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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近

日，扎囊县农业农村局（县“三普办”）

组织开展扎囊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外业采样县级验收工作。邀请区、

市、县土壤专家对承担本县土壤采样

的成都市武测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

司的土壤普查表层样点外业调查采

样工作进行全面评价验收。

扎囊县土壤普查表层样点外业

调查采样工作由成都市武测地理信

息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在县“三普办”

的组织下，按照区、市、县要求，组织 6

个采样队，历时 4 个多月，全面完成

236 个点外业调查采样工作任务。验

收现场，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环境研究所相关专家听取了扎囊

县采样样品调查采集工作汇报，对业

内相关资料进行审阅审核，并与项目

组 成 员 进 行 咨 询 、交 流 。 经 专 家 组

评审，扎囊县土壤“三普”表层样点外

业调查采样工作已按照规范要求完

成所有样点调查采集，考评得分 93.46

分，验收结果为优秀，同意通过县级

验收。

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近

日，桑日县人民检察院党支部开展党

纪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暨桑日县廉

政警示教育展参观活动，全院在家党

员干警参加活动。

活 动 中 ，党 员 干 警 们 深 入 学 习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生活纪

律部分等内容，并围绕“生活纪律”开

展交流研讨。随后，前往桑日县纪委

参观“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廉政警

示教育展，现场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廉

政警示教育。党员干警们仔细参观

学习，纷纷表示要以案为鉴、举一反

三、警钟长鸣，进一步重视廉洁家风

建设，抵御不良风气侵蚀，争做遵规

守 纪 的 标 杆 ，切 实 增 强 拒 腐 防 变 能

力，以党纪学习教育成效推动检察事

业再上新台阶。

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近

日，曲松县青年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

育暨基层党务工作者培训班在山南

市委党校正式开班。

本次培训旨在引导青年党员干

部和基层党务工作者切实在“学懂”

