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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拉，藏语“高原上的山”。它是

长江的源头，姜根迪如冰川晶莹剔透。

它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唐蕃古道都在这里通行。

但是，当采访车驶入海拔 4700 米的

西藏那曲安多县，我们被告知，土地还

没到封冻期，车辆进不了唐古拉。

所幸，县中心城市广场有一座“唐

古拉陈列馆”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青藏高原名山众多，为什么单独为

唐古拉建一座馆？

青藏高原的“超级山脉”

当 地 人 说 ，唐 古 拉 是 青 藏 高 原 的

“超级山脉”。我们看了展馆里的一幅

“青藏高原山脉图”就知道了缘由：南部

印度大陆和北部欧亚大陆两大板块冲

撞而形成的唐古拉山脉，横卧在青藏高

原中部，东西长 500 余公里，山体宽约

150 公里，平均海拔在 5500—6000 米，是

青藏高原腹心地区的最高山脉，也是太

平洋水系和印度洋水系的分水岭。中

国科学院丁林院士曾把唐古拉称为“青

藏高原的脊柱”。

除了拥有众多的山峰，唐古拉山脉

从西向东至少还存在 30 多个山口通道。

这些山口在历史上联通新疆、甘青、四

川、西藏等地域，对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往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民族交流、

交融的见证。即使现在，有些山口还是

牧民们游牧转场、采盐驮运的通道。

展馆里有一座等比例复原的安多

县 强 玛 镇 布 塔 雄 曲 石 构 墓 葬 可 以 作

证。经专家认定，墓葬的年代约为春秋

战国时期（距今约 2500—2800 年），出土

的青铜器和陶器很可能来自川西。

大江大河的“生命之源”

唐古拉的雪山和冰川孕育了长江、

怒江、澜沧江。在安多唐古拉陈列馆，

我们看到复原的“长江第一滴水”的场

景，姜根迪如冰川晶莹剔透，滴水汇聚

成江河。

水，孕育了生命。在唐古拉山宽广

的山幅之间，分布着众多的河谷和湖盆

草坝，有着各种高原植物、动物，即便是

高海拔也生机盎然。它们不但涵养了

水源，净化了空气、也保护了人类的生

存环境。如今，生态保护的理念已经深

深植入了高原人的脑海，成为一种新的

“高原文化”。

那么，唐古拉是什么时候被发现是

长江之源的？

展馆中介绍，距今 2000 多年的《禹

贡》是中国第一部地理著作，书中认为

岷江是长江的正源，这被认为是关于长

江源头的最早记录；这个认识一直延续

到明代中叶，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实地

考察，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源头；然

后到清朝康熙年间，进一步将长江源头

由金沙江上溯到木鲁乌苏（通天河）一

带；解放后，则是以尕尔曲为通天河，视

为长江正源……1978 年 1 月 13 日，新华

社向全世界通告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

室科考成果：长江源头在唐古拉山脉主

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全长 6300 余

公里。

自古以来对长江源的探寻，积淀着

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追求。

（下转第二版）

唐古拉，为一座山脉建了一座馆
本报记者 赵书彬 万靖 浙江日报潮新闻记者 温浩杰 施涵予

索县“雪热巴”传统舞蹈属铃鼓

舞，是融合说唱、谐（歌舞）、剧目于

一体的民间综合性传统舞蹈。与西

藏其他地方的热巴舞不同，索县“雪

热巴”的舞者只能是男子，这个习俗

保留至今。其代表性剧目有《曲杰诺

桑》（诺桑王子）等 30 多部，每个传统

剧目的跳法和姿态各不相同。数百

年来，索县“雪热巴”在民间艺人的代

代传承中不断发展，2013 年，索县“雪

热巴”被纳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图为舞者在草原上表演索县“雪

热巴”。

本报记者 曲珍 本报通讯员 益西

卓玛 摄

索县“雪热巴”

