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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民不会忘记，1994 年 7 月，

党中央、国务院从党的工作全局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全局，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

力的高度，在首都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分片负责、对口

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此后，木

棉牵手雪莲，广东将祖国东端的浪漫海

风吹进了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涌起了对

口援藏的滚滚浪潮……

30 年来，广东省援藏工作队始终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林

芝所有、林芝所需、广东所能”，不断创

新援藏思路，拓宽援藏领域，丰富援藏

内涵，扎实推进民生、产业、人才、技术、

平台支援工作，为林芝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 0到 1，高原渔业实现
新突破

“山云吞吐翠微中，淡绿深青一万

重。”距林芝市米林机场不到 20 公里的

巴宜区布久乡就是这样的场景。那里

常年被嵯峨黛绿的群山环绕，湛蓝的天

空 和 缥 缈 的 云 雾 构 成 一 幅 淡 墨 山 水

画。林芝农垦嘎玛农业有限公司，就坐

落在这片群山中。

2024 年 7 月，林芝农垦嘎玛农业有

限公司传来好消息：在广东省第十批援

藏工作队米林市工作组的大力扶持和

精心筹划下，公司本地培育、养殖的南

美白对虾已经成功出塘并实现销售。

清 晨 ，走 进 林 芝 农 垦 嘎 玛 农 业 有

限公司，一座座温室大棚错落有致，一

片片鱼塘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

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一座座现代化车

间 的 修 建 在 钢 筋 水 泥 间 奏 响 建 设 乐

章。伴随着鸟语花香，公司工作人员

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脸上挂满惬意的

笑容，身影遍布在农场四处，有的在大

棚中巡视、有的在厂房中检查水质指

标、有的在撒肥料。随着一阵阵水流

声，一篓新鲜的鱼虾被打捞上岸，打包

装车，送往当地市场。

“渔业成功养殖并做成产业化销往

各地并不是一件易事，这在西藏是前所

未有的事情。”林芝农垦嘎玛农业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强介绍，渔业作

为第一产业，一直是我区的薄弱之处。

西藏虽然被誉为“亚洲水塔”，有着丰富

的水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受气候

环境和特殊条件的影响，西藏的水产品

大多依托区外市场供给。公司在前期调

研中得知，西藏水产品主要消费市场聚

集在拉萨、山南、日喀则和林芝，每年水

产品消费量约 4000-5000 吨，而本地的

水产品生产量不足 100吨。“以前我们市

场上的鱼虾都是从区外运输来的，不但

价格贵、种类少，新鲜鱼虾也很少。现在

我们发展了自己的渔业，养殖巨须裂腹

鱼、拉萨裸裂尻鱼等本土鱼类，成功引进

三倍体虹鳟、中国香鱼、加州鲈、黑鱼、沐

泉鱼、沟鲶和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等。

群众在当地就能吃到价格便宜且活蹦乱

跳的鱼虾了。”彭强说。

引进技术培养人才，鱼
虾“游”进百姓家

科技人才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关键，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实现

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自 2022 年

7 月以来，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米

林市工作组发挥援藏水产专家的核心

优势，用一年时间进行深入调研分析，

积极探索适合高原渔业发展的路径模

式。公司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 120 亩

设施用地建设了粤林高原渔业科技园，

逐个破解高原渔业“能不能养”“怎么

养”“养什么”“如何产业化”等问题。同

时，争取投资资金，建设了冷水鱼养殖

基地一期，全天候高原高产养殖池塘项

目、四连座高位池和保温大棚建设与养

殖实验项目、高原渔业简易设施建设与

养殖实验项目，获得中央衔接项目资金

1500 万元，建设林芝嘎玛现代高原渔业

科技示范项目。

除了将技术“带进来”，如何为林芝

留下一批“带不走”的队伍也是援藏工

作队的任务。尼玛旺堆是嘎玛农业的

工作人员，作为公司“传帮带”式培养的

人才，如今的尼玛旺堆已经可以独立开

展工作了，看到记者到来，尼玛旺堆开

心地从池塘中捞出一篓南美白对虾向

记者介绍：“为了能将技术一直留在高

原，我跟着援藏专家学习，他们将自己

的技术和经验无私地教给我。援藏工

作组的老师还积极和广东省对接，为我

们争取去广东省学习的机会。希望在

援藏干部任期结束后，我们高原的渔业

也能继续发展壮大下去。”

