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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您好，您的京东快递到了，请过来

取。”下午 3 点半，住在拉萨市达孜区的

次仁央宗接到快递员久西夺基的电话。

家里上半年新添了一个奶娃娃，这

两天奶粉快要见底，次仁央宗一点不着

急。早上 7 点，她起床后在网上下了单，

因为是本地仓产品，当日下午她就收到

了奶粉。

西藏地处偏远，曾被网友称为“不

包邮地区”，如今随着立体交通体系的

建立和物流体系的完善，这一情况正在

转变，一些地方已经实现了“当日达”

“次日达”，快递进村入户也成为寻常。

日前，采访组走进物流园区、农业

基地，探究便捷物流如何改变高原群众

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的京东

物流西藏公共仓储运营中心，一辆辆快

递货车排列整齐，有的正在装货，有的

正在卸货。“争分夺秒”，是这里给人最

直观的感受。

2020 年 12 月，该运营中心正式投入

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物流效率，本地仓

物品在拉萨市区范围内实现“当日达”，

山南、那曲、林芝、日喀则等市区范围内

实现“次日达”。

“10 年前，货物从成都经青藏公路

运到拉萨需要将近一周时间，现在只需

要 3 天。”京东物流供应链事业部西藏负

责 人 牟 少 林 道 出 了 物 流 提 速 的 原 因 ，

“一方面川藏、青藏公路的路况越来越

好了，另一方面道路养护的设备和材料

更加先进，遇到塌方等情况也能快速地

恢复畅通。”

让物流“跑”得更快的，除了畅通的

道路，还有智能设备的应用。

在分拣中心，记者见到 100 多台“地

狼”搬运机器人和自动化分拣机协作配

合，依靠遍布地上的一个个二维码规划

和引导路径，再通过自带的传感器，保

证“搬运能手”来回穿梭的同时互不干

扰，不间断地将一件件物品精准地分拣

到相应区域。

牟少林介绍，2021 年，该运营中心

投入使用智能物流设备，短时间内可处

理成千上万件包裹，而且能 24 小时不间

断运行，让货物的拣选变得更快而且更

加精准。

益西杰的家乡在那曲市聂荣县一

个偏远的牧区，儿时大人们骑马、骑摩

托走很远的路去采购物资的记忆，深深

印刻在他的脑海中。当第一天走进这

个运营中心实习时，他便喜欢上了这里

高效的工作节奏。

“第一次把机器人搬运货物的视频

给父母看时，他们很是惊讶。”益西杰告

诉记者，“我的父亲已经学会了一键下

单，家里的电视、冰箱，还有他们的衣

服、日用品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买的。

村里不少人都喜欢这种购物方式，不仅

种类丰富，而且方便快捷。”

