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要闻
2024年 7月 15日 星期一

主编、责编：王永红 见习编辑：张猛 邮箱：xzrbyaowen@163.com2

“两步一跺、身前交叉手、跄步……”

只要歌 声 响 起 ，朗 嘎 就 情 不 自 禁 地 想

跳舞。60 岁的她会跳 150 多种夏尔巴

歌舞。

夏尔巴歌舞，是夏尔巴人祖辈传承

的一种歌舞形式。位于西藏日喀则市

定结县西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坡

的陈塘镇，平均海拔约 2000 米，是夏尔

巴人主要聚居区。

朗嘎自幼就会跳夏尔巴歌舞。田

间地头干活休息的间隙跳，村子里有重

大活动时跳，跳舞就像吃饭、睡觉融入

朗嘎的生活。

2011 年，“陈塘夏尔巴歌舞”被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朗

嘎成为夏尔巴歌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

每逢重大节日，当地都有盛大的夏

尔巴歌舞表演。随着日喀则市大力推

广喜马拉雅 5 条沟旅游线路产品，越来

越多的游客走进陈塘沟，感受夏尔巴歌

舞的魅力。

朗嘎和徒弟们跳得更带劲了。“要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文化。”朗嘎说，

只要还跳得动，她就会一直起舞。只要

还教得动，她就要把自己会的舞种传承

下去。

定结县给予了夏尔巴歌舞大力支

持：开辟传习基地，提供经费补贴……

朗嘎和徒弟们不用担心跳舞耽误农活，

反而通过跳舞提高了家庭收入。进入

陈塘沟的游客逐年增加，表演者的收入

也不断增长。

喜 马 拉 雅 山 脉 保 留 了 陈 塘 的 神

秘 ，沉 淀 了 文 化 ，这 种 神 秘 感 深 深 吸

引 着 游 客 。 今 年 ，定 结 县 已 接 待 游 客

超 过 2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近 700

万元。

除了夏尔巴歌舞，走进陈塘的游客

都会尝尝用当地产的鸡爪谷酿造而成

的鸡爪谷酒。饮用前，酒会被倒入小木

罐做成的酒器中，再加入温开水放置一

段时间，配以竹吸管方得入口。夏尔巴

人的热情与温柔仿佛都揉碎在这一杯

酒里。2013 年，陈塘鸡爪谷酒的酿酒工

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59 岁的拉姆从小看着母亲酿制鸡

爪谷酒，传承了酿酒技艺。如今，她已

是陈塘鸡爪谷酒酿酒技艺的自治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每年，她不仅

能获得县里提供的传承人经费，还能通

过卖酒获得几千元收入。

随着定结县文旅产业的发展，拉姆

卖酒的收入逐年增加。她对鸡爪谷酒

的未来充满期待：“期待年轻一代通过

电商平台，突破地域限制，将鸡爪谷酒

带到更大的市场上。”

陈 塘 的 好 山 好 水 不 仅 孕 育 出 了

鸡 爪 谷 酒 ，还 孕 育 了 漫 山 遍 野 的 绿

竹 ，造就了西藏自 治 区 级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陈 塘 竹 编 技 艺 ”。 竹 丝

在 竹 编 技 艺 自 治 区 级 传 承 人 加 布 的

指 尖 飞 舞 ，顷 刻 间 便 成 为 一 件 精 美 的

作 品 。

15 岁 起 ，加 布 就 会 编 织 竹 篮 。 他

的 竹 编 产 品 曾 获 日 喀 则“ 十 大 最 具 市

场前景手工制品”称号。如今，加布创

立 了 定 结 县 陈 塘 镇 帕 布 竹 编 合 作 社 ，

还 带 起 了 学 徒 。 去 年 ，他 在 夏 尔 巴 文

化旅游节和日喀则市举办的珠峰文化

旅 游 节 上 ，靠 销 售 竹 编 作 品 收 入 6 万

余元。

加 布 说 ，文 旅 发 展 给 非 遗 带 来 了

机 遇 ，让 传 统 技 艺 焕 发 了 新 生 。 他 要

不 断 提 升 自 己 技 艺 水 平 ，让 非 遗 产 品

在广阔的文旅市场上越走越远。“我的

竹 编 要 飞 出 喜 马 拉 雅 群 山 ，飞 向 更 广

大的市场。”

