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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南北山绿化种植基地阅读推广

服 务 点 设 立 暨 图 书 捐 赠 仪 式 举 行
江白出席并讲话

用对讲机织起长江源的“保护网”
光明日报记者 傅强 尕玛多吉

本报拉萨 11月 9日讯（记者 次仁

片多）9 日上午，拉萨南北山绿化种植

基地阅读推广服务点设立暨图书捐赠

仪式举行，活动旨在积极搭建平台、创

造条件、提供资源，不断满足广大务工

人员文化知识需求。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白出

席并讲话。

江白指出，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

是自治区党委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要举措。在南北山绿化种植基

地设立阅读推广服务点，无偿捐赠提

供丰富的图书资源，是满足不同群体

阅读需求，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使广大

务工人员更加便利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的创新之举、务实之举。南北山绿化

广大务工人员要珍惜机会、主动参与，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念

投身南北山绿化的火热实践，为实现

人生价值、推进南北山绿化持续高质

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10 月下旬，西藏那曲市安多县三江

源 自 然 保 护 区 唐 北 区 域 ，温 度 已 降

至 -10℃ 左 右 。“ 这 是 我 今 年 第 4 次 去

‘长江源’巡护，看天气像是要下雪。”清

晨 6 点，年近 70 岁的才嘎身穿印着“玛

曲乡长江源党员对讲机志愿队”字样的

冲锋衣外套，准时与记者在玛曲乡政府

大院碰头。万籁俱寂，满天星斗，越野

车出发了。

没 多 会 儿 ，记 者 的 手 机 便 没 了 信

号。才嘎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从 1968年至今，才嘎一直是罗台村

的村医，他经常步行或骑马，穿梭在玛

曲乡广袤的牧区，给牧民们送医送药。

他还有一个身份：玛曲乡长江源环保志

愿服务队首任队长。他说，志愿服务队

由当地牧民群众志愿组成。可他最看

重的还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我 1992 年

入党，有 32年党龄了！”

