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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7月 26日讯（记者 耿锐

仙）26 日，2024 年“数据要素×”大赛西

藏分赛在拉萨开幕。自治区副主席韦

秀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韦秀长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

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布局实施一批

数字化重点项目，数字西藏建设、数字

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韦秀长强调，要以此大赛为契机，

充分发挥高原优势内生动力，凝聚产

学研用协作合力，挖掘数据要素价值

潜力，激发行业实践发展活力，突破新

技术、升级新产业、培育新业态、推广

新模式，推动数据要素成为高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据悉，大赛由国家数据局、自治区

人民政府共同指导，自治区有关部门

和 拉 萨 市 联 合 承 办 ，共 设 置“ 数 据 要

素×”特色产业、文旅交通、公共服务、

科技创新四个赛道，将有 31 个项目参

赛团队角逐竞赛。

2024年“数据要素×”大赛西藏分赛开幕
韦秀长致辞

本报拉萨 7月 26日讯（记者 次仁

片多）26 日下午，自治区政协举办 2024

年第 7 期“政协讲堂”，邀请区外办党组

成员、副主任杨腊红，围绕如何学习贯

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要义，把握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不断

推动西藏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内容进行

专题辅导。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俞允贵出席。

杨腊红结合多年工作经验，深刻

阐释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

并紧密结合西藏实际，从推进高水平

对 外 开 放 以 及 当 前 和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西 藏 开 放 发 展 面 临 的 总 体 形 势 及 有

关 工 作 考 虑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深 入 细 致

的讲解。

与会人员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外

交思想，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核心要

义和实践要求，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认真履职尽责，为有序推进西藏高

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自治区政协举办 2024年第 7期“政协讲堂”
俞允贵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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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南市桑日县“大党委”成员

单位在桑日镇雪巴社区、奴卡社区居委

会开展“点亮‘微心愿’圆梦在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单位党组织、在职党员现

场梳理群众“微心愿”，结合职责职能接

单子、领任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图 为 党 员 干 部 在 认 领 群 众 的“ 微

心愿”。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摄

青藏高原上有位“树爸爸”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琼达卓嘎

7 月的雅鲁藏布江畔，暖风习习，

绿 意 盎 然 ，一 排 排 树 木 吐 露 着 生 机 。

穿过树林，来到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贡

嘎县贡嘎机场周边山体 2 号造林片区，

百余名工人正忙着栽种苗木，为高原

增添新绿。

“把这些苗木小心地搬到山上，再

小心地种下去，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爱护树木。”65 岁的边久又来给儿子

罗布“训话”了。“我们从今年 4月份开始

在这边种树，爸爸已经来了不下十次。”

罗布说，爸爸一辈子都在种树，格外珍

惜苗木。

1959 年，边久出生在山南市扎囊县

扎其乡罗堆村。40 多年前，年仅十来岁

的边久放羊时，在村边的山坡上种下了

5 棵柳树。“山上光秃秃的，太阳很毒，晒

得很。”那时的他，只想着在放羊的时候

有个乘凉的地方。

边久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从此与树

结了缘，从刚开始种几棵树到后来参与

雅鲁藏布江防沙治沙造林工程，再到成

立苗圃基地，边久因为种树出了名，在

当地赢得了“树爸爸”的美名。

如今，边久种下的树苗，在“世界屋

脊”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生态修复，为沙地穿上“绿装”

初见边久是在他的扎囊县苗圃基

地，他漫步在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上，指

着林子里那棵又粗又高的树说：“这棵

树是我 20年前种下的，刚种下时跟我差

不多高，现在都成参天大树了。”