非 遗 走 出 喜 马 拉 雅
经济日报记者 代 玲

本报拉萨7月14日讯（记者 杨小

娟）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

海洲参加所在党支部集中学习暨党

纪 学 习 教 育 专 题 学 习 研 讨 会 并 讲

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传达学习了王君正书记关于全区开

展党纪学习教育的讲话精神。会上，

支部党员代表作交流发言。

汪海洲要求，部机关各党支部要

按照党纪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持续

抓好党纪学习教育的学习贯彻，从中

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遵规守纪的核

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时刻用党规党纪

校正思想和行动，有效转化运用学习

教育成果。

汪 海 洲 强 调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 ，特 别 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办 公厅工作的重要论述重

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

治担当，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做好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树牢“一

盘棋”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

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把恪尽职

守、认真负责作为做好办公室工作的

重要原则，有效发挥办公室联系枢纽

和参谋助手作用；要牢固树立奉献精

神，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高度自觉把工作

干在实处；要严格遵守党的“六大纪

律”及宣传工作纪律，真正打造一支

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更好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区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汪海洲参加所在党支部党纪学习
教育专题学习研讨会时强调

持 续 抓 好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本报拉萨 7月 14 日讯（记者 李

梅英）7 月 10 日 ，自 治 区 政 协 党 组

2024 年第 10 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近 期 重 要 讲 话 、重 要

贺 电 和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传 达 学 习 自

治 区 党 委 有 关 部 署 要 求 ，研 究 贯 彻

落 实 工 作 ，调 度 安 排 政 协 下 半 年 党

建等工作。

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孟晓林主持，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白玛旺堆出席，自治区政协副

主席珠康·土登克珠列席。

会 议 指 出 ，要 深 入 学 习 领 会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不 断 在 深 学 细 悟 中 感 悟 思 想

伟力、在对标对表中锚定前进方向，

多献有用之策、多尽推动之力，以高

质量建言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要

始 终 坚 持 党 对 政 协 工 作 的 全 面 领

导，坚持“塑形”和“铸魂”相结合，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狠抓干部管理，积

极 推 动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成 果 转 化 落

实 ，将 纪 律 性 转 化 为 执 行 力 、生 产

力，有力有效服务政协履职尽责。

自治区政协党组2024年第 10次会议召开
孟晓林主持 白玛旺堆出席 珠康·土登克珠列席

自 2015 年医疗人才“组团式”

