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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蛟在全区抓党建促基层治理、
促乡村振兴现场会上强调

深 化 抓 党 建 促 基 层 治 理 、促 乡 村 振 兴
不断夯实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坚实基础

雪 山 长 河 萃 华 章
—解码雪域名城日喀则的文化自信样本

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白明山 李键

本报泽当9月17日电（记者 汪纯）

近日，全区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促乡村

振兴“一抓两促”现场会在山南召开。

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蛟出席会

议并讲话。

赖蛟指出，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促

乡村振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和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

是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

夯实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务实之举。

全区各级组织部门要从治边稳藏战略

全局的高度深化认识、抓好落实，把党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制胜力量。

赖蛟强调，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健全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

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引领全区广

大党员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

践者。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有形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管“肚子”

更管“脑子”，让全区各族群众明白“惠

从何来、恩向谁报”，更加坚定不移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要深入推进抓党建

促基层治理，以健全体制机制为关键，

以强化基础保障为支撑，以推广新时代

“枫桥经验”、“浦江经验”为抓手，完善

“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

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

织链条，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要

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建强乡村班子和干部

人才队伍，发挥驻村工作队作用，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倡导健康文明生活理

念，以组织振兴引领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祖国西南角，喜马拉雅山脉绵延不

绝，雅鲁藏布江奔腾不息。山麓人烟

处，江畔繁华乡，便是拥有 600多年建城

史的西藏日喀则。

雪 山 长 河 孕 育 宽 阔 胸 襟 、历 史 人

文涵养家国情怀、中外交流展现开放

姿态——日喀则，一幅看不完的唐卡

画卷，一本读不尽的古老格言。

不能相忘的藏地传奇

“梦寻这里藏戏之源的天使，不能

相忘美丽故乡的传奇……”由日喀则歌

手扎西平措演唱的歌曲《梦寻唐东杰

布》，在流行音乐中融入传统藏戏元素，

深受雪域青年的喜爱。

高寒缺氧的自然条件，以一种独特

的方式，雕琢出雪域高原人们能歌善舞

的艺术灵魂与豁达心态。藏戏，藏语中

称为“阿吉拉姆”，是集说唱、表演、歌

舞、文学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生于日喀则的唐东杰布

被誉为藏戏的开山鼻祖。

在日喀则市定结县琼孜乡，由当地

戏迷组成的姆村藏戏队已经演出了 70

多年。每逢盛大节日，这支民间藏戏队

就会带来精彩演出，丰富了农牧民的精

神生活。而在日喀则，有演出规模的藏

戏队伍达到 86支，深受群众欢迎。

拉孜县的堆谐、定日县的洛谐、康

马县的果谐、昂仁县的强谐……日喀则

市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谐 ”（藏 语 意 为“ 歌

舞”），传承人以“谐”之名，在日喀则这

片丰饶的土地上翩然起舞。

28 岁的格桑卓玛自幼跟随父亲学

习堆谐，如今已成为日喀则市拉孜县拉

孜堆谐第五代传承人。在乡间空地上，

这样的场景时常上演：伴着六弦琴的旋

律，一群姑娘小伙儿踢踏的脚步声如同

音符，奏响了一曲曲欢乐歌。

随着拉孜堆谐 2008 年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种有着 700 多

年历史的藏族特色传统歌舞开始走上

更大的舞台。

日喀则是西藏第二大城市，是西藏

重要的文化发祥地。被喜马拉雅和雅

鲁藏布“拥抱”的日喀则，在漫长历史

中，形成了神秘多姿、绚丽多彩的文化

大观：扎什伦布寺、萨迦寺影响深远；江

嘎尔藏戏、湘巴藏戏传承悠久；藏刀、藏

香、唐卡等手工艺令人称奇。

