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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藏西高原的“红柳花”
—记国网阿里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

本报记者 温凯 永青 本报通讯员 阿旺朗杰

“情满高原 中国剧协梅花奖

艺术团拉萨慰问演出”展演
赖蛟王峻徐志涛卓嘎观看演出

“红柳花”是一种生长在阿里的特

有植物，它身处雪域之巅，坚韧挺拔，拥

有顽强的生命力。

在阿里，有一支以“阿里红柳花”命

名的国家电网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们

扎根高原，投身于光明事业，坚守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从 2018 年成

立至今，从几名队员发展壮大到成员达

97人、覆盖整个地区，他们在多年的电力

服务中，用实际行动温暖边疆群众的心，

架起了党和边疆群众的“连心桥”。

做群众身边的“暖心人”

“你好，我家里没电了，可以帮忙检

查一下吗？”狮泉河镇康乐新居居民尼

玛打来电话。

冬日的阿里，气温最低可以达到零

下 30 度。2024 年 1 月的一个清晨，天色

微亮，一通电话铃声开启了服务队忙碌

的一天。

队长赵猛虎接到电话后，立即通知

供电抢修服务分队队员集合，十分钟

后，这支年轻的队伍已经穿梭在狮泉河

镇的街头巷尾。

电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保

障，是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基

础，这样的抢修服务对赵猛虎和队员们

来说是家常便饭。

说起抢修路上那些事儿，最让赵猛

虎难忘的还是 2021 年 2 月的那次出任

务，也是在冬季最寒冷的时候。在得知

札达县 35 千伏萨让变电站 10 千伏 141

线路出现故障跳闸后，“阿里红柳花”共

产党员服务队从狮泉河镇出发，历经 7

个多小时车程，找到故障并及时排除，成

功恢复供电。返程途中，车辆抛锚，他们

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里徒步翻山数小

时，凌晨时分才安全抵达札达县城。

寒来暑往、四季变迁，尽管抢修的

路上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

只要群众一个电话，服务队都会耐心地

讲解，提供周到的服务。据不完全统

计，近年来，“阿里红柳花”共产党员服

务队为各类电力用户开展供电抢修服

务 1000余次，并上门开展用电安全检查

3000余次。

做企业用电的“贴心人”

电力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动力源泉。

2024年 2月 23日，春节假期后一上班，西

藏国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阿里分公

司负责人琼达就为企业复工复产用电问

题犯了愁，而打给“阿里红柳花”共产党员

服务队的一通电话解决了他的烦心事。

“真的要感谢你们啊！不仅上门服

务帮我们解决困难，还介绍了最新政

策，为企业减负，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帮

扶啊！”琼达握着“阿里红柳花”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员的手，充满感激地说。

多年来，“阿里红柳花”共产党员服

务队始终把企业用电放在心上，做企业

安全用电的“贴心人”，通过“管家式”的

供电服务，主动上门对接企业用户，提前

了解企业生产用电情况，并现场诊断企

业用电质量，帮助他们解决用电难题，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为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截至目前，“阿里红柳花”共产党员

服务队累计无偿服务 4000余家企业，为

大小企业上门宣传用电安全知识 2000

余次，为企业解决用电问题 1000 余次，

介绍最新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执行标

准及助力高原特色产业降低用电成本

等相关政策 800余次。

做公益事业的“志愿者”