援藏工作开展以来，形成了“以省

包院、以院包科、组团帮扶、共同发

展”的新模式，累计选派 1800 多名

医疗专家，将精湛技术和先进管理

经验带到雪域高原，支持帮扶“1+

7+13”医院攻关技术难题、填补技

术空白，传帮带本地医疗团队和医

务人员，留下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医

疗队。

图为在昌都市察雅县藏医院，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援藏医生

（左）与藏医院医生结合中医与藏

医疗法，为患者进行诊治。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医”路援藏：

带来技术留下人才

本报日喀则 7 月 14 日电（记 者

旦增嘎瓦）今年，是江孜抗英保卫战

120 周年。值此之际，由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主办、日喀则市委宣传部承办

的“新时代西藏故事·名家讲坛”第四

场活动来到日喀则市江孜县宗山脚

下，开展了纪念江孜抗英斗争启示宣

讲活动。

7 月 10 日的宗山英雄广场，人潮

涌动。活动现场邀请了自治区党委

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曲宗、自治

区级基层宣讲员尼玛次仁、江孜县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玛次仁等，分别

担任主讲嘉宾和分享嘉宾，讲解在江

孜抗英斗争中，先烈们抗击侵略者、

维护国家主权的感人故事。

“看到江孜翻天覆地的变化，感

到很自豪。”今年 80 岁的米玛次仁，是

土生土长的江孜人。自 1963 年参加

工 作 以 来 ，先 后 担 任 江 孜 县 小 学 校

长、县文教局局长等职务。他见证了

江孜巨变，看到了西藏“短短几十年，

跨越上千年”的历史奇迹。“可歌可泣

的江孜抗英斗争是我童年的主要精

神食粮，激励着我循着英雄足迹，奋

发有为，为故乡的发展进步作出应有

的贡献。”

据了解，“新时代西藏故事·名家

讲坛”是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和西藏民主改革 65 周年，由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人民网联合主办推出的主

题宣讲活动。该活动已举办 4 场，后

续还将继续在阿里、山南、那曲、昌都

等地市举办。

“新时代西藏故事·名家讲坛”第四场暨纪念

江孜抗英斗争启示宣讲活动在日喀则举行

（上接第一版）

光 亮 的 地 板 、整 洁 的 床 铺 ，还 有

充足的供氧，车厢里，李瑜琪介绍：“我

们格拉段运行的客车全部采用全封闭

25T 型 客 车 车 体 ，车 体 不 仅 有 制 氧 供

氧设备，还设有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旅

客 在 列 车 上 产 生 的 生 活 垃 圾 在 收 集

后 ，会 由 清 运 车 、吸 污 车 清 理 转 运 。

同 时 ，沿 线 设 置 了 多 个 污 水 处 理 设 备

站 点 ，努 力 把 对 生 态 环 境 的 影 响 降 到

最低。”

