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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

拓宽致富路 奔向新生活
西藏日报四川日报川藏线联合报道组

四周青山环抱，习习秋风拂动遍地

金黄的青稞，一台台收割机往来穿梭，

欢声笑语里满是对丰收的庆祝和对生

活的憧憬。

初 秋 时 节 ，报 道 组 来 到 离 拉 萨 仅

一个小时车程的墨竹工卡县甲玛乡。

繁忙的拉林高等级公路穿乡而过，拉

林高速的旁边就是川藏公路，乡亲们

开着拖拉机，载着新收的青稞，“哒哒

哒”地欢快驶过。

甲玛在吐蕃时期曾是雪域高原的

政治中心。据史籍记载，松赞干布出生

于此地，因此，甲玛又被称为“藏王故

里”。近年来，甲玛乡依托靠近国道、历

史文化深厚、矿产资源丰富等优势，在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业的同时，鼓励村民

跑运输和从事机械租赁，让群众不离乡

不离土就能致富。

甲 玛 乡 辖 有 龙 达 村 、赤 康 村 和 孜

孜荣村三个村。松赞路一头连着川藏

公路，一头穿过龙达村。觉阿的家就

坐落在松赞路旁，崭新气派的院落门

口有一块空地，停放着他新换的越野

车和赚钱的“伙伴”——一台挖掘机、

一台吊车。

靠着跑运输，觉阿在 2022年建起了

新房子，整栋楼共 11 间房 240 平方米。

生活越过越红火，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觉阿说：“以前，家里只能靠我打零

工过日子，总是紧巴巴的，老房子还是

2012年国家出钱帮着建的。”

2014 年，看到跑运输前景不错，觉

阿通过向朋友借钱和贷款买了一辆卡

车，从此走上了致富路。到 2022 年，他

存下的钱不仅买了挖掘机和吊车，还建

起了新房。

（下转第二版）

1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壮美西藏，历史文化遗产之

丰富，如同雪域高原夜空中的繁星。

近日，记者随“雪域高原焕新貌”调研采访团探寻

千年技艺如何传承活化：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旅有

机融合，会带来哪些高原宝“藏”？

夜幕降临，山川星空化作舞台大幕。

一名老者头戴蓝色面具、吟唱古老颂词，跳起已

传承数百年的藏戏；500 多人手持木夯，以气势恢宏

的“打阿嘎”，艺术化再现吐蕃百姓修建布达拉宫的

场景……

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集中呈现数十种非物质

文化遗产，已成为游客来西藏必“打卡”的文化产品

之一。

“每一幕每一场都像是流动的‘时光机’，将我们

带入历史长河，真实而梦幻。”一名山东游客看完演

出，仍久久沉浸。

据了解，2013 年开演以来，《文成公主》累计演出

超 2000 场，演出及旅游配套累计接待观众超 3000 万人

次，项目直接吸纳和间接带动就业上万人次。

传统文化蕴含无限力量。剧场运营企业域上和

美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牟得喜认为，

“非遗+演艺”，让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的

融合与体认、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成为可能。

距离文成公主剧场不远，是今年 5 月正式开馆的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这一世界海拔最高的

非遗博物馆，正成为游客眼中新的“打卡爆款地”、当

地居民的“周末好去处”。

从体验制作藏香，到听“仲肯”吟唱气象万千的格

萨尔，博物馆内，游客可以近距离接触西藏优秀非遗

项目，感受记忆如何传承，文化如何流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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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10月5日讯（记者 郑璐 袁海霞 见习

记者 冯琳琳）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近

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通报了全国巩固拓

展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动态监测数

据情况，我区重点监测三类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突出严重困难户）中因病返贫人员占比

18.3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42.31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区推广优化疾病分类救治措施，在

国家确定的 30 个病种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至

38 种疾病。同时，持续强化脱贫人口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并逐步扩大服务覆盖面。建立健全因病

致贫返贫风险人群监测预警和精准帮扶机制，对

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大病、重病救治情况

进行监测，做好救治、康复等健康服务，明确相关部

门在监测和帮扶工作中的任务分工和职责。据统

计 ，截 至 今 年 8 月 底 ，我 区 大 病 集 中 救 治 率 达

99.93%，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率达 99.78%。健康扶贫巩固成果中重点监