中 筑 牢 信 仰 之 基 ，真 正 做 到 学 有 所

得、学有所获、学有所成，积极将党的

创新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实际

工作的具体思路和举措。据悉，此次

培训结合全县青年党员干部的特点

和需求，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新时

代党的治藏方略、党纪学习教育和基

层党务工作等重要课题精心设置专

题辅导、现场教学和分组研讨。各乡

（镇）、县直各单位、寺管会、派出所等

领域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者和社区

工作者共 56人参加培训。

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近

日，共青团措美县委员会举行 2024 年

“希望工程 1+1——幻方助学计划”助

学金发放仪式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

罪”主题宣传活动。此次“希望工程

1+1——幻方助学计划”项目共惠及

措美县 7 名一年级困难学生，资助款

共计 7000元。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 6 名受助

学生学校及 1 名学生家中介绍“希望

工程 1+1——幻方助学计划”项目的

背景、意义和实施情况，发放 2024 年

“希望工程 1+1——幻方助学计划”助

学金并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主题慰问宣传活动，并围绕“预防校

园暴力、防范电信诈骗”等内容进行

详细讲解，并向学生发放法治宣传品

和宣传册等资料。

桑日县人民检察院

开展廉政警示教育系列活动

扎囊县农业农村局

完成全国土壤普查外业采样县级验收工作

曲松县

开展青年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

共青团措美县委员会

发放“希望工程 1+1—幻方助学计划”助学金

连日来，措美县各驻村工作队队员协同村“两委”班子成员和专职网格员前

往放牧点、森林抚育项目施工点等地，开展汛期安全隐患排查及宣传工作，及时

化解风险、解决问题。

图为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摄

7 月 15 日，来自山南市乃东区的央

金，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老年医学科

顺利康复出院。临行前，央金和她的家

人将象征纯净、吉祥的白色哈达一一敬

献给科室的每一位医护人员，表达他们

最真挚的感谢与祝福。这不仅仅是一

场关于治疗与康复的故事，也是湘藏两

地人民深厚情谊的见证。

3 年前，央金开始间断性出现心悸

大汗的症状，这两年更是频繁发作，严

重影响了她的身体及生活。今年，在前

往当地医院就诊时，恰逢来自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肖迅医生在

这里援藏帮扶。经过检查后，肖迅医生

发现央金的症状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室

上性心律失常，需要尽快进行射频消融

手术。在肖迅医生的积极帮助和协调

下，家人陪同央金前往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进行诊治。

7 月 8 日 ，央 金 从 西 藏 山 南 跨 越

3000 多公里抵达湖南长沙，由湘雅二医

院 老 年 医 学 科 二 病 区（老 年 心 血 管 专

科）接治。湖南省作为山南市对口援藏

省，老年医学科主任张湘瑜教授深知这

次救治寄托了藏族患者的希望，不能辜

负了藏族同胞对医院的信任。为此，在

张湘瑜主任的组织下，老年心血管专科

联合心血管介入导管室的医护人员对

患 者 病 情 、治 疗 方 案 等 进 行 了 多 次 讨

论，并于 7 月 12 日为央金进行了射频消

融手术。

为帮助央金快速康复，老年心血管

专科团队根据央金的病情，定制了一套

全面而细致的康复方案，涵盖了药物治

疗 、伤 口 护 理 以 及 心 理 支 持 、饮 食 指

导。在老年心血管专科团队的精心治

疗和护理下，央金顺利康复出院。“援藏

医生的关心和湖南医院的特殊关照，让

我重拾健康，在异地他乡受到了家人般

的照顾，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央金由衷感叹。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老年医学科

始建于 1961 年，为国家临床重点建设专

科单位。秉承“担当重若山、技术硬如

钢”的医院文化理念，老年医学科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与医院使命，多次派遣医

疗专家跨越千山万水，深入西藏进行医

疗援助，让西藏人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

的医疗资源，也在无形中架起了湘藏人

民心与心沟通的桥梁，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医者大爱无疆的精神。

藏族患者在湘雅二医院接受射频消融手术—

千 里 求 医 湘 藏 情 深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图为央金和她的家人与医护人员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摄

雅鲁藏布江之畔，雅拉香布雪山

之麓，坐落着美丽乃东。乃东作为山

南 市 委 、市 政 府 所 在 地 ，是 山 南 市 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拉萨—山南”

一体化发展的副中心。全区平均海拔

3600 米，下辖 3 街道 1 镇 5 乡，56 个村

（社区），有藏、汉、回、门巴等 28 个民

族 11 万人生活在这里。西藏历史上

“第一块农田”“第一座宫殿”等诸多

“第一”皆诞生于此，素有“藏民族之

宗、藏文化之源”之称。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对 口 援 助 山 南 市

乃 东 区 30 年 来 ，使“ 英 雄 之 城 ”武 汉

与“ 藏 源 之 地 ”乃 东 连 接 成 血 脉 相

连 、心 心 相 印 的 命 运 共 同 体 。 武 汉

市 委 、市 政 府 始 终 站 在 党 和 国 家 战

略 全 局 的 高 度 ，怀 着 对 乃 东 各 族 干

部 群 众 的 深 厚 感 情 ，不 断 向 乃 东 输

送 新 观 念 、新 知 识 、新 技 术 ，两 地 各

族 干 部 群 众 越 走 越 近 、越 走 越 亲 ，在

长 期 的 沟 通 合 作 、文 化 交 流 中 守 望

相 助 、携 手 共 进 ，结 下 深 厚 情 谊 、取

得累累硕果。

心手相牵 办好改善民
生“暖心事”

30 年来，两地坚持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牢把握“共同

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主题，组织

交往交流 69 批、1500 余人次，在武汉与

乃东之间形成一条割不断的民族大团

结纽带。

武 汉 援 藏 工 作 队 始 终 坚 持 把 改

善 民 生 、凝 聚 人 心 作 为 援 藏 工 作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加 大 项 目 资 金 向

民 生 领 域 倾 斜 力 度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武 汉 市 27 名 教 育 专 家 赴 乃 东 援

