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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正与王晓萍一行座谈
严金海参加

上半年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实效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9%

本报拉萨8月8日讯（记者 张尚华 刘文涛）8日，自

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拉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党组书记、部长王晓萍一行座谈。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严金海参加座谈。

王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王晓萍一行来藏

调研表示欢迎，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长期以来给

予西藏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

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做好西藏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

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开拓进取、努力奋斗，持之

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

成绩。

王君正指出，长期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把支持西藏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统筹谋划、扎

实推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作出了积极贡

献。希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西藏工作，在进一步健全西藏社会保障体系、完善

高校毕业生就业机制等方面给予指导帮助，在提高居

民收入、强化就业政策引导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对

策建议，完善就业援藏体制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以人社事业发展新成效促进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

展新成果。

王晓萍介绍了考察调研的有关情况。她说，此次

赴藏调研，深刻感受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坚持不懈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良好成效。西藏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民

生工作，把就业作为治边稳藏的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

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西藏人社工

作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优化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

好经验好做法值得肯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紧

密结合西藏实际，持续深化部区合作，在促进就业创

业、人才政策服务、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更好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结束后，王晓萍、严金海分别代表双方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自治区领导龚会才、旦巴参加。

本报拉萨8月 8日讯（记者 潘璐）

8 日上午，献礼全国对口支援西藏三

十周年电影《雪域使命》新闻发布会

暨开机仪式在拉萨举行。

该片以援藏干部人才、在藏干部的

典型事例为素材，主要讲述了援藏干部

蒲地柏与袁建等人在西藏“打通老鹰

嘴”的一系列故事，汲取了安徽援藏教

师章永忠、湖北援藏干部朱少华、黑龙

江援藏干部集体捐献眼角膜壮举、福建

援藏医生谢伟英等来自全国各省市援

藏干部人才感人事迹中的元素，通过影

视艺术的形式，真实再现援藏干部人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履行政治

责任，扎实推动援藏工作的艰辛历程，

全景展现对口援藏政策给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深远影

响。影片同时还呈现西藏壮丽的自然

风光和独特的民族文化。

据了解，该片由合肥丰润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和西藏徽煌影业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 6000万元联合打造出品。主

演姚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在

剧中扮演的是县委书记蒲地柏，这个

角色是响应国家号召，心怀援藏使命

来到西藏山南的援藏干部。希望我们

的表演能够还原当年的场景和故事，

带领观众了解 20年前援藏干部们建设

西藏、发展西藏的真实故事，激励更多

年轻人奔赴边疆、建设基层，投身到援

助西藏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据悉，该影片将于 2024 年底完成

所有后期制作，预计明年 8月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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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乃东8月 8日电（记者 汪纯）

8 月 7 日，山南市乃东区多个乡受灾群

众获政策性农业保险赔款 47.83万元、

乡村振兴保险赔款 100 万元。这些保

险赔款将及时有效助力受灾群众渡

过难关、恢复生产。

据了解，7 月 15 日，乃东区颇章

乡、亚堆乡、多颇章乡部分地区遭遇

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农牧民住房、

种植业、养殖业等不同程度受损。灾

情发生后，乃东区委、区政府组织中

国人保财险山南分公司、相关行业部

门以及受灾各乡党委、政府，奔赴受

灾一线，完成对住房、种植业、养殖业

的核损、理算工作，为精准赔付打下

数据基础。

赔付现场，乃东区颇章乡达当村

村民巴桑说，自然灾害发生后，区委、

政府第一时间采取应急措施，让村民

的损失降到最低，今天又拿到了相应

的保险赔款，非常感谢政府提供的好

政策。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今年 5 月印

制的《西藏自治区农牧民享受财政补

助优惠政策明白卡（2024 年版）》中了

解 到 ，凡 在 我 区 从 事 农 牧 业 生 产 经

营，且有意愿投保的农牧户和农牧业

生 产 经 营 组 织（包 括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农业企业以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均可参加农业保险，并按规定

比例享受保费补贴。例如，青稞保费

7.6 元/亩，农户自缴保费 0.304 元/亩，

赔款 380 元/亩；牦牛保费 150 元/头，

农户自缴保费 6 元/头，赔款 5000 元/

头；农牧民住房保费 140 元/栋，农户

自 缴 保 费 5.6 元/栋 ，赔 款 14000 元/

栋；大棚蔬菜保费 120 元/亩，农户自

缴保费 4.8元/亩，赔款 2000元/亩。

中国人保财险山南分公司负责

人表示，后续工作中，公司将继续完

善和优化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大

扶持力度，提高保险保障水平，让广

大农牧民群众在农业生产中更有底

气，更能安心发展。

本报拉萨8月 8日讯（记者 王超）近日，记者

从区生态环境厅获悉，2024 年以来，我区强化统

筹部署，突出工作重点，狠抓工作落实，上半年全

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据 了 解 ，截 至 目 前 ，我 区 生 态 文 明 高 地 建