1977 年，他作为向导，和某地质队

一起参加了为期 40 天的勘测和拍摄工

作。第一次走进长江源头，亲眼见到山

河之壮美、生态之脆弱。此后，他便用

业余时间沿线巡逻、捡拾垃圾、保护野

生动物。早年骑马往返要五六天，天黑

了就借宿在牧民家里。后来是骑摩托

车，再后来有了皮卡车、越野车，起早贪

黑的话可以当天往返。2016 年，环保志

愿服务队成立后，每个月要进行 5 到 6

次巡逻，每次 40多公里。“这里生态极其

脆弱，一旦破坏就很难修复，保护至关

重要！”才嘎说。

才 嘎 和 队 员 们 一 起 ，清 理 河 道 垃

圾 ，救 助 受 困 的 野 生 动 物 ，劝 返 私 闯

保 护 区 的 游 客 ，阻 止 人 为 破 坏 环 境 ，

用双脚一步步丈量长江源头的冰川和

河流。冬天，队员们多乘坐皮卡车出

行巡护，要承受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低

温 和 风 雪 ；天 暖 时 ，又 随 时 可 能 遇 到

洪水。

在 2023 年 7 月的一次巡护途中，才

嘎的车辆突遇涨水，深陷河道。他坚持

先救援其他队员，结果自己没能及时撤

离，被困车上。队员们通过对讲机，接

力向外传递消息，等待专业救援。湍急

的河流中，车辆摇摇欲坠，才嘎只能爬

上车顶，被困了 14个小时。第二天清早

获救时，他因体力不支昏了过去。

广 袤 的 无 人 区 ，手 机 时 常 没 有 信

号，对讲机成了队员们最重要、最可靠

的通信工具。在沿途的各个重要点位，

包括牧民们的游牧点，队员们靠对讲机

拉起了一张“大网”。遇到情况，就靠对

讲机接力传递信息。

前 不 久 ，才 嘎 和 队 员 们 正 常 巡 护

时，对讲机内突然传来了呼叫：“大家注

意，有一台进入保护区的车辆，车上人

员严重高反，上吐下泻……”通过对讲

机持续沟通位置，队员们最终在一处小

河旁的草地上发现了这台无证的越野

车。当了一辈子村医的才嘎，治疗高反

很是拿手，他用随身携带的药品，紧急

给游客治疗，同时用对讲机呼唤其他队

员前来救援。最终，脱离生命危险的游

客被带到乡里的野生动物保护站做进

一步观察。

“ 每 年 都 有 很 多 自 驾 游 客 慕 名 而

来，但这种行为对长江源头生态的破坏

无法估量，我们尽可能对其阻拦并劝

返。”才嘎说，这几年，环保志愿队的成

员越来越多，他的儿子、孙子也加入其

中，一台台对讲机编织的环保防护网也

越来越密。

如今，才嘎已是玛曲乡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长江源牧民党员对讲机服务站

的副站长。在他的带动下，全乡 300 余

名党员干部自发加入服务站，开展送

学、送政策、送信息、送通知、送服务等

活动，将党的声音第一时间传递给牧区

群众。

在无人区行驶近 5 个小时，我们终

于抵达海拔 5300 米的格拉丹东雪山脚

下。站在刻有“长江源”“长江第一滴

水”字样的石碑前，才嘎遥望着对面的

冰川：“和我第一次来时相比，冰川的位

置后退了不少。不过这些年，后退的速

度已经明显放慢了。”对于长江源的一

草一木，他如数家珍。

返回的途中，狂风大雪不期而至，

天色渐暗，道路湿滑、车行很慢，加上渐

渐袭来的高反，记者有些昏昏欲睡。突

然，才嘎兴奋道：“快看，前面有两只藏

原羚！”记者连忙摇下车窗，远处，两只

黄色的“精灵”在追逐嬉闹。才嘎用对

讲机向前方游牧点上的队员通知藏原

羚的活动情况……

“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工作的一

部分。一旦遇到动物受伤，队员们会为

它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救助。”才嘎告诉

记者，现如今，巡护时经常会遇到棕熊、

岩羊、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这是生态变

好的证明啊！”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4年 10月

31日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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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 月 9 日是第 33 个全国消防日，主题是“全民消防、生命至上”。我

区各地各部门举行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和应

急避险能力。

图①：西藏·拉萨“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现场，消防员展示消防救援技能。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图②：西藏·拉萨“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现场，市民观看消防设备。

本报记者 唐斌 摄

图③：那曲市2024年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现场，小朋友参与消防知识问答。

本报记者 王敏 本报通讯员 蒋贵忠 摄

图④：西藏森林消防总队新训大队组织指战员围绕学习践行授旗训词精神

暨消防宣传月系列活动创作黑板报。 本报记者 刘倩茹 本报通讯员 朱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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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消防 生命至上

（紧接第一版）截至今年 8月 30日，清洁

能源外送累计达 146 亿千瓦时，助力受

电省份减少标煤使用约 448 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约 1117 万吨、二氧化硫约 34

万吨。

西藏除了利用水、风、光等自然资

源优势，还持续壮大文化旅游、特色农

牧、高新数字、藏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

同时加快培育高原轻工业等新兴产业，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以传统农牧业为例，西藏积极延伸

