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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暨
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

孟晓林主持并讲话

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干部刁伟：

“芒康的一枝一叶，都是牵挂”
本报记者 万慧

2019 年 7 月，刁伟作为重庆市第九

批援藏干部中的一员，来到昌都市芒康

县开展对口援藏工作。

3 年里，从援藏规划的顶层设计，到

多方争取的援藏资金，再到事关民生的

件件小事，刁伟都亲力亲为。

当地群众称他为“知心人”，同事朋

友叫他“拼命三郎”。刁伟说：“芒康的

一枝一叶，都是牵挂。”他连续三年被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当选昌都市第九批优

秀援藏干部人才、西藏自治区第九批援

藏先进个人。

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事

初到芒康，刁伟通过调研了解到，

芒康县的蜜蜂养殖有一定基础，但却始

终不温不火。

为此，刁伟带领工作组一方面走访

养蜂大户、散户，一方面咨询全国各地

养蜂专家。最后工作组一致决定：引进

蜜蜂新品种。

换品种？蜂农们一致认为风险太

大，不愿尝试。

刁伟一户一户给蜂农做工作，并组

织 考 察 团 前 往 云 南 香 格 里 拉 参 观 学

习。考察期间，蜂农们了解到中华蜂的

野外生存能力极强，适合 3000米以上的

高海拔地区养殖，生产的蜂蜜品质好、

产量高，价格是常规蜂蜜的 2 至 3 倍时，

大家都心动了。于是，工作组筹措资金

200 多万元，引进 3000 多桶中华蜂分发

给村民，并多次组织养蜂专家手把手传

授养蜂技术，至此，芒康的养蜂业迅速

发展起来。截至目前，芒康蜂蜜从以前

的年产 10 万斤增加至 30 万斤左右，带

动 1100多户蜂农户均增收近 2万元。

2020 年，芒康县藏东康巴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的 2000多头藏香猪滞销，

公司负责人找到工作组求助。刁伟一

边联系当地学校、机关食堂购买，一边

与重庆、福建援藏工作队沟通协调，最

终帮助该公司的藏香猪打入福建市场。

援藏 3 年间，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

多——

帮助木许乡 18 万斤滞销柑橘寻找

销路，解群众燃眉之急；联系重庆农科

院对“冬菌夏菜”实验示范项目进行技

术、良种、培训等方面扶持；推动芒康特

产葡萄酒、藏香猪等打入区外市场；推

动芒康产业园与重庆江津白沙工业园

加强合作……在刁伟和芒康援藏工作

组的带领和推动下，2019 年 12 月，芒康

县如期完成脱贫摘帽。

狠抓项目建设促发展

芒康县境内的卡麦换流站是藏东

“西电东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意义

重大。

为积极推动项目落地，刁伟带领工

作组成员在 2个月时间里，8次进入 4300

米以上的深山考察。山上的路多为土

路，遇上大雨，车子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

坑。有时走着走着没有路了，就用随身

携带的工具临时开路。最危险的一次，

车子打滑车轮掉了一半在路沿外。

后来，大家送他“拼命三郎”的绰

号。他说：“苦是真的，事后也觉得后

怕，但如期完成了任务，一切都值得。”

刁伟说，他要的不仅是项目落地，

还要从项目中为群众谋摸得着、看得见

的利益。

昂多 180万千瓦光伏项目位于芒康

县昂多乡境内，海拔 4000多米。项目筹

建初期，当地牧民认为项目占用了牧

地，影响了放牧，征地一度陷入僵局。

为打消牧民顾虑，刁伟多次组织牧

民前往青海海西光伏基地现场参观了

解，1.8 米高的项目不仅不会影响放牧，

还会促进牧草的生长，“眼见为实”后牧

民都纷纷转变态度。刁伟还和项目方

约定，除牧地流转金外，还要对当地牧

民进行技术培训，用工要优先用当地牧

民。如今，当地有 3000余名牧民在该项

目务工，大家都说：“在家门口能拿工

资，都要感谢援藏工作组！”

群众的支持，就是最好的信任。3

年来，在刁伟的带领下，芒康县共争取计

划外援藏资金 1.3亿元，实施项目 45个，

完成计划内外投资 2.3 亿多元。在他援

藏期满离任时，芒康县民航支线机场前

期工作顺利完成，260万千瓦的如美水电

站如期开工，苏洼龙、巴塘、拉哇电站建

设扎实推进……全县 151项工程建设项

目、27项基本建设项目开展如火如荼。

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心间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芒康