比例度量精确、线条流畅、配色协

调、画工精细……唐卡，被誉为最复杂、

最严谨的工笔重彩画，是藏族文化中一

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

作为唐卡世家第五代传承人，拉孜

县画师贡觉杰在创作中加入国画元素，绘

制出《花与瓶》《四季花》《冈仁波齐风光》

等新题材唐卡。他说：“传统唐卡内容以

宗教为主，唯有不断拓展唐卡绘画的形式

和内容，才能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随着更多唐卡画师加入创新行列，

日喀则启动了一项“大制作”：从 2020年

开始，80 名画师汇聚在一起，力争绘制

一幅长 848.86 米、高 2.5 米的大型唐卡，

集中展现当地自然风光、历史文化。

近年来，日喀则坚持保护、传承、利

用并举，实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形

成了珠峰旅游文化节等文旅品牌。藏族

民俗风物、传统技艺、歌舞竞技……传统

文化在创新中赓续绵延，让这片土地的

文化传奇继续书写新的辉煌。

贯通古今的家国情怀

漫步日喀则，酥油香气扑鼻而来，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俯拾即是。

坐落于日喀则的夏鲁寺，是中国古

代汉藏建筑艺术融合的典范。它的布

局、墙体是藏地风格，木构架、重檐歇山

式屋顶和琉璃瓦是汉式元素，是西藏现

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汉藏合璧式元代

寺院建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藏是各民族

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

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藏

历史发展始终。

古往今来，民族艺术的交流融合在

日喀则绵延不绝。

2023 年 6 月，昆曲与藏戏合二为一

的节目《山海相依》在日喀则上演。上

海青年昆曲艺术家与传统藏戏演员同

台演出，“百戏之祖”昆曲与西藏古老戏

剧共同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昆曲和藏戏同为中华戏剧大家庭

的成员，都在探寻传承和发扬，这样的

交流机会弥足珍贵。”“90 后”青年昆曲

艺术家张冉说。

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众多文物和艺术品中打下深深烙印。

珍藏三万多件文物的扎什伦布寺，

是历代班禅驻锡之地。五世班禅额尔德

尼的金册金印、乾隆皇帝钦命宫廷画家

绘制的六世班禅画像……一件件文物，

诉说着扎什伦布寺和历代班禅为维护国

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发挥的重要作用。

扎什伦布寺管委会副主任赛巴·多

布琼表示：“一座扎什伦布寺，就是一部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史。”

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岗嘎镇，有一座

珠穆朗玛关帝庙，记录了清朝武将福康

安击退廓尔喀入侵、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故事。

近代以来，西藏关帝文化体现了明

显的汉藏交融特征，在建筑布局、祭拜仪

式及节日、信众等方面，都有生动反映。

依托厚重的家国情怀底蕴，日喀则

开展中华文化视觉形象工程，通过打造

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卫国戍边主

题展览、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日喀

则分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方式，持

续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日喀则位于祖国西南边疆的前沿，

边境线长 1700多公里，战略地位重要。

对于边境地区的人们，国旗既是表

达爱国情感的文化符号，也是守边护边

的精神寄托。

在平均海拔超 5000 米的萨嘎县昌

果乡，牧民组成一支护边联防队。每次

开展边境巡逻时，骑手都会将一面五星

红旗插在摩托车座后，成为漫漫边境线

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们巡边是履行家乡责任，也是完

成国家使命。”51岁的护边联防队队长石

角说，当地牧民以参加护边联防队为

荣。如今，103人守护着 105公里的边境

线，让国旗的光辉照亮边境的每个角落。

历久弥新的开放篇章

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远古“牵

手”，铸就了绵延 2000 多公里的喜马拉

雅山脉。世界上海拔超 8000 米的山峰

有 14座，其中 5座位于日喀则。

地 理 隔 绝 ，无 法 阻 挡 彼 此 沟 通 交

流。从公元五世纪的佛教高僧拜访交

流，到七世纪的尼泊尔尺尊公主进藏，

再到新世纪尼泊尔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与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共同织就

了一幅宏伟的文化交流画卷。

近年来，拥有 5座陆路通商口岸、28

个边境互市贸易点的日喀则有了新的使

命——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中心城市。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2024 年 5 月，