产业链条，在提升产品附加值、开拓市

场方面取得明显进步。牦牛出栏周期

由原来的 8 至 12 年缩短到 3 至 4 年，以

牦牛骨为原料的牦牛骨瓷器受到市场

青睐。自主研发的青稞良种逐步增多，

由青稞加工而成的青稞酒、饼干、挂面、

代餐粉等系列产品，不仅销往国内其他

省份，还远销尼泊尔、加拿大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

在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当地至今

仍保留着饲养白绒山羊的传统，所产羊

绒的绒细度最细可达 10微米，是顶级羊

绒产品。长期以来，受销售零散、群众

市场观念不强等因素影响，这里的羊绒

卖不上价，导致牧民收入增长缓慢。

为改变这一局面，当地在河北援藏

团队的帮扶下，根据产绒量、绒细度等指

标，选择优质的白绒山羊繁育留种，不断

扩大白绒山羊种群，逐步提升白绒山羊

的整体质量。2023 年，在日土县举行的

拍卖活动中，超细羊绒价格最高达到一

公斤 1355元，创历史新高。仅羊绒产品

一项，使当地牧民户均每年增收数万元。

西藏努力把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

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的同时，还创新探

索产业融合发展，多地因地制宜尝试

“农业+乡村旅游”“旅游+体育”“旅游+

民族手工业”融合发展模式，电子商务

与文旅、农牧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为特

色优势产业注入了新动能。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

王念东表示，西藏今后将加大资金投入

和创新力度，加快完善水、电、路、讯等

基础设施，挖掘资源优势，展现区位优

势，用好后发优势，畅通经济循环，把各

项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据新华社拉萨电）

把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优 势

（上接第一版）

“当年我刚开业时，镇上就有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遇到外国游客，语言

不通，交流只能靠相互比划，但大家相

处十分和谐。羊八井如一泓温泉包容

所有、温暖所有，所以我对我们镇的发

展充满信心！”

嘎玛扎巴笑着，深邃的眼窝、笔挺

的鼻梁与眸中的睿智温和形成强烈对

比，他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淡淡的微

笑，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信心。

地热奇迹里的奋斗者

在堆古酒店不远处，便是总投资

达 5.5 亿元的羊八井地热温泉二期项

目——蓝色天国羊八井地热旅游区项

目。

步入蓝色天国羊八井地热旅游区，

只见占地 600亩的景区以巨大孤石做景

观气势恢宏，汤池区域露天泡池、冲浪

池、人工温泉河等体验点建设完备。

“ 这 里 是 露 天 温 泉 ，中 间 是 鱼 疗

池，那边是冲浪点。”蓝色天国露天部

领班扎西措培，向记者介绍蓝色天国

的各类温泉项目。

扎西措培 20 岁出头的年纪，稚嫩

的脸庞被阳光晒得微微泛红，像是熟

透的苹果上轻轻洒了一层金粉，亮闪

闪的双眸，干净又质朴。

扎西措培原是那曲市申扎县卡乡

6 村村民，2017 年全村响应政府号召，

搬迁到了羊八井镇的精准扶贫风湿患

者集中搬迁安置点彩渠塘村。

2019 年，扎西措培高中毕业，由于

父亲患有风湿病，家中只有在村镇幼

儿园当厨师、月收入 3000 元的母亲维

持家用，无力同时供养扎西措培和他

哥哥旦增上大学。

于是，为了减轻家中负担，扎西措培

以“哥哥的学习成绩比我好”为由，早早

迈入社会与母亲一同撑起家中一片天。

初入社会，扎西措培也曾惶恐忐

忑，好在羊八井镇地热资源丰沛且处于

发展阶段，而羊八井地热项目之最的蓝

色天国项目急需各类人员，于是扎西措

培便应聘成为蓝色天国的一名职员。

“我喜欢能帮我爸爸治病的温泉，

喜欢给予我新人生的羊八井镇。”当记

者问及为何选择在蓝色天国上班时，

扎西措培如是说。

而其中更为质朴的回答则是，这

里上班离家近，不用长期坐班可以随

时帮衬家里，照顾父亲。

青藏线上的“温情使者”

