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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0月 28日讯（记者 王

超）近日，记者从 2024 年中华环保世

纪 行 —— 西 藏 行 活 动 获 悉 ，今 年 以

来，山南市交通运输行业部门和公路

养护部门认真开展公路沿线白色垃

圾清理及公路控制区范围内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确保了国省道及农村公

路干净整洁美观。

据 悉 ，山 南 市 交 通 运 输 行 业 部

门和公路养护部门全面加强对 1342

公 里 国 道 、1376 公 里 省 道 的 公 路 管

养 工 作 。 截 至 9 月 底 ，共 整 理 路 肩

15.37 万 平 方 米 、整 理 边 坡 8.47 万 平

方米，修剪清理路肩、边坡草木 42.96

万 平 方 米 、清 理 边 沟（截 水 沟 、排 水

沟）等 69.77 万 平 方 米 。 同 时 ，充 分

发挥 1172 名农村公路生态管护员及

县 乡 村 三 级 路 长 作 用 ，全 面 开 展 农

村公路及公路控制区范围内环境卫

生 清 理 。 截 至 目 前 ，共 出 动 生 态 岗

位公路管护员 1577 人次、机械 69 台

次 ，清 扫 路 面 8.4 万 平 方 米 ，清 理 垃

圾 105.8 吨，保证了农村公路的干净

整洁。

山南市加强国省道及农村公路管养工作

本报拉萨 10月 28日讯（记者 索

朗琼珠 尼玛卓嘎）10 月 18 日至 24 日，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瑞士、加

拿大、西班牙的 4 名外籍专家学者参

访团赴拉萨、林芝市参访。

参 访 团 一 行 先 后 来 到 布 达 拉

宫、西藏博物馆、大昭寺、八廓街、邦

达 仓 大 院 、西 藏 大 学 、南 山 公 园 、巴

松 错 、鲁 朗 国 际 旅 游 小 镇 等 地 参

访。实地了解西藏传统文化保护及

文 物 保 护 发 展 、藏 医 药 事 业 以 及 生

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旅游促民增

收等情况，直观感受真实、发展中的

西藏。

在布达拉宫、大昭寺，参访团一行

了解了修建历史、藏传佛教发展史、

文物保护及宗教仪轨等情况。在八

廓街、邦达仓大院，参访团亲身感受

了古城保护和古城商圈经济融合发

展现状。来自西班牙的专家学者在

体验藏香制作时说：“藏香制作手法

很有讲究，制作过程非常治愈。我会

把自己制作的藏香带回西班牙，每次

点香时我就会想起在拉萨的这段美

好经历。”

在西藏博物馆，瑞士专家学者表

示：“西藏不仅有独特的传统文化，还

能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和学习外来文

化，形成众多艺术表达形式，让我觉

得不虚此行。”

在自治区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

司 ，参 访 团 一 行 了 解 了 藏 医 药 发 展

史 ，体 验 了 藏 医 诊 断 疗 法 。 大 家 表

示：“第一次体验藏医把脉，感觉很神

奇。中国政府把藏医药文化和藏医

药事业传承工作做得很好。”

在林芝市巴松错和鲁朗国际旅

游小镇，来自加拿大的摄影师的摄像

机就没有停止过拍摄。他说：“西藏

的自然风光美不胜收，我要多拍些照

片和视频，回去给家人朋友们欣赏。”