县嘎托镇、帮达乡、宗西乡等地调研时，

刁伟得知这些乡镇附近的学校、村民基

本“靠天吃水”，山水、河水未经处理就

直接饮用，导致大骨病、佝偻病、结石病

等频发。

为改善群众饮水条件，刁伟多方协

调，筹集计划外资金 1400 多万元，帮助

这些乡镇安装了净水设备、输送设备、

热水设备，9所学校、3000 余人的安全饮

水梦得以实现。

在 嘎 托 镇 巴 拉 村 走 访 时 ，刁 伟 发

现有 10 多户村民因一河之隔，出一趟

门要绕行十多公里，村民祖祖辈辈的

愿 望 ，就 是 有 一 座 桥 连 通 两 岸 。 为

此，刁伟想办法筹措资金 200 多万元，

修 建 了 一 座 长 26 米 、宽 近 6 米 的 桥

梁。通车那天，村民们激动地握着他

的手说：“刁书记，你就是我们的知心

人啊！”

曾几何时，在芒康县，由于当地医

疗条件落后，当地群众遇上骨科、外科

方面的疾病就需要翻山越岭到大一点

的医院去治疗。

为了提升芒康县医疗水平，刁伟争

取重庆援藏资金 2800万元，为县人民医

院配齐所需医疗器械，同时，组织援藏

医 疗 人 才 开 展 业 务 培 训 ，做 好“ 传 帮

带”，分批次安排芒康县本地医护人员

赴重庆相关医院学习交流，推动芒康县

本地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医院整体

医疗水平不断提升。

在芒康，刁伟做的还有很多……他

说，能为西藏发展尽一些绵薄之力，是

他作为一名援藏干部的应有之义。

缘藏30载
真 情 暖 高 原

本报拉萨 11 月 10 日讯（记者 次

仁片多）近 日 ，自 治 区 政 协 党 组 理 论

学习中心组 2024 年第 10 次学习会暨

机 关 党 组 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2024 年 第

11 次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中共中

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组织

党 委（党 组）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开 展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专 题 学 习 的 通 知》精

神，邀请专家授课并围绕相关主题开

展交流研讨。

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孟晓林主持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法治思想

上来。要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

创建”，发挥政协优势，紧紧围绕推进

全面依法治藏履职尽责。要坚持改革

创新，强化责任担当，努力把政协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边稳藏效能，推动新时

代西藏政协工作开创新局面。

连日来，山南市加查县组织各村有

序 开 展 冬 灌 工 作 ，确 保 全 县 冬 灌 农 田

“喝”上水，为来年农作物增产增收奠定

基础。

图为加查县安绕镇热果村次仁曲

珍在冬灌。

本报记者 洛桑 摄

喝饱“冬灌水”

丰 年 有 保 障

（上接第一版）

仪式结束后，西藏民族大学国旗护

卫队擎旗手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学生张

一然久久不愿离开。他表示，要把这次

特殊经历中的点点滴滴、每分每秒都珍

藏起来，努力积蓄力量，担当未来使命。

西藏民族大学获赠国旗，是西藏民

族大学的宝贵财富，弥足珍贵，将被校

史馆永久珍藏。

“深刻体会到生在红旗下是多么幸

福！我来自西藏，从小就在电视里观看天

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总想着有一天自己

也能去天安门前看升国旗，那该有多好。”

仰望这面国旗，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民族学专业学生扎西曲吉说，有那么一瞬

间，感觉自己就置身于天安门广场，雄壮

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要把国旗教

育融入我的课堂，让爱国主义教育辐射

作用和社会影响力发挥得更广泛、更深

远。同时，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从事学

科特色，用西藏地方史志文献，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西藏

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天祥表示。

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

本报拉萨 11 月 10 日讯（记者 晓

勇 郑璐 杨小娟 见习记者 王佳琦）11

月 9 日至 10 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主办的西藏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演讲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西藏大

剧院举行。

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海洲

出席颁奖仪式并为获得金奖的选手颁

奖。自治区副主席、区党委统战部副

部长徐志涛为获得银奖的幼儿组、农

牧民组选手颁奖。

比赛分为幼儿组、少儿组、青少年

组、成年组和农牧民组五个组别，设金

奖 5个、银奖 10个、铜奖 15个、优秀组织

奖 3个。来自全区七市地的 33名选手，

用清澈响亮的声音诵读经典篇章，诠释

了经典的魅力，传递了文化的精髓。

经过朗朗上口、妙笔生花、最美的

声音三个环节的角逐，最终，张晟睿获

得幼儿组金奖，杨沐勋获得少儿组金

奖，次仁玉珍获得青少年组金奖，何睿

歆获得成年组金奖，旦增云旦获得农

牧民组金奖。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全

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和应用，提高

全民语言文字素养，展示全区语言文字

工作成果，激发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

好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热情。

“比赛非常震撼，选手们用标准的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演讲，生动、感

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就是大家进行沟通的桥梁。这

场比赛，让我真切感受到用好普通话

的重要性，希望今后多多举办这样有

意义的活动。”观众青一说。

西藏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大赛
总 决 赛 暨 颁 奖 典 礼 在 拉 萨 举 行

