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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一条路改变一座城
西藏日报青海日报青藏线联合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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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俯瞰安多县城。 青海日报记者 吴占云 摄

我们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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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面 贯 彻 落 实 新 时 代 党 的 治 藏 方 略 ！

新华社北京 10月 6日电 10 月 6 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

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

建交 75周年。

习近平指出，75 年前，中朝正式建立外交关

系，掀开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具有划时代的重

要意义。75年来，两国在巩固人民政权、维护国家

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加强交流合作、推进社

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携手前行，在促进地区和平

稳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密切协作。中

朝传统友谊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

验，成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近年

来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并通过函电等保持密

切沟通，共同引领和推动中朝关系深化发展。新

时期新形势下，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国建交 75

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深化友好交流合

作，续写中朝传统友谊新篇章，共同推动两国社会

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金正恩表示，75年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朝中友

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75 年来，两党两

国秉持对自身事业正当性的坚定信念，战胜各种

考验和挑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一如

既往地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朝

中友谊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朝鲜党和政府将按照

新时代要求，为巩固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继

续作出努力。祝愿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习近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就中朝建交 75 周年互致贺电

天地为幕，金色的青稞穗浪间，一条百米秀道蜿

蜒其中。悠扬的琴声响起，30 名藏族“阿佳”（藏语意

为“大姐”）身穿色彩斑斓的氆氇服饰缓缓走来。雪山

之下，这条秀道宛若一条独具民族特色的“彩虹”，展

示着藏家儿女幸福的生活。

9 月 8 日上午，一场氆氇时尚秀在西藏日喀则市江

孜县班觉伦布村上演。氆氇是藏族群众用来制作藏

式衣物的毛织品，其工艺迄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在上

海援藏帮扶下，这项传统技艺如今已成为当地“阿佳”

们的致富新途径，焕发出新的生机。

然而，江孜氆氇在几年前曾一度陷入发展危机：

传统织机效率低，颜色品种单一，市场反响低迷，“阿

佳”们辛辛苦苦做工一天，收入只有几十元。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村里第一个开办氆氇合作社的手工艺人

格桑卓玛，仍止不住叹气。

2022 年，江孜氆氇被列入上海产业援藏项目，上

海一家企业与江孜县签约手工工坊项目，格桑卓玛

的合作社迎来了转机。“项目带来了新式织机，以前

五六天才能织完一条，现在一天就能完成。”格桑卓

玛拿起一条羊绒氆氇围巾说，“你摸摸，面料是不是

很柔软？上海的工匠毫无保留地把现代编织技艺教

给我们，现在氆氇的颜色更多，设计也更时尚，能卖

两三千元呢。”

今年 7 月，上海浦东援藏建设的“阿佳格桑工坊”

正式开放。这个占地约 240 平方米的工坊，如今已实

现近 30名当地藏族妇女在家门口就业，其中有 12人每

人每月收入达到 4800元。

47 岁的藏族妇女央金和她 22 岁的女儿次仁片多

就在这里工作。“我从小身患疾病，生活难以自理，更

别提工作赚钱了。”想起以前的日子，次仁片多红了眼

眶，“阿妈天不亮就去村里打扫卫生，带我看病还要花

很多钱……”