“阿姨，你们以后还会来吗？”2024

年 3 月，“阿里红柳花”共产党员服务队

来到阿里地区孔繁森小学开展安全用

电宣讲活动，帮助同学们了解安全用电

知识和自救方法，充满趣味的活动受到

了同学们的欢迎。离别时，三年级四班

学生多吉扎西问道。

在校园，服务队和孩子一起作画、

拼图，了解他们的学习状态，陪伴他们

一同成长；在福利院，服务队为孤寡老

人洗衣物、整理床铺、打扫卫生，关心他

们的生活起居；在社区，服务队与结对

帮扶对象心贴心交流，了解大家的家

庭、畜牧生产等情况，为他们增加家庭

收入出谋划策。

自成立以来，“阿里红柳花”共产党

员服务队累计进入校园、福利院、社区

等地开展安全用电宣讲 2000余次、志愿

服务活动 600 余次，累计出动 3700 余人

次，在阿里大地上行程 6 万余公里。多

年来，他们坚持着眼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展民族团结

活 动 100 余 次 ，投 入 志 愿 服 务 1000 人

次、帮扶贫困户 1000 余户，500 余名党

员干部职工与驻村点困难户结对认亲，

捐 款 捐 物 累 计 20 余 万 元 ，义 务 植 树

10000 余棵，在藏西大地留下了一个个

志愿服务暖人心的动人故事。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拉萨 8月 22日讯（记者 索朗

琼珠）21日，2024年“送欢乐 下基层”学

雷锋文艺志愿服务“情满高原 中国剧

协梅花奖艺术团拉萨慰问演出”在西

藏大剧院展演。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

蛟 ，自 治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党 组 副 书 记 、

副 主 任 王 峻 ，自 治 区 副 主 席 、区 党 委

统战部副部长徐志涛，自治区政协副

主席卓嘎，自治区离退休省级领导巴

桑、向巴嘎登、嘎玛、阿登一同观看慰

问演出。

据悉，此次慰问演出是在对口支

援西藏 30 周年之际，由中国文联、中国

剧协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共同举办。

旨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为目标，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文联组织

的“两个优势”，不断深化创新工作方

式，健全完善协作机制，扎实推进文艺

援藏工作，合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文艺援藏活动，包括慰问演

出、创作扶持、调研座谈等内容。

为了让慰问演出取得最佳的活动

效果，主办方认真筹备、精心策划，邀

请了 10 余位德艺双馨、享有盛誉的戏

剧艺术家及优秀青年戏剧演员参演，

他们用精湛的技艺、细腻的表演为部

队官兵、干部群众演绎戏剧艺术精粹，

展现传统文化之美。

本报拉萨 8月 22日讯（记者 王雨

霏）22 日上午，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

召开，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自治

区政协党组副书记斯朗尼玛作宣讲报

告，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主持，自治区

政协副主席珠康·土登克珠出席。

斯朗尼玛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 会 是 在 以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全 面 推 进

强 国 建 设 、民 族 复 兴 伟 业 的 关 键 时

期 召 开 的 一 次 十 分 重 要 的 会 议 。 全

区 各 领 域 党 外 代 表 人 士 要 深 刻 领 会

全会的重大意义，把握核心要义和精

神 实 质 ，切 实 凝 聚 共 识 ，统 一 思 想 行

动，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的方向奋勇奋进，为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

献智慧力量。

斯朗尼玛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自治区党委十届

六次全会精神，要把握历史方位、增强

历史自信，始终在政治上同心，坚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立场上同德，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牢

固树立“三个意识”；在目标上同向，坚

决 服 务 中 心 大 局 、积 极 投 身“ 四 个 创

建”；在工作上同行，坚决站稳人民立

场 、时 刻 不 忘 合 作 初 心 ，携 手 砥 砺 前

行、共同团结奋斗，维护稳定显担当，

推动高质量发展挑重担，发挥代表人

士作用当典范，形成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西藏篇章的强大合力。

斯朗尼玛在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强调

全 面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智慧力量

徐志涛主持 珠康·土登克珠出席

本报拉萨8月22日讯（记者 潘璐）

22 日上午，自治区副主席罗梅赴自治

区科技厅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

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就贯彻落

实好会议精神作安排部署。

罗梅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会议，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把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区党委十届六

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大政治任务，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研究制定好学习相关举措；要注重结合

贯通，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和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