汪海洲徐志涛出席颁奖典礼

2024年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举办
我区选手获优秀奖

本报合肥 11 月 10 日电（记者 袁

海霞 郑璐）近期，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2024 年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

技能大赛在安徽合肥举办，我区选手

获得 2024 年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

能大赛母婴护理员优秀奖。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全国妇联、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

务部、全国总工会共同主办，赛程设立养

老护理员、母婴护理员、家务服务员、整

理收纳师4个比赛项目和家政培训人员、

家政经理人员2个职业风采展示项目，近

200名选手参加全国总决赛。

此次大赛是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

业技能一级赛事，自治区妇联高度重

视、认真组织，选派 6 人组成参赛队，参

加了全部 6 个赛项的比赛。经过激烈

角逐，自治区巾帼家政联盟联络合作

部——拉萨市纽北鼻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选派的赵春萍，获得 2024 年全国巾

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母婴护理员

优秀奖。

赵春萍告诉记者，通过比赛，更加

坚定了自己的职业理想，对今后职业发

展规划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和启迪。

自治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家

政服务业是朝阳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市场前景向好，西藏要“走出去”，把最

新的技能和知识“请进来”，推动西藏

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献礼对口援藏三十周年：《从 0 到 5000 米》新书发布
本报拉萨 11 月 10 日讯（记者 晓

勇）9 日上午，以“弘扬援藏精神、宣传

大美西藏”为主题的《从 0到 5000 米》新

书发布会在拉萨举办。该书由中国作

协会员、浙江省第七批援藏干部余风

创作。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与西藏人民

出版社联合出版。

据悉，《从 0到 5000 米》一书以强烈

的数据反差、对比，突出浙江援藏干部

从“0”海拔东海之滨响应党中央号召，

赴 5000 米海拔的雪域高原西藏那曲艰

苦 卓 绝 的 援 藏 历 程 。 共 收 录 作 者 在

2013 年援藏以来十年间创作的 110 余

首诗歌，讴歌党中央开展对口援藏工

作 30 年来给西藏带来的巨大变化。特

别是今年恰逢对口援藏 30 周年，作为

献礼对口援藏 30 周年的一本诗集，该

书以作者曾经援藏的工作为主题，分

“河山”“风土”“援藏”“家园”4 个篇章，

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作者 3 年援藏的工

作生活、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了浙江援

藏工作实践和对口支援工作给西藏带

来的发展变化。

发布会后，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上接第一版）

直到 20世纪 50年代，人民解放军一

面进军一面筑路，无惧滔滔易贡藏布江，

在通麦险要之处架起了一座木板吊桥。

从此，江两岸连通，川藏线延伸向前，当

地村民绕路远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62 岁的何正明清楚地记得 1985 年

第一次进藏打工时，走过通麦吊桥的场

景：所有人都要下车步行，在桥面上每

走一步，桥身就跟着晃动一下。从木板

缝隙看向江面，江水湍急，溅起的水花，

仿佛要打到桥面——“相当吓人！”