藏，建立“武汉乃东智库”，全面推广

“ 武 汉 教 育 云 平 台 ”；武 汉 光 谷 汤 逊

湖学校、洪山中学以“盟校联盟”“一

对 一 ”结 对 帮 扶 形 式 支 援 乃 东 ，辐 射

带 动 乃 东 教 育 质 量 整 体 提 升 ；中 南

民 族 大 学 、武 汉 西 藏 中 学 、汉 铁 初 级

中 学 充 分 发 挥 人 才 、机 制 、经 验 等 方

面 资 源 共 享 、合 作 共 赢 的 优 势 ，推 动

“江城乃东一家亲”。

2016 年，武汉市对口援建乃东区

人 民 医 院 。 武 汉 金 银 潭 医 院 援 助 全

新麻醉机等医疗设备；援藏医疗专家

填补高龄产妇剖宫产、乳腺手术和甲

状腺包块手术三项技术空白，助力乃

东 区 人 民 医 院 成 功 创 建“ 二 级 乙 等 ”

医 院 。 通 过 建 立 健 全 常 态 化 远 程 会

诊 机 制 ，鄂 藏“5G 远 程 医 疗 系 统 ”多

次 完 成 线 上 会 诊 治 疗 。 乃 东 各 族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就 可 享 受 到 武 汉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 医 疗 专 家 还 以 热 忱 之 心 做

好“传、帮、带”，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

疗队伍。

大力推进“鄂藏情”武汉组团式市

场化就业援藏中心建设，与武汉商学

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就业援藏

服务中心，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实

现就业。为了让阅读之光照亮少年的

未来，成立乃东武汉援藏少年儿童图

书馆，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优质品牌

项目。

优势互补 拓宽互促共
融“连心桥”

30 年来，武汉市全力支援乃东经

济社会发展，实现由干部援藏向智力

援藏、项目援藏向产业援藏、单项对口

支援向加强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三

个转变”，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

的援藏模式。

——宏农藏鸡、清匠制氧等一批

优质企业成为区域龙头企业；

——扎西曲登旅游民宿项目成为

山南文旅融合典范；

——“藏药谷”产业片区发展势头

良好；

——雅莹酿酒葡萄种植项目建成

投产；

——“乃东—武汉飞地经济产业

园”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第 43 届物交会直播带动农特

产品线上销售 1307.83万元；

——东风汽车商城项目助力山南

市建成区域性汽车商贸中心；

——“雅江 1 号”智算中心项目正

落地乃东；

——乃东区政府办公大楼、乃东

中学“文成楼”等一批标志性设施已成

为鄂藏两地人民友谊的历史见证；

……

在武汉的大力支持下，乃东正一

步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探

索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发展之路。

同气连枝 凝聚团结奋
斗“向心力”

30年来，武汉援藏干部人才视乃东

为第二故乡，视乃东人民为亲人，继承和

发扬“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

神，克服高寒缺氧，不畏艰难困苦，勤恳

敬业，无私奉献，苦干实干，助力乃东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批又一批武汉援藏工作队接续

巩固边防、守土固边的基础设施建设，

有力助推“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

建设者”战略实施；援藏干部用实际行

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他们巡查

河流湖泊，实施生态保护项目，推动绿

色产业发展，传授环保知识，倡导绿色

生活方式，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2023 年，武汉市第十批援藏工作

队，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推出

具有西藏特色的音乐思政大讲堂，用

“音乐视频+理论思想”的方式，将党的

创新理论成果传递给西藏各族干部群

众，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厚植爱国情怀、

涵养进取品格，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

长志气、强骨气、厚底气。

滚滚江水，见证着雪域高原的沧

桑巨变；巍巍群山，镌刻着援藏干部人

才的无悔誓言。武汉援藏历程犹如一

幅细腻的画卷，历经三十载的洗礼，绽

放出绚烂的光彩。从慷慨援助，到多

元合作，无不凝结着武汉、乃东人民的

心血与智慧。未来，这画卷将愈发绚

丽多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光添彩。

以奋进之姿共绘民族团结之花
—湖北省武汉市对口支援山南市乃东区30年综述

本报记者 汪纯 本报通讯员 陈晓西

乃东城区俯瞰图。 本报通讯员 陈晓西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