活 动 结 束 后 ，参 访 团 成 员 纷 纷

表 示 ，此 次 参 访 让 大 家 觉 得 意 犹 未

尽，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西藏，去

往 更 多 的 地 方 ，相 信 西 藏 的 明 天 更

美好。

外籍专家学者参访团在藏参访

本报改则 10 月 28 日电（记者

达珍 洛桑旦增 通讯员 张燕）10 月

20 日，改则县先遣 35 千伏输变电工

程成功投运，23 日晚，当地 500 多户

村民用上了大网电。至此，西藏阿

里地区改则县先遣乡结束了太阳

能光伏板发电的历史。

据了解，该工程总投资 6546 万

元，线路全长 92.24千米。先遣乡平

均海拔4560米，山高路远、人口稀少，

牧民居住分散。长期以来，先遣乡扎

布村、那日松巴村和玛尔果村附近无

电源点，用电依靠太阳能光伏板发

电，供电不稳定，运维成本高。

2023 年以来，国网阿里供电公

司加快大电网未覆盖乡通电工程

建设进度，开工建设改则根琼 35 千

伏、先遣 35 千伏输变电工程等大电

网延伸通电工程，解决了阿里地区

改则县无电地区的供电问题，扩大

了西藏电网的覆盖范围，增强了当

地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改则县先遣35千伏输变电工程投运

布达拉宫

年度“美容”开始啦

西藏山南市玉麦乡，一度是一家三

口撑起的“三人乡”，桑杰曲巴老人和女

儿卓嘎、央宗几十年在此为国守边。

如今，记者走进玉麦乡，看到家家

户户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来往忙碌

的行人车辆，深切感受到这座边陲小城

旅 游 业 发 展 、居 民 生 活 条 件 改 善 的 脚

步。玉麦，已焕新颜。

格桑卓玛是玉麦乡纽林塘村的村

民 。 干 净 整 洁 的 院 落 、温 暖 的 阳 光

房 、精 心 打 理 的 花 草 ，处 处 凸 显 着 她

对家的用心。“守边固边，我感觉很自

豪，如今家里的条件也在不断改善。”

现 在 ，格 桑 卓 玛 的 女 儿 、女 婿 都 在 玉

麦工作。

38 岁的索朗卓嘎是当地一家藏式

茶馆的老板。“茶馆是去年开的，今年又

学了驾照、买了车，进货、接送孩子都方

便多了。”索朗卓嘎满脸笑意地说。

光 顾 茶 馆 的 客 人 们 ，除 了 当 地 村

民，还有不少是到玉麦来的游客。“这

两年游客越来越多，今年以来，到玉麦

旅游住宿的人员就超过了 1800 人。”玉

麦 乡 党 委 书 记 胡 学 民 介 绍 ，当 地 重 点

打 造 红 色 玉 麦 旅 游 线 路 ，为 了 让 村 民

收 入 多 元 化 ，同 时 让 游 客 有 更 好 的 体

验，乡政府统一规划，帮助当地百姓装

修民宿。

“旺季每天晚上都满房，昨晚我还

给邻居推荐了住不下的客人。”重庆江

湖宾馆老板何宁说。2022 年，何宁和丈

夫来到玉麦，靠着勤劳肯干的劲儿，目

前已成为玉麦乡最大民宿的老板。此

外，还有来自湖南、四川的商户，也扎根

玉麦，用辛勤的劳动，丰富着玉麦的服

务业市场。

在桑杰曲巴旧居门口，记者遇上了

来自湖北的游客魏先生。已经退休的

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之前在电视上看

过桑杰曲巴老人带着女儿守边的事迹，

非常感动，就想亲眼看一看玉麦到底什

么样。”

如今的玉麦，已经从当年的“三人

乡”，发展成为拥有 67户 250多人的小康

乡。越来越多人来到玉麦、留在玉麦。

“玉麦也是我们的家”，是新“玉麦人”的

真挚告白。

1994 年出生的旦增桑珠已经在玉

麦工作了近 10 年。“一开始在乡里的小

水电站工作，小水电站发电不稳定，夜

里常要维护电力设施。那时只有我一

个人，吃住都在水电站里。”旦增桑珠

说，如今，玉麦乡有了稳定的供电，他也

在玉麦娶了媳妇安了家，成了乡里的邮

政快递员。

“现在乡里的快递越来越多了，我

的工作干劲也越来越高。”旦增桑珠说。

34 岁的达娃玉珍是玉麦乡党委委

员，每天穿梭在各家各户为群众服务，

玉麦乡的变化她看在眼里。“现在通信

信号全覆盖，还有人在家里做直播，商

店里手机支付、群众网购都很方便。”达

娃玉珍说。

正在蔬菜大棚里劳动的陈志祥去

年大学毕业后，主动选择到玉麦乡政府

工作。新的视野、新的探索，让他对未

来充满希望。“我要和玉麦乡的村民们

一起，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打造美丽

旅游环境，向更好更美的生活迈进。”陈

志祥说。

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在玉麦发

光发热。他们深切感受着玉麦发展脉

搏的同时，也将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守边

兴边的实际行动，在这片祖国边陲的土

地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拉萨10月 28日电）

玉 麦 焕 新 颜
新华社记者 吕星 吴思思

（紧接第一版）坚持党的领导，提升信息化条件

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

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

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发展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