监测数据显示，青藏铁路沿线野生

动物迁徙专用通道的使用率，从 2004 年

的 56.6％逐步上升，2011 年至今，迁徙专

用通道使用率一直保持在 100％。

青藏公路——
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禁止

鸣笛、巡护救助等措施
当 车 行 至 青 藏 公 路 109 国 道 301

路 段 ，记 者 遇 上 了 一 群 藏 羚 羊 准 备 穿

越公路。

20 多只藏羚羊穿过青藏铁路五北

大桥，朝着青藏公路走来。这群藏羚羊

先 是 三 三 两 两 排 成 一 条 长 队 ，缓 慢 前

行。突然，羊群开始加快速度，或从两

侧迂回、或径直前进。

十 几 分 钟 后 ，藏 羚 羊 群 顺 利 通 过

青 藏 公 路 。 这 期 间 ，在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管委会可可西里

管 理 处 五 道 梁 保 护 站 工 作 人 员 指 挥

下 ，全 部 来 往 车 辆 远 远 停 车 ，耐 心 等

候，在藏羚羊全部穿过公路走远后，才

重新启动。

整个过程，现场十分安静。

“最近正是藏羚羊迁徙高峰期，除

了开展常规巡护，就是为藏羚羊迁徙、

回迁‘护航’。”五道梁保护站副站长尕

玛英培介绍。

“ 我 们 统 筹 安 排 以 五 道 梁 保 护 站

为 主 的 力 量 ，各 基 层 保 护 站 在 辖 区 内

不 间 断 巡 护 ，一 旦 发 现 藏 羚 羊 要 穿 越

公 路 ，第 一 时 间 采 取 临 时 交 通 管 制 措

施，尽量减少对动物迁徙的干扰。”尕

玛 英 培 说 ，今 年 藏 羚 羊 迁 徙 比 往 年 早

10 天 左 右 ，预 计 到 7 月 底 、8 月 初 会 陆

续回迁。

在 藏 羚 羊 繁 衍 迁 徙 季 ，青 藏 公 路

上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禁止鸣笛、巡

护 救 助 等 措 施 ，让 迁 徙 的 藏 羚 羊 群 安

全通过。

此外，管理处工作人员还将全面监

测藏羚羊产仔期间的各项动态情况，对

迁徙时间、迁徙数量等进行统计。

“前些年，每到藏羚羊迁徙时节，一

些过往旅客出于好奇，会下车拍照，这

种行为会让生性机警的藏羚羊受到惊

吓，甚至一整天都不会穿过青藏公路。

我们去劝阻这些游客，有时还会发生争

执。”尕玛英培说，如今，这种情形基本

不再出现。

沿线保护站——
展开日常巡护，协助藏羚

羊顺利迁徙
烧一锅水，放进奶瓶，消毒后取出

沥干，再煮开牛奶、晾温装瓶……经过

一 系 列 程 序 ，管 护 员 才 文 多 杰 轻 声 呼

唤，3只藏羚羊跑了过来。

这 是索南达杰保护站工作人员才

文 多 杰 的 日 常 ，他 被 大 家 亲 切 地 称 为

藏羚羊的“奶爸”。“每年都会有走散的

小 藏 羚 羊 ，如 果 遇 到 ，我 们 都 会 带 回

来，喂养几个月后进行野化训练，等到

它们能彻底适应后，就放归大自然。”

说 起 藏 羚 羊 ，才 文 多 杰 的 语 气 格 外 温

柔，“这两天，站里的同事们大部分去了

被称为‘藏羚羊大产房’的 卓 乃 湖 ，还

有太阳湖，守护产仔的藏羚羊，剩下的

同 事 负 责 日 常 巡 护 ，协 助 藏 羚 羊 穿 越

青藏线。”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袤

而神秘。沿着青藏线，不冻泉保护站、

索南达杰保护站、沱沱河保护站、五道

梁保护站、库南保护站依次排列，守护

着野生动物的家园。每个月，五个保护

站工作人员至少要开展一次大规模巡

山，短则一周，长则十几天。

“进山前，要准备钢板、千斤顶、备

用轮胎、锅碗瓢盆、被子铺盖等；进山

后，手机有时候没信号，大家能听完所

有下载的歌曲，说完所有想说的话。”

才 文 多 杰 告 诉 记 者 ，5 个 保 护 站 共 50

多 人 ，平 均 年 龄 不 到 30 岁 ，这 里 的 日

子虽然单调，但看到藏羚羊、野牦牛、

藏狐在奔跑，“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

形容。”

除 了 保 护 站 ，还 有 一 些 牧 民 生 态

管 护 员 自 发 组 建 藏 羚 羊 保 护 协 会 ，一

路 远 远 跟 随 迁 徙 的 藏 羚 羊 ，将 它 们 送

过青藏线。

“保护站工作人员、过往的司机旅

客，大家互不认识，但在静静等候藏羚

羊穿过青藏线那一刻，都达成了默契。”

翻开手机相册，才文多杰说，大家更多

的是在远处默默注视，藏羚羊也很顺利

地穿过公路。

以前，只有察日错湖周边 5 个村及

109 国道沿线有通信信号覆盖，可可西

里其他区域均无网络覆盖。去年，卓乃

湖附近 5G 基站开通运行，保护站工作人

员通过“5G 远程视频巡检+现场值守”

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对藏羚羊的远程

实时监控。

如今，在多方努力下，可可西里的

藏羚羊种群从上世纪 90年代的不足 2万

只，增加到 7万余只。

走出索南达杰保护站，已是傍晚，

夕阳勾勒出远山的轮廓，一只只藏羚羊

正奔向远方。

（上接第一版）

优化管理模式，依托党支部，通过

群众公认、个人业绩、末位淘汰等办法，

改变原来“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状况；

与专业力量合作，由西藏高峰生态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统 一 育 种 、统 一 供