截至 2023 年底，京东物流在西藏搭

建了一个自治区级、7 个市地级仓配中

心，以及 14 个县区级终端配送站点，以 9

条干线、支线运输为线，构建起覆盖全

区大部分地区的物流网络。2023 年，仅

京东物流拉萨智能仓在全区的出货量

就同比增长约 20%。

买得方便，卖得同样方便。

在达孜区金麦穗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的温室大棚里，当地群众正忙着

采摘成熟的圣女果，他们的脸上透露着

丰收的喜悦。负责人次仁曲珍和村里

的几位大学生就在一旁直播卖货。

“ 这 些 圣 女 果 是 从 自 家 大 棚 里 刚

刚采摘下来的，大家看，水灵灵的。今

天下单，拉萨、山南、日喀则市区的朋

友明天就能收到。”次仁曲珍的讲解绘

声绘色。

这位生于达孜，闯荡过那曲、林芝，

当过打工妹、干过个体户的女子，2015

年回到家乡开始在土地里“掘金”。

一番精心筹备后，2016 年 3 月，达孜

区金麦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次仁曲珍担任公司董事长。为了带领

乡亲们共同致富，同年 12 月，她又成立

了达孜区麦之穗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

就这样，唐嘎乡穷达村多了 98 栋温

室，次仁曲珍带着 86 户 300 多名乡亲种

菜卖菜。

乡亲们用的是农家肥、种的是“生

态菜”，但是收入不如预期。“虽然离拉

萨 近 ，采 购 商 上 门 收 购 ，不 愁 卖 不 出

去。但是我们精心种出来的菜，混在其

他同类蔬菜里，显示不出特色，卖不上

好价格。”次仁曲珍说。

“80 后”的次仁曲珍见过外面的世

界，头脑灵活。网上购物的经历，让她

眼前一亮，于是开始尝试直播带货。

“直播的时候消费者可以看见生产

场 景 ，体 验 感 很 好 。 我 们 的 果 蔬 品 质

好、回头客多，直播的时候他们的点赞

和评语能被其他消费者看到，引流效果

非常好。”次仁曲珍告诉记者，

（下转第二版）

快递从“不包邮”到“当日达”，买菜从“地头销售”到“电商带货”—

便 捷 交 通 通 向 美 好 生 活
西藏日报四川日报川藏线联合报道组

6 日上午近 10 点，吃过糌粑，喝过酥油茶，年过花甲

的藏族居民次仁旺姆带领社区文艺队队员，最后一次排

练即将参赛的曲目《一个妈妈的女儿》，“身穿不同民族

服饰，表演融合了各民族元素的歌舞，很骄傲！”

次仁旺姆家住西藏日喀则市江洛康萨社区，汉、藏、

回、蒙、东乡等 13 个民族的群众在此居住，少数民族人口

占比 96.8%。 记者跟随“雪域高原焕新貌”调研采访团来

到这里，感受各民族互帮互助、亲如一家的真挚情感，聆

听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

在社区“石榴籽家园”，次仁旺姆告诉记者：“18 岁那

年，我从昂仁县亚木乡来这里创业，起初资金、人员、场

地什么都没有。”想起那段苦日子，次仁旺姆仍有些哽

咽，“当时多亏汉族、白族同胞教授技艺，慷慨解囊，我这

才开起了民俗饰品店，现在每月销售额上万元。”

因为“淋过雨”，次仁旺姆更愿为他人“打把伞”：帮

回族朋友联系货源、替汉族朋友销售手工艺品……多年

来，次仁旺姆不仅帮助 10 多名有相似创业经历的各族同

胞渡过难关，还经常邀请他们来家中喝茶聊天。

“在社区组织下，我还带着 200 多名各族居民，学习

弹奏藏族传统弹拨乐器‘扎念琴’，编排非遗歌舞，讲述

民族团结的故事。”次仁旺姆说，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其乐

融融，心与心的距离更近了。

记者看到，古色古香的社区街道上国旗随风飘扬，

身着多彩民族服饰的老人在树荫下乘凉，孩子们在阳光

里撒欢儿奔跑，青壮年紧忙着做工……虽已入秋，社区

里却涌动着一股团结的热浪，各族群众目光清澈、笑容

淳朴，让人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和谐、幸福和喜悦。

穿过几条街巷，在一家售卖藏族服装、服饰的店铺

前，回族老板马尕东正用标准的普通话向来往游客展示

项链。记者跟随他走进位于店铺二层的家中，西北特色

的土炕上有一张藏式风格小桌，上面摆放着“盖碗茶”和

酥油茶杯。“逢年过节，我都会叫各族朋友来家里做客，

不少当地藏族朋友也喜欢上了枸杞、冰糖和茶叶泡制的

‘碗子’（盖碗茶）。”马尕东笑着说。

1988 年，20 岁的马尕东从甘肃临夏来日喀则打工谋

生，后来跟当地藏族姑娘扎西拉宗组成家庭。2006 年，

在妻子和朋友支持下，马尕东开始做藏装生意，“从拉萨

进货，保质保量，每件挣 3元，薄利多销。”

日子越过越红火，马尕东也有了新的想法：开办藏装手工工坊，带动各族群

众就业。“就想做件带大家致富的事！”他租场地、买缝纫机，召集周边县区农牧

民共同学习藏装制作技艺，“如今收入最多的群众一年能挣七八万元”。

随记者一同调研采访的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一级巡视员程越说，社区是

抓好民族团结的重要阵地，肩负着带领各族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责任；要加快

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努力创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