扎囊县地处西藏中南部、雅鲁藏布

江中游。雅鲁藏布江流入山南境内，河

谷变宽，水流变缓。曾经，一到冬春季

节，河道裸露，大风一起，黄沙漫天，沿

江道路常被沙子封堵，临近的贡嘎机场

因为沙尘暴导致飞机延误的情况时有

发生。

谈起 20 世纪 80 年代的雅鲁藏布江

中游沿岸，边久感慨万千。“那时候，毫

不夸张地讲，早上出门，晚上门就被院

子里的沙堵住了，打不开。”边久回忆，

当时老百姓被风沙弄得苦不堪言，周围

农田也经常被沙子掩埋，收成一年比一

年少。

后来，山南市开始建设雅鲁藏布江

防护林。边久和 12 名村民组成了一支

施工队，他们靠着石匠、木匠的手艺和

一辆东风汽车，打井、挖渠、种苗圃，参

与造林工程。那段时间，他们早出晚

归，风雨无阻。

在高原种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

工作。这里气候恶劣、土地贫瘠、水源

匮乏，加上高海拔带来的缺氧和寒冷，

树木生长异常艰难。然而，边久并没有

被这些困难吓倒。

“在裸露的沙地里种树不容易，为

了让树存活下来，我们把家里的旧衣服

拿出来，小心地包裹在树根上，从几公

里外搬松软的土，铺在树根周围，防止

水分流失。”就这样，边久带领施工队不

懈坚持，成功地在雅鲁藏布江边种下了

第一批树苗。“在高原种树，种只是个开

始，后期工作量特别大，刚种上之后的

三四天很关键，如果没人浇水、没人管

理的话，树很难存活。”边久说，种树就

像养孩子，必须一直关注。

如今，山南市已成功构筑起雅鲁藏

布江中游河谷贡嘎至桑日段长 160 公

里、均宽 1.8 公里、面积约 50 万亩的“绿

色长城”，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人进

沙退”，年沙尘天气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60 余天降至目前的 7 天左右，有效改善

了两岸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

仅过去 5 年，山南市就累计实施植

树 造 林 50.53 万 亩 ，封 山 育 林 21.12 万

亩，森林抚育 32.92 万亩；实施水土保持

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15个，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451 平方公里，完成防沙治沙 76.8

万亩。

“生态得到了修复，也为子孙增添

了绿色。”边久自豪地说，当年种下的树

为沙地穿上了“绿装”，风沙天气也越来

越少了。

植绿生“金”，携手走上致富路

随着雅鲁藏布江防沙治沙造林工

程建设项目的实施，边久有了更多种树

的机会。在政府扶持下，2004 年，边久

带领村民整地、打井、修水渠，在家乡建

起首个个体苗圃基地。

“那片荒地能长出树？”苗圃基地

初建时，很多村民不看好边久这个冒

险的选择。“不怪他们疑惑，因为当时

这 块 地 全 是 砂 石 地 ，连 草 都 长 不 出

来。”边久回忆。

“之前种树主要是让树存活，现在

种苗木是为了培育更多适宜在这片荒

地生长的树木品种。”边久说，这也是他

成立苗圃基地的初心。

刚开始在基地种树时，有 30亩的地

要浇水，边久说：“每棵树种下去后最需

要的是水，但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正是

缺水。”由于苗圃基地离江边有一段距

离，加之条件落后，缺水时，边久每天要

开着拖拉机到江边运水十几趟。回忆

起那段经历，边久坚定地说：“就算在那

样的环境下，我都没想过放弃。”