文化。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

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

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

经营机制。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

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

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

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文

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扎根生活、

潜心创作，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探

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

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

文化发展优势。

习近平强调，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

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

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

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

福感。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

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尊重人才成长

规律，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

使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

策环境，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

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中 赓 续 中 华 文 脉 。 高 扬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主

体 性 ，把 历 经 沧 桑 留 下 的 中 华 文 明 瑰 宝 呵 护

好、弘扬好、发展好。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内 涵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激 活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优 秀 因 子 并 赋 予 其

新 的 时 代 内 涵 ，发 展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 秉 持 敬 畏

历 史 、热 爱 文 化 之 心 ，坚 持 保 护 第 一 、合 理 利 用 和 最 小 干 预 原

则 ，推 动 文 化 遗 产 系 统 性 保 护 和 统 一 监 管 。 健 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承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

外传播格局。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

形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地

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

文化成果。

习近平最后强调，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

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化建设领

导管理体制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干部

配备、人才培养、资源投入等工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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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0 月 28 日讯（记者

边珍 见习记者 王佳琦 冯琳琳）25

日下午，2024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总决赛争夺赛——高职组电子

与信息（赛道二）移动应用设计与

开 发 赛 在 西 藏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开

赛。来自 31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参赛队伍在 1 天半时

间里同场竞技。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教

育 部 牵 头 举 办 的 公 益 性 、国 际 性

职 业 院 校 综 合 技 能 竞 赛 ，今 年 升

级 为“ 世 界 职 业 院 校 技 能 大 赛 ”，

共设置 42 个赛道，分为争夺赛、排

位 赛 、冠 军 总 决 赛 三 个 阶 段 。 其

中 ，高 职 组 电 子 与 信 息（赛 道 二）

移动应用设计与开发赛项在西藏

赛 区 举 办 ，由 西 藏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承办，排位赛、冠军总决赛在天津