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贯通起来，

结合我区科技工作实际，坚持“四个面

向”，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

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构建多元化科技投

入体系，深化人才发展和有序流动体制

机制改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西藏贡献科技力量。

区科技厅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和 区 党 委 十 届 六 次 全 会 精 神 宣 讲 报 告 会

罗梅出席并宣讲

本报日喀则 8月 22日电（记者 扎

西顿珠）8 月 19 日，位于贡觉林卡内的

桑珠孜区党群服务 V 站正式揭牌，成为

日喀则市首个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党群

服务 V 站。

桑珠孜区党群服务 V 站于今年 8

月 份 建 成 ，是 一 间 集 日 间 照 料 、咨 询

服 务 、休 闲 阅 读 、驻 足 休 息 、政 策 宣

传、淋浴洗漱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便

民服务站。

据介绍，桑珠孜区委始终高度重

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把建设党

群服务 V 站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

重要抓手，聚焦生活便民、文化惠民、

政策为民、科技助民，致力于把党群服

务 V 站打造成为服务群众的“歇脚点”，

社会工作者和网格员的“休息点”，流

动党员的“报到点”，志愿者的“服务

点”，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联络点”，

切实以小“V”站凝聚“大能量”。

日喀则市首个党群服务 V 站投入使用

本报昌都8月22日电（记者 万慧）8

月 21 日下午，重庆首部援藏题材电影

《藏地心迹》新闻发布会暨开机仪式在

昌都市高藏大酒店举行。

据悉，电影《藏地心迹》是根据重庆

知名作家周鹏程同名长篇报告文学《藏

地心迹》改编，选取重庆援藏人物为原

型，讲述他们在昌都工作和生活的真实

感人故事，作品于 2019 年获重庆市第十

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21 年获第九届重庆文学奖。电影剧

本先后获得重庆市委宣传部电影剧本

扶垚计划资助、重庆市文联资助、中国

文联资助。影片预计 2025 年上半年与

观众见面。

出品人周鹏程在致辞中表示，《藏

地心迹》这部电影的筹备，凝聚了无数

人的心血和期望，希望通过这部作品，

真实地展现援藏工作者的奉献精神，让

更多的人了解援藏事业的伟大意义，并

向国家援藏战略致敬、向广大援藏干部

致敬。

导演张新说：“电影《藏地心迹》是

我 们 对 西 藏 这 片 土 地 的 一 次 深 情 告

白 。 我 们 希 望 通 过 这 部 电 影 ，让 观 众

感受到藏族人民的坚韧和援藏干部的

奉献，感受到民族团结的力量，感受到

国 家 发 展 的 脚 步 。 我 们 更 希 望 ，这 部

电 影 能 够 成 为 一 座 桥 梁 ，连 接 不 同 民

族 、不 同 文 化 的 人

们，让他们在共同的

理解和尊重中，携手

前 行 ，共 创 美 好 未

来。”