为了选出适合高原地区生长的苗

木，文化水平不高的边久去青海、甘肃

寻访专家，带回来 100多种树苗后，又不

厌其烦地一个个试种，精心呵护。他

说，在这个基地一次种 100棵树苗，经过

一个冬天，一般只有 30棵左右能存活下

来。面对这仅有 30%的苗木成活率，边

久并不气馁。

如今，20 年过去了，边久的苗圃占

地 450 多亩，培育了松树、杨树、柳树等

70多种、200多万株树苗，种出的树苗有

适合园林绿化的，也有能防沙治沙的，

销往拉萨、日喀则、阿里等地。

基地现有固定员工 100 多人，季节

性员工 270 多人。他们不仅能挣工资，

还能学到育苗技术。“从前自己没一技

之长，四处务工。在边久这里，每年可

以免费接受种植技能培训，年底还可以

拿到不少分红。”罗堆村村民尼玛次仁

已在苗圃基地工作了 19年，把大部分时

间投入到这里的建设之中。

近年来，山南落实林业生态补偿政

策。如今，和边久、尼玛次仁一样，很多

群众通过植树造林吃上了“生态饭”，走

上了致富路。

科技助力，绿化事业后继有人

“轻轻一点，灌溉系统就启动了，想

什么时候浇水、浇多少，只要设定好就

行了。”罗布熟练地操作着。2015 年，他

辞职回家跟着父亲边久种起了树。作

为一名“90 后”，罗布思想开放，勇于创

新，注册了绿化公司，实行规范化管理，

在网上直播植树公益活动，苗圃产出的

树苗大幅增加，接手的绿化项目也越来

越多。

“我们从今年 4 月底开始承包了拉

萨南北山种树（贡嘎段）2 号片区，树苗

是从苗圃基地搬运过来的，都是驯化半

年多的树种，基本能适应这里的海拔和

气候，我觉得能种成功。”罗布信心满满

地说道，现在实现了规范育苗、科学种

树，不怕种不活。

从山坡上放眼望去，油松、祁连圆

柏等树种长势甚好，郁郁葱葱；更高处

的山坡上，矮灌木沙棘、砂生槐喝着“营

养液”，也在茁壮成长。种树前，罗布也

下足了功夫，公司通过遥感技术对当地

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进行深入分析，

筛选出适合在山上生长的树种和草种，

还通过安装智能节水灌溉设备，有效避

免了过度灌溉对土壤结构造成的破坏。

在边久植树造林的影响下，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进来。

1993 年出生的扎西班旦家乡在贡

嘎县吉雄镇刘琼村，刘琼村地处拉萨与

山南之间，地理位置优越。可是土地贫

瘠，没有产业项目，大多数青壮年都靠

外出务工补贴家用。每到风季，漫天的

黄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到处灰蒙蒙一

片。“栽树种树既能防风固沙，又能让村

里大片的荒地变为宝，也可以让群众在

家门口就业，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

创办苗圃基地的想法一直印在扎西班

旦的心上。

2017 年初夏，扎西班旦掏出自己全

部的积蓄，又从农业银行贷款 15 万元，

开始筹办苗圃基地，基地里种植杨树、

白柳、柳树等 4 种 10 万棵树苗；引进果

苗进行实验性种植，种植果苗 7万棵、枸

杞树 3 万棵、侧槐树 1 万棵，其他树种

1.5万棵，成活率达到 90%以上……

“种树是几代人的事情，绿化事业

后继有人了。”边久欣慰地说。

西藏自治区 2023 年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显示，西藏持续推进生态安全屏障

保护与建设规划修编，深入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冰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

建设，完成营造林 120万亩，修复治理退

化草原 614万亩。

（转载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

年 07月 16日第08版）

（紧接第一版） 班禅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在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进

一步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会好、

贯彻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加

强政治理论学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宗

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要开展好中国佛

教协会西藏分会换届工作，确保全区第

二届宗教工作会议圆满成功。要积极

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推动藏传佛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深化拓展“三

个意识”教育，引导僧尼增强自我教育

的意识和能力，为“四个创建”“四个走

在前列”贡献力量。要全面从严治教，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藏传佛教教义

教规作出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符合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7 月 18 日，在主持召开中国佛教协

会西藏分会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专题展

学习交流会时，班禅强调，要深刻认识

党和政府依法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

事务的正当性，坚决维护党中央在藏传

佛教活佛转世上的决定权，认真学习贯

彻《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坚决

反对分裂，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宗教和睦和社会和谐、藏传佛教正常秩

序贡献力量。

7 月 25 日，在主持召开中国佛教协

会西藏分会藏传佛教教风建设座谈会

时，班禅强调，要抓好日常学习，全面

提高僧尼的守戒意识。要抓好制度建

设，强化全面从严治教成果转化。要

抓好教风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教取

得实效。

6 月 28 日凌晨 5 时许，大昭寺桑烟

缭绕，酥油灯盏通明。藏传佛教迎请活

佛最高礼节的僧人“色彰”队，高举经

旗，早早列队等候在寺庙正门通往措钦

大殿通道的两侧。

5 时 30 分 ，班 禅 抵 达 大 昭 寺 。 顿

时，法号齐鸣、法锣合奏。伴着僧人浑

厚的诵经声，在手持香炉的高僧和吹唢

呐的僧人引导下，班禅来到大昭寺主

殿，逐一朝拜寺内各殿堂。班禅念诵经

文、虔诚祈祷，并向殿堂主供佛像敬献

哈达。

在大昭寺主殿内的释迦牟尼佛像

前，班禅庄重地面对佛像叩首礼拜。随

后，班禅手持哈达徐徐走到释迦牟尼佛

像前，双手合十祈福，敬献哈达。朝拜结

束后，班禅端坐在释迦牟尼佛像前的宝

座上，面朝佛像，念诵祈祷经文，祈福风

调雨顺、国运昌隆、世界安宁、众生安乐！

7 月 22 日，班禅在拉萨市当雄县康

玛寺开展佛事活动，该寺以宗教最高礼

节迎请班禅。班禅带领僧众诵经礼佛，

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自治区领导徐志涛、珠康·土登克

珠、萨龙·平拉参加相关活动。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佛协西藏分会
日常履职办公并在拉萨开展佛事活动