尽管吊桥艰险，但对当地老百姓来

说，这座吊桥畅通了走向外界的道路。

易贡乡贡仲村村民旦增罗布仍记

得父亲在世时常念叨的话。曾经，他的

父亲和大多数易贡人一样，种植易贡辣

椒，只能自产自销。“易贡辣椒品质好，

父辈曾抱怨说走不出去。”旦增罗布说，

架桥通车那年，爷爷和父亲第一次背着

辣椒走出了乡，跨过易贡藏布江，把辣

椒卖到了林芝和波密。也就从那时起，

易贡人将辣椒卖到西藏各地，甚至走出

高原，让易贡辣椒的名声越来越响。

两座悬索桥，见证川藏
线日益畅通

通麦木板吊桥，承担了 40余年的通

达使命。2000 年，易贡乡发生特大山体

滑坡，易贡藏布发生堰塞湖溃坝，吊桥

被冲毁。

为尽快打通国道 318 运输线，吊桥

原址旁架起了一座悬索大桥，于 2001年

1月 1日正式通车。

这座悬索桥的修建是为了临时保

通，设计使用年限为 8 年。2005 年，因

使用年限与通行车辆增多，该桥承载能

力下降，改为单面单车通行。此后，悬

索桥又几次经历垮塌与钢架结构错位，

不再具备通行能力。

2015 年 12 月，一座单塔单跨钢桁

梁悬索桥凌空而建，通麦特大桥正式通

车，12 米宽的桥面，车辆双向行驶，安全

通畅。

2016 年 4 月，以 102 隧道、飞石崖隧

道、小老虎嘴隧道、帕隆 1 号隧道、帕隆

2 号隧道和通麦特大桥、迫龙沟特大桥

“五隧两桥”为主的川藏公路通麦段整

治改建工程完工并正式通车。从此，解

决了川藏公路西藏境内“卡脖子”难题，

十多公里的“通麦天险”变为坦途，由过

去通行平均需要 2小时缩短到 20分钟。

通 麦 特 大 桥 通 车 时 ，何 正 明 已 经

回成都生活了 20 年，听到通车的消息

全家欢欣鼓舞，回西藏看一看也被提

上日程。2017 年夏天，何正明带着妻

子回到易贡乡。“川藏线由泥巴路变成

了柏油路，汽车跑在上面又快又稳！”

于 是 ，何 正 明 留 在 易 贡 乡 开 起 了 餐

馆。现在，每每经过通麦特大桥，何正

明总会感慨一句：“这么坚实的桥，再

大的洪水也不怕了。”

随着道路日益畅通，易贡乡外出打

工的村民增加，买车的家庭也变多。同

时，从国道 318 线进藏的游客更是纷至

沓来。村里的索朗扎巴看准时机，办起

了家庭旅馆，去年，旅馆的收入足足有 5

万元。

如今，见证风雨的吊桥、悬索桥已

不具备通行能力，它们与通麦特大桥并

列横跨在易贡藏布江上，诉说着通麦这

一段天堑变通途的历史变迁。

（记 者 王香香 兰珍 马国英 周辉

根秋多吉 彭琦 张思雨 琅珍）

临江而望，记者能深切感受过去

人 们 跨 越 易 贡 藏 布 的 惊 险 。 在 采 访

中，当地群众对通麦特大桥的赞美之

情溢于言表。

三座桥，见证了天堑变通途，是西

藏交通事业发展的剪影。曾经，进藏

出 藏 都 难 ，在 藏 出 行 也 难 。 如 今 ，川

藏、青藏、新藏、滇藏四条“国之大道”

畅通无阻，青藏铁路巨龙盘绕，“空中

金桥”通往四方，“复兴号”驰骋高原，

乡村路修到农牧民家门前，便捷的交

通让西藏不再遥远。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西藏交通进入快速发展的历

史最好时期，一条条团结线、幸福路宛

如“金色哈达”在高原上不断延伸，为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蓬勃生机和强

大活力。

高山挡不住，奋斗写新篇。高原

综合立体交通网越织越密，各族群众

在这一条条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

振兴路上携手同行，走向更加美好的

明天。

踏平天险，携手向前
王香香

本报拉萨 11 月 10 日讯（记者 杨

小娟）8 日，为期 5 天的城关区首届商品

展销会盛大开幕。展销会现场人头攒

动，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大量市

民前来参观和购买。据统计，展销会

首日销售额高达 8600万元。

据了解，此次展销会得到了城关

区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通过政策引

导和资金支持，有效推动了区域消费

市场的繁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活动不仅在线下设置了丰富的展位和

互动环节，还通过“直播西藏”抖音号

进行现场直播，在线观众突破 15 万，吸

引了大量线上消费者的关注和参与，

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

“活动不仅注重商品的展示展销，

还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将商品和

文化进行有机融合，在展销商品的同

时 ，提 升 本 次 活 动 的 文 化 内 涵 和 品

味。”拉萨市城关区商务局局长周雅丽

介绍，随着中尼贸易往来的更加密切、

合作更加深入，汽车和来自尼泊尔的

特色商品在本次展销活动中成为两大

“销量王”。

据悉，本次参展的尼泊尔商家有

40 多家，包含尼泊尔银器、衣服、香料、

毛织品、日用品等 100 余种特色产品，

深受民众喜爱，活动将持续至 12日。

拉萨市城关区首届商品展销会举行
首日销售额破8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