本报拉萨 8 月 22 日讯（记者 郑

璐 袁海霞）近日，由自治区党委组织

部编写、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格

桑花开——援藏干部讲故事》一书已

公开出版发行。

据介绍，书中收录了 100 余篇文

章 ，多 为 情 感 真 实 、事 件 真 实 、人 物

真 实 的 散 文 随 笔 和 富 有 激 情 的 诗

歌，内容大致分为援藏心路历程、援

藏 者 与 本 地 干 部 群 众 的 诚 挚 友 谊 、

援 藏 干 部 眼 中 的 大 美 西 藏 三 种 类

型，书中的每一章节，讲述了援藏干

部 在 雪 域 高 原 上

的坚守与奉献，那

些 欢 笑 与 泪 水 交

织的瞬间，以及他

们 在 挑 战 与 机 遇

中成长与蜕变的奇迹。这些作品在

记 录 援 藏 干 部 个 人 成 长 轨 迹 的 同

时，也展现了援藏工作的发展历程。

30 年来，诸多优秀的援藏干部，

积 极 响 应 党 中 央 号 召 ，奔 赴 雪 域 高

原、矢志奉献边疆，全方位助力西藏

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他们用青

春和热血书写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

的深情。他们的故事，或感人至深，

或催人奋进，或发人深省，如镌刻的

时代丰碑，成为中华大地上最为宝贵

的财富。

《格 桑 花 开 —— 援 藏 干 部 讲 故

事》一书的出版发行，有利于西藏各

族群众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推动全国支援西藏工作向纵深发展。

重庆首部援藏题材电影《藏地心迹》开机 《格桑花开——援藏干部讲故事》出版发行

缘藏30载
真 情 暖 高 原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林

芝 米 林 市 立 足 资 源 禀 赋 ，瞄 准 市 场 需

求，利用当地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

贝母种植，为当地产业发展打开了新路

子，使贝母种植真正成为促进群众增收

的“良方”，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米林市帮仲贝母种植基地的

员工在检查贝母长势。

本报记者 次仁平措 摄

（上接第一版）

30年来，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干部人才援藏选派数量、政策、结

构、方式、体制也不断优化。从第一批

622 名逐步增加到第十批 2117 名，增长

了 341%。前七批采取个人报名、组织部

门优中选优、中央主管部门审定同意的

方式选派，到第八批援藏开始实行平级

择优选派。从主要选派党政干部发展

为选派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相结合，人员性别、学历、

年龄、专业结构更加合理。逐步形成了

三年援藏和短期援藏、计划内援藏和计

划外援藏等方式相结合的选派格局，建

立了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

总、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

三十年来近1.2万名干部人才进藏支援西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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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的羌塘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

群。在这最美的季节，西藏那曲市迎

来了一年一度的草原盛会——恰青赛

马节。

在今年的赛马节上，来自那曲各区

县的牧民和商户聚在一起，观看赛马、

开展物资交流。牧民们告诉记者，当地

赛马传统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古代藏族

英雄格萨尔王时期。

除传统马术表演、竞技赛马以外，

如今的赛马节已成为一场集优秀文化

展演、特色产品展销、魅力“虫草王”评

选、招商引资洽谈、旅游资源推介等于

一体的盛会。

在赛马场外，那曲市色尼区香茂乡

哈多村民族手工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的摊位上摆放着挎包、“乌尔朵”（投石

器）等牧民传统手工产品，前来购买的

顾客络绎不绝。该合作社 2017 年成立

后，组织香茂乡妇女编织手工产品。目

前，7 名社员每月可分别拿到 1500 元的

工资。为参加这次赛马节，他们提前 9

天来到现场准备。摊主说：“这些产品

很有那曲牧区特色，外来游客十分喜

爱，每天销售额能达到 3000多元。”

草 原 上 搭 起 一 顶 顶 白 色 帐 篷 ，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处大帐篷内，展

柜上摆放着各种包装精美的奶制品。

那曲市色尼区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打

造了嘎尔德生态畜牧产业示范基地，

发展畜牧产业。基地从当地牧民手中

收购新鲜牦牛奶，做成酸奶、酥油、冰

淇淋等产品销往各地。基地负责人明

塔加说，他们在赛马节上设置了两个

摊位出售奶制品，每天销售额达 10000

元以上。

那 曲 市 盛 产 的 冬 虫 夏 草 闻 名 遐

迩。这次赛马节上，那曲市还邀请各大

虫草商和牧民，举办了“虫草王”评选和

竞拍活动。据工作人员介绍，共有 40多

户商户参加了活动。

在今年赛马节期间，那曲市还举办

了招商引资推介会暨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签约现场，14 项投资协议成功签

订，项目涵盖清洁能源、服务业、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等门类，投资协议总额达

80.33亿元。

如今，绵延千年的赛马活动领跑那

曲经济，成为展现藏北文化和物产资

源、增强那曲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的重

要盛会。

（新华社拉萨电）

西藏那曲：

赛 马 节 带 热 特 色 产 品
新华社记者 格桑边觉 魏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