设 14 个 项 目 已 全 部 开 工 ，落 实 投 资 76 亿 元 。

命名第三批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2203

个，启动第四批自治区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

七 地 市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96.9%，主 要 江

河 湖 泊 水 质 达 到 或 优 于 Ⅲ 类 水 体 比 例 100%，

土壤环境总体稳定，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良好。

据 介 绍 ，2024 年 ，我 区 积 极 争 取 中 央 水 污

染 防 治 资 金 3.6 亿 元 ，主 要 支 持 拉 萨 河 、年 楚

河、澜沧江、怒江等重点河湖流域水生态修复

和 水 污 染 防 治 项 目 ，生 态 修 复 面 积 达 242.5 万

平方米；开展“绿盾”强化监督工作，2024 年度

14 个问题整改销号，累计整治自然保护地内违

法违规问题 142 个；完成 20 个图斑、254 个生态

遥感监测线索核查，启动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

效 评 估 ；累 计 查 处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50 件 、罚 款

857 万元。

援藏题材电影《雪域使命》开机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时助力灾后恢复重建

山南市乃东区受灾群众获保险理赔近 1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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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标语口号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建 设 ！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

出重大部署。

漫步昌都市老城区，就有这样一条文化氛围

浓郁、文旅深度融合的老街道，古朴的石板路，一

栋栋藏式居民楼鳞次栉比，仿佛在向人们诉说历

史的荣光，这里就是昌都市人尽皆知的昌庆街。

“道路宽不及两米，窄的地方甚至仅容一人

通过”，这是老居民对昌庆街建设前街道旧貌的

评价。

1998年，昌庆街始建，历时两年，正式建成。

昌庆街位于昌都市城区中心，占地 2.95 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 4.31 万平方米，全长 200 米，是一

个集汉藏建筑造型于一体、融古今建筑风格于一

身的特色建筑群。这里集居住、商业、旅游三大

功能于一体，生活着汉、藏、回等多个民族群众，

它的建设史，是昌都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一

个缩影。2002 年，昌庆街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

例奖”。

昌庆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向巴拉姆，在这里工

作生活了 26 年。她见过了这条街“落魄”的前身，

更见证了它繁荣的当下。

“一毕业我就在昌庆街社区工作，昌庆街刚

建成便一跃成为当时昌都最火的街区，街道上各

类基础设施应有尽有，更是吸引了很多单位来这

边开展宣传活动。”向巴拉姆说。

今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古文化街考

察时指出，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使其

在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异彩。

为了让老街保持吸引力，2018 年，卡若区投

资 111.87万元，开始对昌庆街的又一次提升改造。

（下转第二版）

茫茫草原一望无际，数百公里渺无

人烟，这是罗布玉杰管护站管护员扎西

罗布工作的地方——西藏自治区那曲

市尼玛县的羌塘草原无人区。

没有信号，没有电力，扎西罗布耳

畔只有高原凛冽的风声。站在一处山

头，扎西罗布指着远远的山峰说：“绕过

这个山，就到我们在无人区里最近的管

护站了。”

一 座 山 就 是 一 个 多 小 时 的 车 程 。

哪怕最近的管护站，都要绕过两三座这

样的山峰。无人区里没有路，有的都是

之前管护员们留下的车辙印。车子在

不断颠簸中前进，扎西罗布和同伴们早

已习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

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

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

密集分布区，栖息着众多野生保护动物

种群。

自 2015 年 起 ，西 藏 在 羌 塘 建 立 73

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 780 名野

生动物专业管护员，扎西罗布就是其中

一名。

“有早上 9 点出发，到晚上八九点多

才能回到管护站。”他说。如果碰上了

管护站安排的“大巡”，工作人员需要深

入无人区内部，开展 20 多天的深入巡

护。这对在无人区工作已久的扎西罗

布也是很大的挑战——喝水需要凿寒

冰、取河水，吃饭需要自己找燃料点火，

睡觉则都是自己搭建帐篷，走到哪里住

在哪里……

巡护路上，野生动物是管护员们最

好的“伴侣”。成群结队的藏野驴悠闲

觅食，三三两两的藏羚羊时不时地抬起

头看着偶尔路过的车辆。“现在，咱们保

护区的动物不怎么怕人。”扎西罗布自

豪地说。

（下转第二版）

那曲市尼玛县管护员扎西罗布：

“ 我 们 都 是 罗 布 玉 杰 ”
人民日报记者 徐驭尧 琼达卓嘎

今年 8 月 8 日是我国第 16

个“全民健身日”，我区各地举

办全民健身操、广场舞等丰富

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引导群

众积极参与运动，享受运动带

来的快乐。8月 8日至 10日，我

区还将举行响箭、打牛角、押

加、冰壶、攀岩等具有高原特色

的全民健身体验活动。

图 为 2024 年“ 全 民 健 身

日”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西

藏·拉萨）暨西藏自治区全民

健身日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全民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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