在上海对口帮扶项目支持下，去年 10 月，母女俩

第一次去上海，学习氆氇编织技艺。

（下转第二版）

本报普兰 10月 6日电（本报记者

王香香 通讯员 格热 益西旺姆）记者

从普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以下简称

普兰边检站）获悉，近日，随着阿里地

区 普 兰 县 柏 林 拉 边 贸 通 道 的 恢 复 通

行，普兰县 3 个传统边贸通道丁嘎、拉

孜拉、柏林拉均已复通。截至目前，3

个 边 贸 通 道 进 出 人 员 已 达 200 余 人

次，进出贸易货物金额达 500 余万元

人民币。

“ 山 水 相 连 ，世 代 友 好 。”普 兰 边

检 站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从 古 代 的“ 丝

绸之路”到现代的“一带一路”，中尼

两 国 在 政 治 、经 济 和 文 化 等 领 域 ，始

终 保 持 紧 密 的 合 作 ，友 好 关 系 源 远

流长。

复通当日，普兰边检站通过高效

的服务，为由此出入境的群众提供通

关便利和良好的通关体验，获得了尼

方带队负责人的赞赏。

“自从山口通道关闭后，我已经 5

年 多 没 有 来 探 望 过 中 国 这 边 的 亲 人

了。恢复通关后，我第一时间来探望

亲人，顺便也带一点尼泊尔的日用品，

准备在这边售卖。”从丁嘎通道入境的

巴桑女士说。

普兰口岸是西藏自治区对外贸易

往来的主要口岸之一，自 2023 年 5 月 1

日恢复双向人员往来以后，该口岸出

入境人员达 2.5万余人次。

阿里普兰县 3条传统边贸通道恢复通行

驶 离 那 曲 市 ，报 道 组 一 行 沿 着 青

藏公路向安多县进发。安多县，位于

唐古拉山脉南北两侧，平均海拔高达

5200 米 。 这 里 是 青 藏 公 路 和 青 藏 铁

路 的 必 经 之 地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西 藏

北大门”。

抵 达 安 多 县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一 派

车流如织的繁忙景象。很难想象，这

里曾经只是几个低矮土坯房组成的驿

站。

如今，安多百姓的生活有滋有味，

住房宽敞又明亮，生活条件日益改善，

学校、电力、道路等设施一应俱全。

青藏公路，见证了这片土地翻天覆

地的变化。

难忘青藏公路修到家门口

在青藏公路修建之前，安多老百姓

主要依靠马、骡子等动物来运输物资，

这种方式既费力又低效。

1954 年 的 一 天 ，安 多 人 民 听 到 了

铁锹、镐头敲打石头的声音，从此，青

藏公路通到了安多县，铺平了安多县

的开拓路。

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

将军曾在 1951 年和 1953 年两次进藏，

由于道路艰险，两次进藏的艰难经历，

让慕生忠萌生了修筑一条从格尔木到

拉萨的公路的设想。经汇报中央同意

后，1954 年 5 月，肩负重任的慕生忠带

领筑路军民开始修筑青藏公路。

路修到唐古拉山时，他们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难题，断粮、缺氧、寒冷……经

过 40多天的艰苦奋斗，终于把路修过了

唐古拉山。

1954 年 10 月 20 日，慕生忠给北京

起草了一封电报。

（下转第二版）

担任自治区政协委员 6 年多来，他

参加各类视察调研、学习考察、专题协

商活动 40多次；

提出《关于走适合林芝实际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的提案》《关于以绿色可

持续发展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提案》等提案，为高原建立全业态互补

型旅游模式提出意见建议；

持 续 帮 助 偏 远 乡 镇 40 余 名 大 学

生，帮助贫困村完善基础设施；

……

他就是西藏自治区第十届、第十

一届政协委员，林芝润鑫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韩宇。

2001 年，韩宇来到林芝创业。回

想创业之初，韩宇告诉记者：“那时走

访市场我发现，林芝市场上的墙体材

料和建筑材料不少是高污染、高耗能

产品，存在诸多弊端。企业要想大发

展，必须服务于推动生态保护，走绿色

发展之路。”

林芝润鑫实业有限公司坚决履行

环保责任，恪守绿色环保原则，研发应

用环保技术，参与推动自治区标准建

材体系建设，确保企业经营全过程安

全、清洁、环保。

同 时 ，企 业 投 入 近 千 万 元 ，联 合

区外高校成功研发“建筑废旧残渣高

强度蒸压砖”，整个生产过程安全、清

洁 、环 保 ，淘 汰 了 高 污 染 、高 耗 能 产

品，改变了传统预制砖生产的高排放

模式。

韩宇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推动企

业发展进步的基石，通过建支部、强队

伍、聚合力，把加强民族团结融入到企

业 生 产 经 营 和 文 化 建 设 中 ，公 司 汉 、

藏、回、门巴、珞巴、傈僳等 10 多个民族

的 400 多名员工拧成了一股绳，共同干

事创业。

（下转第三版）

自治区政协委员韩宇：

以担当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胡文

政协委员风采

10 月 4 日，西藏军区某部举办第四届

“情系边疆、爱洒高原”集体婚礼，26 位新

娘自五湖四海而来，与该部官兵携手步入

婚姻殿堂。

上图：新娘撒花送祝福。

右图：新婚伉俪携手走过幸福拱廊。

本报记者 王雨霏 本报通讯员 廖力 摄

与国同庆
爱洒高原

国庆期间，当人们享受美好假期的时

候，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岗位上，其中少不

了驻村干部的身影。他们行走在田间地

头，奔走于群众家中，与大家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忙碌在乡村振兴一线。

记者来到日喀则市江孜县达孜乡加

那村时，驻村工作队队长索朗央宗正站在

十字路口，挥舞着小红旗，指挥着过往车

辆。谈起国庆假期的感受，她说：“虽不能

像别人一样开启放假模式，但能够力所能

及地帮助群众、得到群众的肯定就是最大

的收获。”

江孜县被誉为西藏的青稞粮仓。广

袤的青稞田像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拂

过，穗浪翻滚。眼下，恰逢达孜乡农忙时

节。村民们忙碌着，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让他们面对丰收时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得知情况后，驻村工作队迅速行动，当起

“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秋收活

动。

驻村工作队队员边顿、普片来到格列

等农户的田里，熟练地拿起镰刀，弯下腰，

开始收割庄稼。

“看着满是青稞的田地，我心里高兴，

可又愁没人收。现在好了，有你们帮忙，

真是解决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受助群

众感激地说。

村民望着那一垛垛青稞，眼中满是幸

福和满足，笑声在田野间此起彼伏。

在秋收的关键时刻，交通问题成为村

民们面临的另一大困扰。加那村紧邻乡所

在地，交通繁忙，尤其是农忙时节和假期，道路拥堵问题更加突出。

对此，索朗央宗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变身“交警”，站在村里交

通最繁忙的路口，指挥疏导交通，确保秋收期间的运输畅通无阻。

此外，驻村工作队还兼任“宣讲员”，身穿红马甲，深入田间地

头和农户家中，宣传车辆安全、防火防灾等安全知识。

索朗央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我们虽然很累，但也很有成

就感。下一步，我们将与村‘两委’班子成员紧密配合，充分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履行工作职责，以实际行动解民忧、纾民困、

暖民心，奏响乡村振兴的‘奋进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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