绽放非遗魅力

这里，是资源深加工的沃土，是循

环经济的试验田，更是物流商贸的枢纽

站。从最初的黄沙漫天到如今的绿树

成荫，藏青工业园实现了从荒芜到繁荣

的华丽蜕变，成为青藏高原上一座充满

活力的“生命中转站”。

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无数企

业与个人携手并进，共同书写着绿色发

展与经济繁荣的辉煌篇章。

从荒凉戈壁到现代工业
园的蜕变

当采访组一行漫步在格尔木这座

“为青藏公路而生”的戈壁城市，只见高

楼林立、街道繁华，一棵棵高大挺拔的

杨树默默地守护着这座戈壁明珠。

谁能想到，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格尔

木还只是柴达木盆地南缘的一片荒凉

之地，而格尔木西藏基地作为西藏自治

区的后勤保障基地，承担着进藏物资储

存、中转和采购的重要职能。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青藏

铁路的开通，格尔木西藏基地的传统职

能逐渐弱化，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求。

转机出现在 2010 年，中央第五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为青海、西藏两省

区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下转第三版）

藏青工业园：

青 藏 高 原 的“ 生 命 中 转 站 ”
西藏日报青海日报青藏线联合报道组

图为西藏浏河化工发展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

本报记者 索朗多拉 摄

本报拉萨 11 月 11 日讯（记 者

央金）就 医 买 药 、乘 坐 公 交 、商 场

购 物 消 费 、景 区 购 票 体验……这个

月起，青海、西藏两省区群众在上述

应 用 场 景 都 可 一 卡 完 成 ！ 近 日 ，由

西 藏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青 海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主办的社保卡“青藏一卡通”启动仪

式在拉萨举行。

据了解，此次青海、西藏两省区

建 立 以 社 保 卡 为 载 体 的“ 一 卡 通 ”

服 务 管 理 模 式 ，将 实 现 两 省 区 社 保

卡 在 多 个 领 域 的 跨 区 域 通 用 。 届

时 ，两 地 可 实 现 社 保 卡 申 领 、激 活 、

补 换 、挂 失 与 解 挂 、密 码 修 改 和 重

置等 10 项业务通办，还可持卡在两

地 人 社 窗 口 办 理 参 保 查 询、就业登

记 、人 才 人 事 等 人 社 服 务 。 参 保 人

可持卡在两地定点医疗机构享受挂

号 、就 医 、购 药 、结 算 全 流 程“ 就 医

一卡通”服务。

此 外 ，“ 青 藏 一 卡 通 ”同 步 推 出

了 文 化 旅 游 、交 通 出 行 等 日 常 生 活

领 域 的 惠 民 活 动 ，两 地 持 卡 用 户 通

过 下 载 云 闪 付 APP、绑 定 社 保 卡 银

行 账 户 ，刷 卡 即 可 享 受 优 惠 。 包 括

旅 游 年 卡 享 优 惠 ，两 地 持 卡 用 户 在

购买青海旅游年卡和拉萨旅游年卡

时 ，可 通 过 社 保 卡 金 融 账 户 支 付 享

最高 50 元的优惠。乘公共交通享优

惠 ，在 拉 萨 使 用 青 海 社 保 卡 可 享 受

实体卡 5 角、电子卡 1 角钱乘坐公交

优 惠 ，在 青 海 使 用 西 藏 社 保 卡 可 享

受 乘 坐 公 交 减 半 优 惠 。 此 外 ，持 西

藏社保卡可在青海指定商超享受购

物优惠。上述惠民活动将从 2024 年

11 月起陆续上线，详情可关注“西藏

社保卡”微信公众号。

社保卡“青藏一卡通”启动仪式在拉萨举行
将实现多领域跨区域通用

长江之歌

新华社北京 11月 11日电 11 月 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南方”媒体

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南方声势

卓然壮大，在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始终是全球南

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愿同

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践行真正的多

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 近 平 强 调 ，在 世 界 百 年 变 局 中

逐 梦 现 代 化 ，推 动 国 际 秩 序 朝 着 更 加

公 正 合 理 的 方 向 发 展 ，是 全 球 南 方 国

家 肩 负 的 神 圣 历 史 使 命 ，也 是 全 球 南

方媒体智库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希

望与会嘉宾深入探讨、凝聚共识，共同

唱响“南方声音”，展现“南方担当”，为

推动全球南方成为维护和平的稳定力

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

建 设 力 量 、文 明 互 鉴 的 促 进 力 量 贡 献

智慧。

“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当

日在巴西圣保罗开幕。论坛由新华通

讯社和巴西通讯公司联合主办，主题为

“唱响‘全球南方’主旋律 开启发展振

兴新征程”。同日，巴西总统卢拉也向

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向“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

习 近 平 复 信 巴 西 友 好 人 士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复信巴西各界友好人士，鼓励他们继续为中巴友

