在作业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防治面积和防治内容进行配药，采取

分区域、分时段方式进行喷洒作业。

据了解，与传统的地面防治相比，无

人机“飞防”具有效率高、覆盖广、作

业灵活等优势，能够轻松飞越复杂地

形进行喷洒。同时，无人机喷洒药剂

更加均匀，减少了药剂浪费，也降低

了对环境的污染。

近年来，措美县积极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广现代

化科技种植手段，以科技手段赋能农

业生产，助力实现农作物的健康生长

和高产目标。

讲红色故事 续红色血脉

山南市文明实践活动“走心暖心”

措美县无人机“飞防”助力农作物丰产

驻扎囊县卓玉村工作队

组织开展饮水工程维修加固工作

“老板，我要三个牛肉饼和四个猪

肉饼。”

“好的，麻烦您先坐凳子上休息一

下，马上做好。”

“小雅，我还是老样子，一份凉粉、

一份酸辣粉、两个猪肉饼。”

“没问题，顿珠哥，桌子上有我们从

老家带过来的李子，您先尝尝。”

在山南市体育场夜市美食区，小雅

的店铺前顾客络绎不绝。操作台前，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操作台后，忙碌的小

雅熟练地制作美食。

小雅，本名徐红，今年 33 岁，是名

“90 后 ”，来 自 有 着 被 誉 为“ 天 下 雄 关

——剑门关”的四川省广元市。而“小

雅”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徐红来到西藏

后，因为思念老家的女儿，便用女儿名

字中的“雅”字给自己起的别名。久而

久之，在山南的朋友和老顾客都用“小

雅”来称呼她。

“我是在机缘巧合下来的山南，我

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 7 年了。”交谈中，

小雅向记者说起自己的过往。2017 年，

小雅在老家开办的养猪场因收益不好

而倒闭，正在苦闷之时，在山南工作的

朋友向她介绍，目前山南市发展很快，

创业与就业的机会也很多，可以过来闯

一闯。

骨子里不服输的小雅说干就干，立

马购买机票只身来到山南。在打拼的

这些年里，她还与自己的丈夫相遇相识

相知。帮着丈夫经营过川菜馆、旅游业

务与装修公司。不仅如此，在这期间她

还从事过家政工作。

“后来，装修公司越做越大，还招聘

了几名专业员工，我也不用过多地去操

心公司的事了。”小雅告诉记者，“川妹

子”火辣脾性的她闲不住，又开始想做

一些其他工作。开小吃店的契机，是有

一次自己的丈夫想吃四川的猪肉饼，但

跑遍整个山南市区都没找到，她这才有

了开小吃店的想法。

“山南没有我们四川的特色小吃，

那我能不能开一家，这样也能让藏族同

胞品尝到四川美食。”小雅将自己的想

法告诉丈夫与朋友后，得到了大家的大

力支持。

于是，小雅前往四川绵阳，在美食

培训机构专门学习猪肉饼、牛肉饼、酸

辣粉与凉粉的制作。学成归来后，小雅

在乃东区苹果园小区租了一间门面房，

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没想到这边的群众这么喜欢我们

的小吃，不仅线下经常去我店里，还催

促我快点办理线上点单业务。”在有了

一些积蓄后，小雅将自己的店铺开到人

流量更多、更方便群众购买的山南市体

育场夜市美食区，并与美团签约，方便

群众线上点单。

“您有新订单啦，请及时处理。”正

与记者交谈时，订单机发出提醒，小雅

起身便开始忙碌起来。

“不看一眼顾客订的什么小吃就开

始做吗？”记者不解地问道。

“肯定是叶先生的订单，他每天这

个 时 间 点 单 ，需 要 什 么 小 吃 我 都 记 住

了。”小雅自信地说。抱着求证的态度，

记者凑近订单机一看，果然没错。

“我还想去北京学习取经，计划以

后 在 山 南 开 家 猫 咖 馆 。”交 流 中 ，这 个

“川 妹 子 ”身 上 拼 搏 不 息、奋 斗 不 止 的

“她力量”深深感染着记者。 近日，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之“护苗路上·我们一路同行”暨第四届“护苗

杯”校园足球比赛在绒乡小学举行。

足球比赛采用淘汰制的形式开展，分高、低年级组，分别评选出冠、亚、季军

各一支队伍和最佳守门员 2名、最佳射手 2名，优秀组织奖 1个、优秀参与奖 1个。

图为获奖队伍上台领奖。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小雅：

在雅砻大地奋力拼搏的“她力量”
本报记者 武沛涛

图为小雅（右）将刚做好的肉饼递到顾客手中。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摄

图为各族群众在天马商贸市场选购民族特色产品。

图为市文联组织书法家到天马商贸市场与各民族商户一起过端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