测对象 4.01万人，累计核实帮扶患者 5.28万人次，

重点监测对象入户核实率达 99.79%。

据了解，这些年，我区不断完善“先诊疗后付

费”政策，在有效防范制度风险的前提下，有条件

的地方将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对象

调整为乡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

监测对象，患者入院时无需缴纳住院押金，只需

在出院时支付医保报销后的自付费用；医保经办

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信息互联互通，配合推进医

疗保障“一站式”结算。

我区返贫风险人员中因病返贫占比全国最低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2.31个百分点

新华社北京电（周文剑）退役军人

事务部 9 月 29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

绍，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及国家烈士

遗骸 DNA 鉴定实验室首次执行的高

原地区搜寻鉴定任务——西藏阿里地

区无名烈士遗骸发掘鉴定工作圆满完

成，8位无名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

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中心党委副书记奚玉峰介绍说，2023

年以来，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国家烈

士遗骸搜寻队及国家烈士遗骸 DNA

鉴定实验室等专家团队克服高原高寒

高海拔等因素影响，持续开展阿里地

区无名烈士遗骸发掘鉴定工作。

据了解，这是他们首次采取一体

化联动方式作业，同步开展遗骸清理、

样本采集、保护处理等环节工作，有效

避免遗骸遗物因长时间户外暴露造成

影响。此外，退役军人事务部还组织

复 旦 大 学 法 庭 科 学 研 究 院 等 科 研 团

队，综合运用多种前沿技术手段，尽可

能复原烈士容貌。

阿里地区烈士遗骸发掘鉴定工作完成
8位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

图为在松赞路上俯瞰龙达村。 本报记者 张思雨 摄

我们的节日

连 日 来 ，我 区 各 地 开 展 丰 富 多

样、精彩纷呈的文体娱乐活动欢度国

庆，营造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

在充实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祝福伟大

祖国、礼赞伟大时代。

图①：拉萨市民在宗角禄康公园

跳锅庄舞。 本报记者 唐斌 摄

图②：拉萨市墨竹工卡县门巴乡

群众进行拔河比赛。

仁青卓玛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图③：拉萨市城关区慈觉林街道

的小朋友们在踢足球。

本报记者 刘倩茹 摄

多 彩 活 动

乐 享 假 期

西藏自治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宣传标语口号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

本报拉萨 10月 5日讯（记者 袁海

霞 郑璐 通讯员 潘仁仁）5日，记者从自

治区体育局获悉，在刚刚结束的 2024

年全国马术三项赛锦标赛中，我区竞

技马术队表现出色，荣获团体亚军。

据悉，此次锦标赛于 9月 30日至 10

月 3日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国际马术

中心举行，由中国马术协会主办，共设

团体赛和个人赛两个组别，吸引了来自

全国的 5 支运动队共 29 名选手参赛。

经过激烈比拼，我区运动员边巴次仁、

格桑平措、旦增罗旦和旺杰组成的团队

脱颖而出，荣获团体亚军。同时，在个

人赛中，我区选手同样表现出色，旦增

罗旦获得第二名，增杰、格桑平措、边巴

次仁分别获得第四、五、六名。

自治区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佳绩的取得，不仅展示了我区马术运

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拼搏精神，也为

我区马术运动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我区竞技马术队获得全国马术三项赛锦标赛团体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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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0月 5日讯（记者 袁海

霞 卓玛七林 实习生 沈雨秋）今年是中

国极地考察 40 周年，日前，以“认识极

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探索自然

奥秘、勇攀科学高峰”为主题的中国极

地考察 40 周年极地知识进校园西藏站

活动在西藏大学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举办。

活动期间，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总

工程师、研究员，中国第 36 次南极考察

首席科学家何剑锋；中国第 33次、35次、

37次南极考察队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龙耀，中国第

32次南极考察队员、自治区人民医院急

诊科主任洛桑次仁，在结合自身经历分

享极地科普知识的同时，通过一个个感

人故事，讲述了一代代极地工作者勇斗

极寒、坚韧不拔、拼搏奉献、严谨求实、

造福人类的精神风貌。

“ 你 好 ！ 中 国 南 极 长 城 站 、中 山

站，这里是西藏拉萨！”活动现场，跨越

南北半球的“南极现场连线”特别引人

注目。第 40 次南极考察长城站越冬站

长王建忠、中山站越冬站长胡泽骏分

别 介 绍 了 考 察 站 有 关 情 况 和 极 地 知

识，并与现场学生代表和自治区自然

资源厅机关干部进行视频互动。

西藏大学师生和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干部职工纷纷表示，此次活动使他

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祖国科技日新月

异的发展进步，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

豪感极大增强。

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

极地知识进校园西藏站活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