好事业贡献力量。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看到中巴两国友好事

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建交 50 年来，中巴两

国携手同行，休戚与共，成为了跨越山海的好朋

友。中方愿同巴方不断丰富两国友好的时代内

涵，使中巴关系成为发展中大国团结协作、共同

发展、互利共赢的典范，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

作出更大贡献。欢迎巴西朋友多来中国走走看

看，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希望

两国各界人士为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发挥积

极作用，使中巴友好像长江和亚马孙河一样奔

腾不息。

近 日 ，巴 西 圣 保 罗 州 坎 皮 纳 斯 市 前 副 市

长 恩 里 克·特 谢 拉 ，来 自 巴 西 － 中 国 友 好 协

会 、巴 西 圣 保 罗 大 学 及 圣 保 罗 州 立 大 学 师 生 、

里 约 科 帕 卡 巴 纳 要 塞 乐 团 等 百 余 名 巴 西 友 好

人 士 分 别 致 信 习 近 平 主 席 ，感 谢 中 国 政 府 、企

业 和 高 校 对 巴 中 友 好 交 流 和 当 地 改 善 民 生 所

作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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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秘鲁之间，浩瀚的太平洋潮起潮

落。十八世纪时，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在

诗 作 中 以“ 从 中 国 到 秘 鲁 ”感 叹 天 涯 海 角 之

远。然而，在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中，有

着这样一群友好使者，跨越大洋、穿越历史，

将真挚情谊世代相传。

“人生乐在相知心。”习近平主席曾以这句

古语形容中秘两国人民感情相连、心灵相通，

亲切地称呼秘鲁为“太平洋对岸的‘邻居’”，

并在元首外交现场多次深情讲述秘鲁友好人

士和中秘人文交流的动人故事。

这份对友谊的珍重，正鼓舞新一代中秘

友好使者在日益丰富活跃的交流合作中，接

力传承两国传统友好这份共有的宝贵财富。

“我们需要更多像吉叶墨这样
的汉学家”

秘 鲁 天 主 教 大 学 东 方 研 究 中 心 的 图 书

馆陈列着近 600 本有关中国的书籍。在显眼

位置，已故秘鲁汉学家和翻译家吉叶墨的 20

多 本 著 作 整 整 齐 齐 排 列 在 一 起 。 翻 开 一 本

多年前出版的《来自中国的报道》，书页已有

些泛黄，承载着吉叶墨在华期间社会活动的

历史。

2016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对秘鲁进行国

事访问，在秘鲁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特别提

到两位秘鲁朋友，其中一位就是吉叶墨。“现

在 ，吉 叶 墨 先 生 已 经 87 岁 了 ，听 说 他 仍 然 坚

持每年访华，我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习近

平主席说。

正是通过习近平主席的讲述，吉叶墨多年

来参与中秘人文交流的事迹，以及他所著《来

自中国的报道》《李白诗选》《中国文化百科全

书》为更多人所熟悉。

吉叶墨当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非常荣幸得到习近平主席的认同”，“对此深

感惊喜和兴奋”。

“ 如 果 有 来 生 ，我 希 望 自 己 是 一 个 中 国

人。”吉叶墨希望自己从小学习中文、研究中华

文明，“将所知所学传播给更多热爱中国文化

的人”。言谈之中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满怀的深

情，令人动容。

东方研究中心现任教授帕特里西 亚·卡

斯 特 罗 告诉记者，吉叶墨堪称目前秘鲁汉学

界 的“ 老 师 ”。“30 多 年 前 ，秘 鲁 高 等 院 校 几

乎没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吉叶墨开

了 先 河 ，用 自 编 的 教 材 在 很 多 年 轻 人 心 中

种 下 了 爱 好 中 国 文 化 的‘ 种 子 ’。”她 向 记 者

回 忆 。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
（详见第三版）

本报山南 11月 11日电（记者 孙

开远）11 日晚，全区基层骨干宣讲员

培 训 在 山 南 市 开 班 ，来 自 全 区 各 县

（市、区）的 230 多名基层骨干宣讲员

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

运用媒体资源和新兴技术提升宣讲

能力和水平。

培训期间，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

29 名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入围

选手将分别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和藏语宣讲比赛，通过以赛代训的方

式，让全区基层骨干宣讲员现场聆听

他们以“小切口”阐述“大主题”，用“草

根语言”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探讨

宣讲方式方法，并最终评选出 2024 年

度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培训班

还邀请了专业老师和上一届自治区

“十佳基层宣讲员”现场教学，他们将

从不同角度就如何提升网络宣讲能

力“传经送宝”。

全区基层骨干宣讲员培训在山南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