110 家中方商户和 47 家尼方商户齐聚

日喀则市定结县陈塘镇，见证了中尼传

统边贸点恢复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是人类文

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

必由之路。

面向未来，日喀则正通过打造国际

陆地港的方式，规划建设区域副中心城

市，并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举措推进国

际科技交流合作。

“8848.86 米！”2020 年，中尼两国共

同 向 世 界 宣 布 珠 峰 高 程 最 新 测 量 结

果。两国团队首次联合构建珠峰地区

全球高程基准，完成迄今科学性、创新

性最强的一次珠峰测高。

2023 年，在雅鲁藏布江日喀则段河

谷，来自欧洲的科学家同中国第二次青

藏科考分队共同调研相关河谷区域的

地质、环境演变，这次国际科考为未来

地球科学合作提供了新视角。

在日喀则的古老传说中，月亮是天

神用水做成的。《萨迦格言》还写下近

800 年前古人对月相变化的观察和想

象：“月亮若被天狗吃了，很快会得到解

脱。”而现代日喀则，正向世人提供关于

月亮更科学的认识。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牵头的

日喀则 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目前正在

有条不紊地建设中。它将服务我国探

月工程四期和更多深空探测任务，促进

射电天文科学观测研究发展。未来，周

边将建设全国性天文观测和科普教育

基地，开展国际科学合作。

亲诚惠容、开放包容，立足世界之

巅、中国西南门户的日喀则，不断刷新国

际合作新高度，书写世代友谊新篇章。

“喜马拉雅山区的檀香味，微风会

把它传送十方。”这句 13 世纪萨迦格言

蕴含的哲理，正散发着更馥郁的芳香。

（新华社拉萨电）

本报拉萨 9月 17日讯（陶毓敏）

日前，由第十批宁波援藏工作组组

织开展的 2024 年比如县“浙里膝望·
甬有健步”骨性关节炎治疗项目圆

满完成。

项目自启动以来，历时 36 天，宁

波医疗团队为比如县及周边区域的

743 名患者进行全面筛查，并为其中

99 名严重骨性关节炎患者及 2 名肌

腱疾病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这些

手术中，有 7 例是由比如县人民医院

的本土医生主刀完成的，展现了宁

波援藏工作组在技术培训方面的成

果，为比如县培养了一支能够独立

开展高难度骨科手术的医疗队伍。

据介绍，宁波援藏工作组将继

续深化与比如县的医疗合作，加强

医疗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为当地

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

疗服务。

宁波援藏工作组

为近百名骨性关节炎患者实施手术

连日来，萨迦县驻村办联合县中心医院、县人社局、县教育局和援藏医疗工

作组，在全县范围内针对“一老一小”群体开展了慢性病、高原病专项筛查行动。

图为医务人员为儿童进行先天性心脏疾病筛查。 本报记者 姚闻 摄

本报拉萨 9月 17日讯（记者 李梅

英）记者从水电七局了解到，日前，水

电七局已完成西藏大唐国际怒江八宿

县 100 兆瓦保障性并网风电项目最后

一套塔筒制造任务，为该风电项目全

面建成投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据介绍，水电七局共为该风电项

目提供了 20 套、近 5000 吨塔筒产品，单

套约 107 米、250 吨，每套塔筒分 5 段运

输安装。施工期间，水电七局有关部

门克服项目工期紧、生产任务重、运输

难度大、汛期极端天气频繁等困难，将

塔筒安全运至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风

电场。

据了解，该风电项目位于西藏八

宿县，最高海拔可达 5300 米，总装机

容 量 100 兆 瓦 ，安 装 20 台 5 兆 瓦 型 风

电 机 组 ，是 目 前 世 界 海 拔 最 高 、西 藏

在 建 单 机 容 量 最 大 的 风 电 项 目 。 建

成 后 预 计 每 年 发 电 量 可 达 2.36 亿 千

瓦 时 ，节 约 标 煤 7 万 吨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19 万吨。

世界最高海拔风电塔筒制造完成

本报泽当 9月 17日电（记者 武沛

涛）9 月 15 日，以“月满雅砻 鸣响沙丘”

为主题的山南首届高原沙丘青年艺术

季在扎囊沙丘艺术公园举办。

当日，高原沙丘青年艺术季园区内

的艺术展览和创意集市正式对外开放，

将山南市扎囊县的特色手工艺品、荣获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氆氇进行艺

术化展示，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市民观赏。

本次艺术季的一大亮点是精心打

造的“沙丘舞台”和“月满舞台”。在“沙

丘舞台”上，以山南各县区代表性服饰

为主题的“沙漠服饰秀”精彩纷呈，山南

非遗歌舞展演和雅砻扎西雪巴藏戏等

传统文化节目轮番上演，让观众在欣赏

艺 术 的 同 时 感 受 山 南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随着夜幕降临，“月满舞台”启用，

多位知名歌手登台演出，为观众呈现了

一场传统与流行交融的视听盛宴。

共青团山南市委员会书记黄华表

示，举办本次活动，旨在凭借沙丘公园

的天然吸引力与带动力，打造出具有

时代性、青春感、可持续、能“出圈”的

山南市全新的文旅品牌，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一个开放、自信、文明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山南。