苗、统一饲料、统一养殖标准、统一收

购，解决养殖过程中缺苗、缺料、愁销等

后顾之忧。

一套“组合拳”下来，社区鲑鱼养殖

收益节节攀升。2022 年出售成品鲑鱼

6833.2 斤，收入 23 万余元，实现首次分

红；2023 年，出售成品鱼 9958.6 斤，收入

29.8万余元。

“鲑鱼养殖产业健康发展，有效提

振了大家参与集体经济的信心。”合作

社 专 干 旦 增 曲 珍 介 绍 ，亚 东 鲑 鱼 生 长

周期长，从鱼苗到成鱼，一般需要三年

半时间。目前，14 个鱼池按鱼苗大小

顺 次 投 放 ，实 现 了 每 年 都 有 成 品 鱼 出

售、每年都有新鱼苗投放的良性循环，

确 保 了 村 集 体 年 年 有 收 入 、社 员 年 年

有分红。

亚 东 县 森 林 资 源 丰 富 ，名 贵 树 木

多 ，仅 下 司 马 社 区 辖 内 森 林 面 积 就 达

14.7万余亩。

近年来，下司马社区干部、驻村工

作队围绕“扩绿、兴绿、护绿”，科学推进

国土绿化，适地适树、适时适法，确保种

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依托“林

长+护林员”模式，落实网格化蹲点值

守、靶向施策，严厉查处滥伐、盗伐行

为，推动形成部门联动、有效追责、层层

监管的涉林执法链条。

好生态带来了好“钱景”。普布旺

堆说，2022 年以来，下司马社区植树造

林创收 120 余万元。不仅如此，“绿色

银行”带来的丰富林下资源，也拓宽了

增收路径，让当地群众在生态保护中吃

上“生态饭”。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今年，

社区又会迎来一个‘资产运营稳步增、

绿树成荫鱼池满、共享发展幸福足’的

丰收年。”普布旺堆说。

（上接第一版）

丰厚的文化资源也成了西藏特

色农产品的名片，“波密天麻”“察隅

猕 猴 桃 ”“ 类 乌 齐 牦 牛 ”等 一 批 历 史

文化底蕴深厚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与

有 机 食 品 认 证 相 结 合 ，形 成 了 一 批

“地标+有机”双认证优质农产品，唱

响 我 区 农 产 品 地 理 标 志 品 牌 ，产 品

保 护 规 模 达 129.091 万 只（羽 、头），

划定农产品地理标志地域保护面积

达 49363.32 公 顷 ，年 产 量 93330.64

吨，经济效益显著，让农民和农产品

生产企业持续获得地理标志农产品

发展红利。

据悉，下一步，我区将加大标准

化生产推广力度，积极开发农产品地

理标志，持续延长产业链，做大做强

特色农产品品牌，进一步提升我区地

理标志农产品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

美誉度。

青 藏 线 上 的 生 态 守 护

做活“水产文章” 建起“绿色银行”

我区35个特色产品被农业农村部登记保护

本报拉萨 7 月 14 日讯（记者 鹿

丽娟）12 日上午，记者从 2024 环拉萨

自行车大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中

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自治区体育局、

拉 萨 市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拉 萨 市 体 育

局 、拉 萨 市 体 育 总 会 承 办 的 2024 环

拉萨自行车大赛将于 7 月 21 日在拉

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鸣枪开赛。

2024 环 拉 萨 自 行 车 大 赛 将 于 7

月 21 日 9 时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

中 心 南 门 鸣 枪 开 赛 ，终 点 设 在 布 达

拉宫脚下，总距离 72.1 公里，参赛规

模 为 500 人 。 本 次 大 赛 共 设 置 公 路

自 行 车 男 子 精 英 组 、女 子 精 英 组 ，

山 地 自 行 车 男 子 公 开 组 、女 子 公 开

组共 4 个组别。本次大赛报名热度

空 前 ，个 别 组 别 在 赛 事 上 线 当 天 报

名 人 数 已 满 。 为 进 一 步 扩 大 赛 事

规 模 ，本 届 赛 事 新 增 曲 水 站 、堆 龙

德 庆 站 系 列 赛 ，三 站 赛 事 规 模 共 计

1100 人 ，由 往 年 的 2 日 赛 升 级 为 3

日赛。

2024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于 21日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