报道组一行走出蓝色天国时，日

当正午，但因时值赛马节，羊八井镇村

民纷纷前往当雄县观赛，因此，往日热

闹的街道上少有人迹。

只有一辆辆货车、油罐车风尘仆

仆地路过这片短暂的休憩地，在镇上

的茶馆与各类饭馆中，匆匆饮上一杯

热茶而后继续奔走青藏公路，为西藏

输送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希望。油罐车

司机韩奴海便是其中一员，他来自青

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我父亲是一名货车司机，常听他

讲述在青藏公路上的各种见闻，所以

18 岁时我也成了一名货车司机。”今年

40岁的撒拉族韩师傅笑着说。

从 1992 年至今，除去中间几年探

索其他营生外，他已经在青藏线上奔

波了 15 年，真切地见证了这条路带给

羊八井镇的发展与奇迹。

韩师傅的皮肤被阳光晒得略显粗

糙 ，眼 睛 虽 不 大 ，却 闪 烁 着 温 和 与 坚

毅。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不紧不慢

地向记者讲述这条路上的蝶变奇迹。

“以前没有导航，远远地看见冒着

白烟的烟囱和几间当地居民搭建的土

房才知道到羊八井了；现在你看，羊八

井镇有了小独栋楼房，镇里的路又宽

又漂亮，变化太大了。”韩师傅指着羊

八井镇感慨地说。

从青藏公路的最初土路到现如今

的柏油路，在韩师傅的叙述中，这条路

见证了太多发展变化。15年来，韩师傅

见证了羊八井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

温泉旅游胜地，见证了羊八井如何在青

藏公路上发挥自身优势，一步步走向现

代化，见证了高山上的铁塔取代路边的

电线杆，见证了装载 5G 信号塔零件的

货车在青藏线上疾驰，见证了沿途家家

户户通过手机了解外面的世界。

但韩师傅认为，这条路上有一处

是 从 未 改 变 的 ，那 就 是 人 性 的 光 辉 。

“这里的人质朴、善良，所以每次行驶

在青藏线上，我都感觉分外亲切，都有

一种回家的感觉。”

（记 者 德吉央宗 张晓明 黄志武

彭婧 张多钧 薛莹 吴占云 索朗多拉）

在羊八井的采访之旅，使我感受

到这片热土上的沧桑巨变。从古老

的驿站小镇到如今的温泉旅游胜地，

地热资源不仅温暖了大地，也照亮了

当地村民的致富路。嘎玛扎巴的堆

古酒店，从简陋的家庭旅馆到如今的

酒店，是羊八井发展的缩影；蓝色天

国地热旅游区，则展现了现代旅游与

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采访过程中，

无论是为家庭撑起一片天的扎西措

培，还是默默奉献的货车司机韩奴

海，他们的故事都让人动容。这里不

仅有自然的奇迹，更有人的奋斗与温

情。在羊八井的未来篇章里，愿其地

热宝藏得以深度挖掘，如同珍藏已久

的佳酿，缓缓释放其独特的韵味。同

时，携手旅游与生态的和谐乐章，让

这片净土既保持其原始魅力，又焕发

出现代文明的光芒。

本报拉萨11月 9日讯（记者 刘欢）

11 月 8 日，“雅江灵韵 锦绣扎囊”2024

扎囊县招商引资暨文旅产业推介会在

拉萨举行。

推介会上，扎囊县相关负责人对

扎囊县优势产业资源、投资环境和招

商引资政策、文化旅游资源等进行了

集中推介，诚邀企业家到扎囊考察指

导、投资兴业。随后，扎囊县招商落成

企业代表作交流发言，分享落地经营

成果。

推介会现场还举行了意向落地扎

囊企业集中签约仪式，扎囊县人民政

府与 3 家企业达成意向签约，签约金额

达 1.37亿元，涉及文旅、农业等领域，项

目落地后将为扎囊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扎囊县地处西藏中南部、雅鲁藏

布江中游，G4219 高速、国道 349 贯穿

县域，交通便利，是“山南拉萨一体化

和拉萨山南‘一小时经济圈’”的重要

节点，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厚实。

据介绍，近年来，扎囊县坚持把招商引

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以开

放促发展、以共赢谋合作，逐步形成了

现代农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三大主

导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特色产业

产品展示区，深入了解了扎囊产业发

展状况。

2024扎囊县招商引资暨文旅产业推介会举行
签约金额达1.37亿元

羊八井：青藏线上的温泉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