月满雅砻 鸣响沙丘

山南举办首届高原沙丘青年艺术季

（紧接第一版）“以前，我们的圣女果卖

给收购商才四五元一斤，现在差不多 10

元一斤。今年六七月份仅圣女果就卖了

2000多单，每单约 3斤。”

知道我们的采访主题与交通有关后，

次仁曲珍说，西藏的路越来越好，路通了，

人心振奋，日子更有奔头。网络也是道

路，拉近了我们与外界的距离。以前大家

想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不少大学生

都回来了，乡村更有活力和希望了。

（记者 彭琦 马国英 周辉 根秋多吉

兰珍 王香香 张思雨 琅珍）

（上接第一版）

“老公，带孩子来吃饭啦。”饭菜

准备好，央宗喊来孙鹏和孩子，大家

围坐在一起吃起了团圆饭，饭桌上有

象征着团圆和美满的饺子，有寓意着

“年年有余”的清蒸鱼，还有色香味俱

佳的烤鸭等，中秋团圆夜的饭桌上充

满了欢声笑语。

晚 饭 过 后 ，孙 鹏 把 桌 子 搬 到 院

子里，央宗将早早买好的月饼、水果

和 点 心 摆 在 桌 上 ，一 家 人 坐 在 院 子

里 边 赏 月 边 闲 聊 ，共 享 这 团 圆 喜 庆

的时刻。

央宗乐呵呵地说：“不知不觉我

们已经结婚 7 年了，记得刚去云南见

婆婆那会，我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吃

不惯他们的饭菜。经过这些年的相

处，我不仅学会了不少罗平方言，还

爱 上 了 刚 开 始 吃 不 习 惯 的 折 耳 根 ，

也跟婆婆学会了许多云南美食的做

法，现在每到休假团聚时，我心里都

美 滋 滋 的 ，想 在 婆 婆 面 前 露 一 手 厨

艺。”

回 到 西 藏 ，作 为 江 孜 女 婿 的 孙

鹏，也常常跟阿爸阿妈坐在一起吃糌

粑，喝酥油茶。闲暇之余，也会去跳

跳锅庄、学习一些简单的藏语。孙鹏

说：“我们家的节日特别多，春节、中

秋节、藏历新年、赛马节……基本上

每个月我们都可以庆祝一次。”

美 好 的 时 光 总 是 过 得 很 快 ，转

眼 采 访 已 接 近 尾 声 。 孙 鹏 告 诉 记

者 ：“ 虽 然 我 和 央 宗 民 族 不 同 ，风 俗

习 惯 有 所 差 异 。 但 因 为 爱 ，我 们 相

互 尊 重 、理 解 、包 容 ，结 婚 这 么 多 年

很 少 发 生 争 吵 。 今 后 ，我 们 也 会 像

现 在 这 样 ，努 力 经 营 好 自 己 的 民 族

团结小家庭。”

沿着川藏公路走进西藏基层，一个

现象让人印象深刻——作为重要基础设

施的网络，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乡村。

不少老年人爱上了用手机看歌舞表

演、看电影电视剧，年轻人喜欢网络购

物、刷短视频、看资讯，孩子们则热衷线

上学习、看动漫，有经济头脑的合作社负

责人、开家庭旅馆的老乡则通过网络搞

宣传、卖山货，基层干部也习惯利用网络

了解民生民情、推送政策和服务……

就像次仁曲珍所说，“网络也是道路，拉

近了我们与外界的距离”。便捷的道路、快

捷的网络，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的便利、物

质的丰富，更是在促进人们打开视野、改变

观念、提振精神面貌，这是一种新的活力。

通过道路和网络，西藏最边远的乡

村也与世界紧紧相连，未来发展有着无

限的空间和可能。

最边远的乡村也与世界相连
周辉 彭琦

近日，由西藏自治区美术家协会、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西藏美术

馆协办的“隔山对话——第二届川藏美

术名家交流展”在西藏美术馆举办。本

次展览为期 15 天，集中展出川藏两地美

术名家的最新创作成果 100 幅，展示了

西藏和四川两地的山水之美、文化之美

和时代之美。

图为川藏两地的美术家们和观众

在参观画展。 本报记者 潘璐 摄

浓 情 中 秋 暖 心 相 伴

第二届川藏美术

名家交流展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