据彭强介绍，在广东省第十批援藏

工作队的积极支持和对接下，公司依托中

山大学、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所、中

国水产科学院珠江水产所、珠海市现代化

农业发展中心、西藏自治区农牧学院水产

研究所等，组建了高原渔业创新技术团

队。同时，从公司挑选 3 名大学生开展

“传帮带”式培养，让他们能独立开展工

作。如今，公司借鉴珠海市国企发展经

验，推进了 64项制度建设，率先建立起适

应公司现状、具有农业特色的现代化企业

制度。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9万

元，较2022年增加316万元，增长85%。

粤藏情缘 30载，产业援
藏成绩斐然

2023 年，林芝市生产总值 235.66 亿

元，人均生产总值 9.86 万余元，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4 万余元。特别

是林芝市农业总产值由 1994 年的 2.4 亿

元增加至 2023年的 20.4亿元。

丰硕成果背后离不开广东省产业

援藏的大力支持。30 年来，广东省紧紧

围绕做大做强特色农牧业优势产业，向

林芝市输送各类涉农专家、人才近 400

名，组织林芝市 300 余名农业系统干部

人才赴粤交流。他们瞄准自然优势资

源，扶持特色农牧业形成规模，目前林

芝市以特色养殖、优质水果干果、林下

种植加工、粮油生产加工为主的特色产

业带已初步建成，以林芝松茸、波密天

麻、察隅花生、墨脱香蕉为主的特色产

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在广东援藏的支持下，林芝市成功

创建国家优势产业集群 1 个、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 2 个和产业强镇 6 个；全市

有效期内“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数量

140 余个，居西藏首位；建立“保温养殖”

整套技术体系和可复制养殖模式，实现

高原渔业从无到有；波密县、察隅县和

墨脱县茶叶实现品种多样化，华丽变身

“大产业”。

同时，广东省围绕林芝创建世界级

清洁能源基地，发挥智力优势，组建广

东清洁能源专家智囊团提供咨询和服

务；发挥招商优势，引进华能集团、三峡

集团、葛洲坝集团等龙头企业；发挥渠

道优势，推进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送电

粤港澳大湾区直流工程等项目，支持南

方电网、广东省能源集团等企业参与西

藏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建设，助推林芝清

洁能源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见到晒成古铜

色的援藏干部们十分动情地说：“援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

一个崇高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优势。缺氧

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你们在高原上，

精神是高于高原的。”

今年是对口援藏工作开展 30 周年。30 年来，一批又一批

援藏干部人才奔赴高原、建设西藏。他们继承老西藏精神，

把“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理想

信念融入血脉，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并肩投身建设社会主义

新西藏的伟大实践。

人在高原，海拔高境界更高。这是新时代援藏干部人才

肩负党和人民重托、扎根高原顽强奋斗的政治忠诚，是舍小

家为大家、不惜奉献牺牲的精神品格，是一茬接一茬、一代接

一代干下去的责任担当。

海拔高境界更高，体现在援藏干部人才的奉献牺牲。援

藏干部人才敢战恶劣气候环境、敢斗突发自然灾害，直面挑

战、毫不畏惧，不怕牺牲、甘心奉献，将美好年华留在高原，有

的甚至将生命永远定格在雪域。他们的真情付出，让西藏各

族干部群众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祖国大家

庭的温暖。

海拔高境界更高，体现在援藏干部人才维护民族团结的主

动自觉。30年历程中，援藏干部人才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他们入乡随俗，喝酥油茶、吃糌粑、跳锅庄；他们带

着各地先进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与西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

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海拔高境界更高，体现在援藏干部人才的坚韧不拔。他们

牢记使命、不负重托，跨越千山万水，克服种种挑战，扎根雪域

高原，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竭尽所能，众志成城

构建起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援藏新格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援藏干部人才

继续矢志奋斗，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时代力

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拉萨电）

木棉牵手雪莲 筑梦雪域高原
—广东援藏助力林芝特色产业振兴发展

本报记者 蒋翠莲 黄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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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8月 30日讯（记者 王雨