赛区举行。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徐

斌 表 示 ，学 院 承 办 此 次 国 际 性 赛

事，对推动自治区高等职业教育发

展有积极促进作用，有助于学院在

交流中提升教学质量，培养更多优

秀人才。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相 关 赛 事 在 拉 萨 举 行

本报拉萨 10月 28日讯（记者 郑

璐 袁海霞 见习记者 旦增措姆）26 日

至 27 日，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拉萨召开。

据 了 解 ，本 届 学 术 年 会 由 西 藏

自 治 区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 主

办、西藏大学承办。年会设开幕式、

主 旨 演 讲 、分 论 坛（人 口 、人 心 、人

才）、闭幕式等环节。此次活动获得

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大

力支持，共计收到 80 余篇参会文章，

遴选收录 62 篇，会后将出版“学术年

会论文集”。

研讨会上，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

究所顾问狄方耀发表了题为《西藏边

境地区的人力资源素质与现代化建

设研究》的演讲。他说，西藏边境地

区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具有特

殊重要性。因此，研究如何在西藏边

境地区居民中培养高素质人才，确保

人心的稳定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杨明洪告诉记者，本届学术年会

上，他围绕西藏经济现代化的趋势分

析这一主题，着重讨论从非典型二元

经济结构向单一经济结构转型过程

的问题。

会后，与会嘉宾参观了西藏大学

校内各个展馆。

西藏社科联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拉萨召开

（上接第一版）

王 君 正 强 调 ，要 加 强 党 对 金 融 工 作 的

全 面 领 导 ，确 保 党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不 折 不 扣

落 实 到 位 。 认 真 履 行 党 领 导 金 融 工 作 的

职 能 ，深 化 金 融 系 统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工 作 ，

坚 持 凭 能 力 用 干 部 、以 实 绩 论 英 雄 ，努 力 打

造 一 支 忠 诚 干 净 担 当 的 高 素 质 专 业 化 干 部

人 才 队 伍 。 领 导 干 部 特 别 是 金 融 系 统 干 部

要 强 化 专 业 思 维 、提 升 专 业 素 养 ，努 力 学 习

金 融 知 识 ，把 握 金 融 规 律 ，不 断 提 高 领 导

金 融 工 作 的 能 力 ，努 力 推 动 西 藏 金 融 高 质

量 发 展 。

（紧接第一版）“现在没人采盐了，也就没人会

唱采盐歌了。”“年轻人有会唱剪羊毛歌的，但

很多人都唱不全。”随着传统生产方式的现代

化，一些劳动歌曲面临着失传的风险。

不能让流传数百年的传统民歌在自己这

里断了。次仁土塔尔和白格都带起了徒弟。

次仁土塔尔的徒弟是他的两个儿子，白格多一

些，有 10 个徒弟。“希望他们能多学一些，传唱

下去！”

那曲市、安多县政府非常重视民歌的传

承。县里的文化活动经常请这些民歌艺人来

演出，还会经常举办专项比赛。比如今年的

“乡村振兴 那曲奋进”活动中就举办过剪羊毛

歌大赛。每个村派 10 人参赛，光扎仁镇就有

30 多人参加。然后镇里的前三名再到县里进

行比赛。白格就得了镇里的第一名、县里的第

三名。

是啊，除了搜集、记录、出版等抢救性措

施 ，广 为 传 播 、广 为 传 唱 或 可 延 续 这 些 劳 动

歌曲。

“让更多年轻人来唱，要把这首歌传承下去，

教更多的徒弟。”次仁土塔尔和白格对我们说。

劳 动 的 歌 曲 传 唱 不 息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不断提高金融工作水平
为 西 藏 长 治 久 安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坚 实 支 撑

楚 嘎 村 有 个 动 物 园
本报记者 李梅英

矮马、白狐、鸵鸟、羊驼……这些在西藏比

较少见的动物，2023 年 5 月走进了海拔 4100 米

的日喀则市康马县南尼乡楚嘎村。

近日，记者跟随日喀则“珠峰儿女迎盛世·
砥 砺 奋 进 新 征 程 ”采 访 组 一 行 ，走 进 了 楚 嘎

村。这个位于南尼栖塘生态园内的动物园，让

大家眼前一亮。

“作为小型动物园，此处饲养了梅花鹿、孔

雀等 10 多种动物，在当地非常受群众欢迎，给

栖塘生态园带来不少人流量。”康马县南尼乡

党委组织委员丹增罗布介绍说。

为了照顾好这些“远道而来”的动物，南尼

乡专门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拉萨市曲水动物园

学习。“冬天，我们会将部分动物送往曲水动物

园寄养。动物在这儿生活得很好，今年还有羊

驼顺利生产了一只小羊驼。”动物园工作人员

格桑说。

近年来，康马县南尼乡扎实推进楚嘎村

美 丽 宜 居 示 范 村 建 设 ，打 造 总 占 地 面 积 1.3

万 平 方 米 的 南 尼 栖 塘 生 态 园 ，并 于 2023 年 6

月 正 式 对 外 开 放 。 生 态 园 内 设 有 休 闲 露 营

帐 篷 、游 客 接 待 中 心 、动 物 岛 、足 球 场 、台 球

室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等 ，是 当 地 群 众 游 玩 的 好

去处。

2023 年，南尼栖塘生态园实现经营性收入

65 万元，楚嘎村分红 10 余万元。今年截至目

前，生态园实现经营性收入 50 余万元，为楚嘎

村集体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10 月 28 日，布达拉宫开始进行粉

刷维护工作。为使经过一年日晒雨淋

的红墙白壁保持鲜亮光彩，每年秋冬交

替时节，布达拉宫外墙都要进行粉刷

“美容”。

图 为 工 作 人 员 在 粉 刷 布 达 拉 宫

外墙。

本报记者 洛桑平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