件，把社区打造成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大家庭。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阳光洒落日喀

则宗山脚下，社区文艺队的歌声，唱出了各族儿女的心声。 （据新华社拉萨电）

本报拉萨9月17日讯（记者 李梅英）日前，记

者从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 1 至 7

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高出全国

平均增速 12.1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一。其中，阿

里地区以增长 49.0%的增速位居榜首，绿色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6.10 亿元，占年度 140 亿元目

标的 61.5%，新增升规工业企业 13 家，经济内生动

力持续增强。

据介绍，1 至 7 月，规上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尤

其是金属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带动我区采矿业持

续保持高位增长。今年，我区经济和信息化部门

持续优存量、扩增量、育新量、谋变量，工业经济

增速加快，积极因素不断积累，“稳”和“进”的特

征突出，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我区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巨龙、玉龙等持续增产，华泰龙稳步达产，八

宿海螺、高争建材、华新水泥等降本增效，拉萨啤

酒、诺迪康、奇正藏药等稳步生产，安琪酵母高原

益生菌项目正式投产，加快推进农夫山泉、朗热

酒村、康酒等项目进度。

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强化招商引资力度，

不断优化服务保障。制定印发《全区经济和信息

化系统 2024 年招商引资工作要点》，实施项目动

态管理，预计年度投资 32 亿元。同时，提前实现

145.26 亿元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应清尽清”。持续

落实降低高原特色产业用电成本补贴，第一季度

落实资金 1965.64万元。

据了解，下一步，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将

确保“周调度、月通报、季小结”机制顺畅运转，加

强同发改、统计等部门沟通协调，推动协同调度，

加强分析研判，强化预测预警，提高精准性、时效

性，保持工业经济稳定运行良好态势。预计 1 至 9

月，全区规上工业产值将同比增长 15%以上。

1至 7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
高出全国平均增速12.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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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本报拉萨综合讯（记者 央金 万靖 王雨霏

刘枫）金风送爽，桂花飘香，又是一年中秋时。

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各族干部群

众欢度中秋佳节。

9 月 13 日上午，拉萨市城关区俄杰塘社区邀

请辖区相关单位及商家、少数民族代表、居民代

表、社区警务室民警等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中

秋节暨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各族群众血脉相连”

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者弹奏了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扎念琴”、合唱

了《一个妈妈的女儿》，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

声。同时，为做好“一老一小”服务，雅博仕口腔

医院医护人员为社区老人、孩子免费检查口腔、

讲解爱牙护牙知识，现场还有美发师为社区老

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

近日，自治区纪委监委第一监督检查室开

展“心连心 庆中秋”活动，向那曲市申扎县卡乡

幼儿园捐赠了价值 2000 余元的学习用具、书籍

等物资。

此前，自治区纪委监委第一监督检查室根

据孩子们的年龄大小和现阶段需要，组织党员

干部为孩子们收集了关于民族团结的书籍、玩

具、生活用品，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别样的中秋

礼物。

中秋节来临之际，林芝市委宣传部派驻工

布江达县太昭村工作队协同村“两委”举办了

“强国复兴有我——情满月圆暖夕阳，团结共融

迎国庆”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邀请村里

老人、在太昭做生意的商户等来到太昭村幸福

院参加活动。

志愿者们分工协作，为大家准备了可口的

饭菜，他们还带来了生日蛋糕，为老人集体过

生日。志愿者们还向大家讲解了中秋节相关

知识，包括中秋节的起源和传统习俗，以及中

秋节文化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

等等。

（下转第三版）

同望一轮明月 共度传统佳节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庆中秋

浓 情 中 秋 暖 心 相 伴
—记孙鹏央宗一家的团圆夜

本报记者 王雨霏

图为中秋假期，市民游客参观西藏博物馆。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象征着团圆和丰收。在

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孙鹏、央宗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赏