霏）30 日，记者从全区法院支撑和服务

“四个创建”“四个走在前列”司法审判

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

上 半 年 ，全 区 法 院 共 受 理 各 类 案 件

5.47 万余件，审限内结案率达 99.75%；

在设有总体参考区间值的 20 项指标

中，有 13 项指标优于和处于合理区间；

研究制定 13 项相关制度机制，为推进

我区“四个创建”“四个走在前列”提供

了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据了解，上半年，全区法院依法有

力打击一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贪污

贿赂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为推进更高

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建设作出

了积极贡献；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组建未成年人“三合一”审判团队，建

立法治副校长工作机制，从娃娃开始

抓起，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法治意识、民

族观念，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同时，细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价

指标体系及操作规则，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妨害企业管

理秩序、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等犯罪行

为，优质高效实质化解拖欠企业账款

等各类涉企纠纷，依法平等保护了各

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同时，上半年，全区法院还加强与

检察、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生态环

境保护联动，依法审理盗伐林木、非法

采矿、生态工程建设等民事、行政案件

45件，办结公益诉讼案件 4件；注重审理

与治理并重，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将

环境资源审判职能向前延伸、向后拓

展，不断筑牢生态保护司法防线。

为构建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

渠 道 、守 边 有 动 力 、发 展 有 支 撑 的 新

格局提供更好司法支持。上半年，我

区加大对边境法院、边境法庭的投入

与 建 设 力 度 ，开 展 上 门 服 务 、就 地 开

庭 ，严 厉 打 击 涉 边 境 犯 罪 ；加 大 跨 境

违 法 犯 罪 、非 法 出 入 境 等 打 击 力 度 ，

依 法 妥 善 处 理 边 境 建 设 过 程 中 的 各

类矛盾纠纷，以司法审判方式服务兴

边富民行动和守土固边工程。

除 此 之 外 ，不 断 强 化 法 答 网 、案

例 库 运 用 ，通 过 法 答 网 回 复 问 题 157

条；设立 49 个诉调对接中心、48 个律

师调解室，967 家基层单位、1377 名调

解员入驻法院调解平台，成功调处各

类矛盾纠纷，让各族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 区 法 院 为 推 进“ 四 个 创 建 ”

“四个走在前列”提供优质高效司法服务
上半年审限内结案率达99.75%

八月是西藏那曲最美的时节。经

过两个月丰沛雨水的滋润，羌塘草原鲜

嫩碧绿，翻滚的白云又让无垠的绿色万

般变幻。

日前闭幕的恰青赛马节，是藏北高

原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运动盛会。相传

跑马比赛可追溯至格萨尔王时期，已有

千年历史。2007 年，它入选第二批自治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 年，又

入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发令枪响，群马奔腾。“第一梯队经过

哪里，哪里的观众席上就‘地动山摇’。大

家一起激情呐喊的感觉，特别动人。这

是在赛马视频里感受不到的！”来自四

川的游客张先生说。

今年，来自西藏、四川、青海等地的

1000 多匹次骏马齐聚那曲，吸引入场观

众超 28.4 万人次。恰青赛马节也发展

为集文化展演、马术表演、产品展销、旅

游推介于一体的高原盛会。

除了赛马节，藏北高原还有许多文

旅“宝藏”。

就在赛马场外，来自各地的游客走

进牧民搭起的帐篷、过起盛大的“林卡”

（郊游野餐）。在帐篷朗玛厅里跳那曲锅

庄、在帐篷咖啡厅里品藏北美食，游客在

这里可以体验牧民传统又现代的生活。

“这是我第一次跳锅庄舞，旁边的

几位‘阿佳’（姐姐）一直在鼓励我。”在

一家帐篷朗玛厅里，来自福建的陈女士

很快就融入了大家，跳了一曲又一曲，

整场下来大汗淋漓。“其实我是学着她

们的动作跳，很享受和大家共舞的氛

围。”她说。

夜晚的那曲，星空璀璨。那曲市色

尼区的夯错暗夜星空湿地公园，2018 年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暗夜顾问委员会

收入“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已成为观

星爱好者的胜地。这里的繁星用肉眼

清晰可见，吸引不少自驾游客拍摄高原

星空“大片”。

平均海拔 4500米以上的那曲，夏季

平均气温只有 1 至 14 摄氏度，它被唐古

拉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山脉

环抱，丘陵盆地、湖泊、河流、高山峡谷、

冰川冰原等地貌形态多种多样。

位于尼玛县的当惹雍错位于古象

雄文化的中心地带，是西藏第四大湖，

也是我国形成最早的内陆湖之一，常年

在群山间显现一片静谧的深蓝。2023

年 12 月，它被评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本月即将挂牌迎接游客。

今 年 7 月 ，那 曲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27.3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06 亿元，