（上接第一版）

一直以来，我区广大职工始终坚

持 以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为 主

线 ，聚 焦“ 四 件 大 事 ”聚 力“ 四 个 创

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 匠 精 神 和 老 西 藏 精 神 、“ 两 路 ”精

神，立足岗位、埋头苦干，在平凡的岗

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展现了新

时代职工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的精神

风貌，展示出全区工人阶级团结奋斗

的 时 代 风 采 ，用 智 慧 和 汗 水 谱 写 了

“中国梦·劳动美”的崭新篇章，为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新 西 藏 作 出 了 重

要贡献。

据 悉 ，本 次 运 动 会 秉 持 简 约 、安

全、精彩的理念，共设 5 个竞赛项目、42

个小项，吸纳了秀兹、克朗球等西藏特

色运动。

（紧接第一版） 日前，正值第二届西藏

文化艺术节各项活动开展期间，自治

区 群 艺 馆（区 非 遗 保 护 中 心）党 委 书

记、副馆长敖超表示：“我们将认真学

习领会全会精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各项部署落实落地，进一步办好西藏

文化艺术节，加大高质量优秀文艺作

品创作、演出和推广的力度。要建立

健全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

体制机制，推动文艺创作走深走实，推

出更多贴近百姓、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的文化惠民服务、文艺精品创作，优化

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奋力推动

西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西藏自治区第四届职工运动会开幕

奋力推动西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紧接第一版） 更加注重整体谋划、

协同配套，坚持“一盘棋”思想，聚焦

“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统筹布

局 、系 统 推 进 ，发 挥 好 改 革 整 体 效 应

和最大效能，更好推动“四件大事”落

实落地。更加注重立足全局、服务大

局，立足西藏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

的 战 略 定 位 ，着 力 在 打 基 础 、利 长 远

上下功夫，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

位 的 政 治 任 务 ，用 严 格 的 制 度 、严 密

的 法 治 、务 实 的 举 措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

持 续 推 动 固 边 兴 边 富 民 行 动 向 纵 深

发 展 。 更 加 注 重 标 本 兼 治 、综 合 治

理，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完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

制 机 制 ，健 全 宗 教 事 务 治 理 体 系 ，持

续深化“三个意识”教育，推进藏传佛

教 中 国 化 ，不 断 增 进 各 族 群 众“ 五 个

认 同 ”，夯 实 共 同 团 结 奋 斗 的 思 想 基

础 。 更 加 注 重 改 善 民 生 、凝 聚 人 心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

“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深入

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持续增强各族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各族群

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引导各族群

众 听 党 话 、感 党 恩 、跟 党 走 。 更 加 注

重 依 法 治 藏 、依 法 改 革 ，坚 持 改 革 和

法治相统一相协调，充分发挥法治的

引 领 和 推 动 作 用 ，协 调 推 进 立 法 、执

法 、司 法 、守 法 各 环 节 改 革 ，一 体 推

进 法 治 西 藏 、法 治 政 府 、法 治 社 会 建

设 。 更 加 注 重 大 抓 基 层 、夯 实 基 础 ，

着 力 创 新 基 层 党 建 工 作 机 制 ，健 全

优 秀 人 才 脱 颖 而 出 的 工 作 机 制 ，推

进 改 进 作 风 、狠 抓 落 实 工 作 制 度 化 ，

努 力 锻 造 忠 诚 干 净 担 当 的 干 部 队

伍 ，以 实 际 行 动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新西藏。

本报拉萨 7月 26日讯（记者 袁海

霞 郑璐）为进一步丰富广大青少年暑

期生活，近日，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

地暑期兴趣班在拉萨开班。

据介绍，为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

特长，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结合教

学育人实际，开设了乐器类、书法类、体

育类、科技类、绘画类、心理健康类6大类

19个暑期兴趣班，能满足不同青少年的

个性化需求，所有兴趣班均免费教学。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西藏青少年

实践教育基地邀请了一批经验丰富、

专业素质高的教师授课。同时，西藏

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还重视兴趣班的

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合理安排课程

时间，为家长解决后顾之忧。

据了解，自招生公告发布以来，暑

期兴趣班报名火爆，西藏青少年实践

教育基地根据先报名先录取，优先考

虑城镇困难家庭子女、低保户子女、单

亲家庭子女等原则，目前已招收学员

300余名。

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暑期兴趣班开班
所有兴趣班均免费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