月、吃月饼，享受着团聚的快乐。央宗说，这已经是他们在一起

过的第 7个中秋节了。

2009 年，孙鹏从云南省罗平县来到西藏参军，2014 参加专

项招聘，分配到日喀则市岗巴县昌龙乡工作。2016 年，在一次

机缘巧合中，孙鹏认识了昌龙乡小学教师央宗，次年，他们结了

婚，孙鹏也在西藏安了家。说起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

央宗一脸的幸福：“我们俩因为共同的爱好、相似的性格，最终

走到一起，组成了这个民族融合家庭，现在，我们的两个女儿都

已经上幼儿园啦。” （下转第二版）

图为在林芝市巴宜区尼洋河畔眺望中秋圆月和尼洋阁。

本报记者 谢筱纯 王珊 摄

本报拉萨9月17日讯（记者 王雨

霏）日前，记者在全区离退休干部跨

省安置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4 年，

全区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持续健全

完善工作制度机制，以务实举措提高

跨省安置工作质效，不断提升离退休

干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区各级老

干部工作部门克服离退休干部跨省

安置工作中人员多、分布广、居住分

散等难题 ，创新方法、真抓实干，在强

化领导、服务保障、自身建设等方面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效 。

2024 年以来，协调帮助 380 名易地安

置党员转接组织关系；166 名困难离

退休干部及遗属得到帮扶；集中走访

慰问离退休干部 4292 人次，为 1216 名

退休干部举办荣誉退休仪式。

2024 年 ，全 区 各 级 老 干 部 工 作

部 门 建 立 健 全 老 干 部 工 作 部 门 、原

单 位 、代 管 单 位 、社 区“ 四 位 一 体 ”

的 服 务 体 系 ，不 断 提 升 离 退 休 跨 省

安 置 人 员 管 理 服 务 工 作 水 平 ；积 极

推 进 信 息 化 服 务 平 台 迭 代 升 级 和

适 老 化 改 造 ，确 保 系 统 管 用 实 用 ；

加 强 制 度 建 设 ，理 顺 体 制 机 制 ，做

好 机 构 改 革 后 离 退 休 干 部 跨 省 安

置 的 各 项 管 理 服 务 工 作 ，让 全 区 离

退 休 干 部 切 实 感 受 到 组 织 的 温 暖 ；

主 动 深 入 基 层 ，调 查 研 究 离 退 休 干

部 跨 省 安 置 工 作 中 出 现 的 重 点 热

点 难 点 问 题 ，积 极 主 动 作 为 ，推 动

全 区 离 退 休 干 部 跨 省 安 置 工 作 再

上新台阶。

我区着力做好离退休干部跨省安置工作

本报拉萨 9 月 17 日讯（记者 张

琳）记者近日从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

了解到，拉萨市旅游资源普查工作自

2023 年 10 月份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共

普 查 旅 游 资 源 总 数 7700 余 处 ，新 发

现、新认定旅游资源 4000余处。

据 拉 萨市旅游资源普查办相关

人员介绍，白纳沟、曲甫沟、斯布沟、

热 振 藏 布 沟 、马 镇 彩 丘 、林 周 彩 丘 、

觉 康 山 花 岗 岩 峰 柱 群 、墨 竹 康 嘎 瀑

布 、达 孜 — 曲 水 G318 景 观 道 、林 周

田 园 、达 孜 田 园 、尼 木 田 园 等 品 质

较 高 的 新 发 现 、新 认 定 资 源 最 具 典

型代表性。这些原真性自然生境和

峰奇水秀的自然景观仿若一幅浑然

天成、风格迥异的自然画卷，在天地

间 徐 徐 舒 展 ，雄 奇 壮 丽 而 不 失 婉 约

柔美。

下一步，拉萨市旅游资源普查办

将严格按照自治区技术标准及规范

要求，加强原始资料整理和旅游资源

普查成果报告编制，按照实施方案的

时间节点，全面高质量完成拉萨市旅

游资源普查工作。

拉萨市新发现新认定旅游资源 4000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