暑期旅游火热。这场“天际之旅”主打

消热避暑，游客笑称这里的游玩是“一

‘错’接着一‘错’”，穿行国道又穿梭冬

夏。在班戈县色林错湖畔远离城市喧

嚣、在比如县萨普雪山观赏夏季雪景，

河北游客黄先生短暂忘却了溽暑，感受

到由外而内的凉爽。

（据新华社拉萨电）

八 月 ，走 进 西 藏 那 曲
新华社记者 魏冠宇 格桑边觉

（紧接第一版）坚持“请进来、走出去”

双向互动，常态化开展援藏干部人才

帮扶下乡、阿里干部区外挂职锻炼、干

部群众代表赴区外参观学习等活动。

积极总结推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社区——藏布社区经验，依托 55 个宣

讲团和 290 名专职农牧民宣讲员深入

基层宣讲，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彼

此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取长补短、交

融发展。

阿里地区注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铸魂育人，持之以恒发挥文化“润物

细无声”作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纳入党员干部培训内容，全面推进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使用，创新开展

“小手拉大手”“双手双牵”活动，持续开

展“文化进万家”演出活动。深入挖掘

阿里特有红色文化、地域民俗文化，在

旅游产品中不断融入民族团结元素，使

阿里与区内外各族干部群众交往交流

交融不断加深。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等载体，阿里地区深入实施文明创建、

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活动，各族干部群

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

逐步向现代化迈进，民族团结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

着力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中争先进

本报拉萨 8月 30日讯（记者 潘

璐）近日，福州大学“共读铸牢金教

材 树立正确民族观”实践队在西藏

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与学校师生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 意 识 ，围 绕《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一书的学用开展主题座谈会，并

向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捐赠了

60万种电子图书及管理平台。

座谈会上，福州大学刘敏榕工

作 室 ——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之家的负责人刘敏榕和学生，西

藏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的 师 生 们 结 合 各

自 工 作 和 生 活 的 实 际 分 享 对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学 习 体

会。学生们纷纷表示，将更加珍惜

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专

业知识、提升综合素质，团结同学，

争 做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践行者。

座谈会后，福州大学师生还前

往谭冠三纪念园参观学习，缅怀革

命先烈，重温老西藏精神、“两路”精

神的深刻内涵，接受精神洗礼。

福州大学向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捐赠60万种电子图书及管理平台

本报日喀则 8月 30 日电（记者

杨子彦）近日，在上海市援藏干部联

络组的牵头和见证下，日喀则市定

日县人民政府与亚玛芬体育、安踏

集团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根据

备忘录，亚玛芬体育将在 2024 年完

成珠峰生态观察服务站建设，并在

当地政府指导下开启珠峰高海拔运

动挑战，促进山地户外运动与全民

健身、全民健康融合发展。

作为此次备忘录签约方之一的

安踏集团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向定日

县有需求的青少年提供价值 1000 万

元的专业运动装备，为定日县第二

小学捐建足球运动场，完善乡村学

校的体育设施。

定日县携手亚玛芬体育、安踏集团

共 建 珠 峰 生 态 观 察 服 务 站

本报泽当8月30日电（记者 丹增平

措）2024 雅砻文化旅游节于 8 月 30 日晚

在山南火车站站前广场隆重开幕。

此次雅砻文化旅游节以“讴歌幸福

新山南 携手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由湖

南省和山南市共同举办。开幕式文艺

演出以一场极具山南特色的进藏之旅，

用“传承之路”和“幸福之路”两条线路，

为观众带来了充满湖南和山南两地特

色的文艺盛宴。

据悉，此次雅砻文化旅游节从 8 月

30 日持续至 9 月 5 日，期间将开展招商

引资推介会、雅砻美食汇、“讴歌幸福新

山南 携手奋进新时代”展演等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

2024雅砻文化旅游节开幕

图为 2024 雅砻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现场的烟花秀展演。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汪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