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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1月 11日讯（记者 姚

闻）近日，自治区副主席韦秀长一行

深入拉萨市相关国有企业与项目建

设一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

解拉萨市国资国企改革工作进展情

况，调度安排下一步工作任务。

调研组一行充分肯定拉萨市国

资国企改革取得的成绩，实事求是地

指出改革中存在的短板。韦秀长强

调 ，国 企 是 我 们 党 执 政 的“ 左 膀 右

臂 ”，是 重 要 政 治 基 础 和 物 质 基 础 。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把握正确改革方向，深入贯彻中央、

自治区国企改革决策部署，聚焦“明

确所有权、放活经营权、强化管理权、

落 实 监 督 权 、规 范 处 置 权 ”，压 实 责

任、精准发力、强化举措，不断提高国

企核心竞争力。

韦秀长强调，要强化党的领导，

优 化 国 有 经 济 布 局 ，推 动“ 瘦 身 健

体”，加大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

力度，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着力构

建“三位一体”监督体系，有效提升国

资监管效能。要积极探索推动合资

合作新模式，充分用好援藏资源，主

动对接，加强与援藏省市国企、自治

区 国 企 、央 企 等 合 作 交 流 、融 合 发

展。拉萨市要全力支持、积极配合、

共同做好西藏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切

实在全区当好排头兵。

自治区领导在拉萨市调研国资国企改革工作
韦秀长带队

本报拉萨 11月 11日讯（记者 刘

倩茹）近日，记者从西藏航空公司了

解到，西藏航空作为西藏自治区进博

会交易团成员亮相第七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并成功举办“藏货出藏”

及进出口航空物流运输服务项目签

约仪式和推广活动。

据 悉 ，参 加 此 次 进 博 会 是 西 藏

航 空 继 今 年 5 月 1 日 实 现 货 运 业 务

全面自营以来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

突 破 。 今 年 9 月 ，西 藏 航 空 提 出 了

“ 藏 货 藏 航 出 藏 ”的 工 作 总 方 针 ，以

打造“藏货出藏”一站式空地物流服

务 平 台 为 基 础 ，逐 步 确 立 了 藏 航 货

运 差 异 化 发 展 路 径 ，不 断 培 养 核 心

竞争力。

进博会期间，西藏航空对“藏货

出藏”项目进行了推广路演，并与 6

家藏货源头企业签订“藏货出藏”相

关合作协议。

未来，西藏航空将继续秉承“为

国家担当、为社会尽责、为群众造福”

的企业定位，为雪域高原架起连接世

界的物流桥梁。

一大早，日喀则市康马县涅如麦乡

那堆村 71岁的片多老人就领着 2岁的孙

子出门了。一路上，很多老人带着孩子

不约而同地往一个方向赶。

“今天是星期五，是村里日间照料

室的集中开放日。”片多笑着向记者解

释说。

当记者走进那堆村日间照料室，一

阵暖意扑面而来，里面笑声不断。村干

部和驻村工作队、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

化身志愿者，有的打酥油茶、有的洗菜、

有的检查健康监测仪器，还有的在摆放

娱乐器材。

“日间照料室每天都开放，但集中

开放日我们会开展跳锅庄、唱红歌、过

生日等活动，对老人和孩子们来说，集

中开放日不亚于过节。”涅如麦乡党委

书记普珠说。

不一会儿，村里的大部分老人陆陆

续续来到了日间照料室。房间里，有的

老人在健身，有的玩骰子，有的吃水果

聊天，有的用仪器按摩……不时还有小

朋友嬉戏玩耍，其乐融融。

“今年 3月 15日，那堆村日间照料室

正式开放，为全村 30名 60岁以上老年人

和 34名未成年人免费提供服务。”普珠介

绍，那堆村日间照料室集休闲娱乐、餐食

供应、生活照料、保健康复、心理疏导于

一体，内设有休息室、文体活动室、休闲

娱乐室和谈心室等，已经成为全村老年

人和儿童的“第二个家”。

67 岁的拉巴多吉感慨道：“现在年

纪大了，手脚也不方便，子女要出门工

作，不能随时随地照顾我。在村里的日

间照料室，有这么多同龄人一起打发时

光，还有免费的午餐，对我们来说，真的

是再好不过了。”

每年农闲季节，村里大部分青壮年

劳动力会外出务工，在家留守的“一老

一小”成为务工人员心头割舍不下的牵

挂。如今，日间照料室不仅让老人过得

舒心，子女也放心。

“村民们非常支持日间照料室的工

作，还有村民自行捐赠大米、面粉、奶

粉、蔬菜等生活物资。”普珠说，修建日

间照料室时，党员干部带头，村民们积

极参与，投工投劳，团结协作，短短几周

时间就建成了这座 150 平方米的综合

场所。

日间照料室还成为了那堆村的思

想堡垒阵地。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

队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的实际情况，

积极开展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引导他

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等，拉近了党群干

群之间的距离。

近年来，康马县坚持以群众需求为

导向，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在深入推进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注重提升

基层组织服务引领能力，着力解决群众

关心关切的“一老一小”照料问题，依托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 20 个集日间照

料、健康管理于一体的日间照料室，构

建便民服务“百步生活圈”，辐射覆盖全

县“一老一小”群体 1800 余人，努力做到

幼有善育、老有颐养。

家 门 口 的“ 幸 福 港 湾 ”
—康马县涅如麦乡那堆村日间照料室见闻

本报记者 旦增嘎瓦

图为在日间照料室休息的老人们。 本报记者 旦增嘎瓦 摄

西 藏 航 空 参 加 第 七 届 进 博 会 并

与多家企业签订“藏货出藏”合作协议

本报狮泉河 11月 11 日电（记者

洛桑旦增 达珍 通讯员 格桑曲珍）近

日，阿里地区 2024年“119”消防宣传月

活动启动仪式暨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

全标准化管理现场会议在阿里地区双

集中供养中心举行，阿里地区应急管

理局、消防救援支队、民政局、边境管

理支队、消安委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代表、志愿者和

消防救援人员代表共 200余人参加。

启动仪式上，首先表彰了 2024 年

度“119 消防先进集体”和“119 消防先

进个人”。随后，阿里地区双集中供

养中心从消防设施设置、消防安全管

理等方面交流了消防安全达标创建

工作经验。活动现场，阿里地区消防

救援支队设置了多个互动体验区，包

括 消 防 知 识 问 答 、消 防 救 援 装 备 展

示、消防趣味游戏等。

阿里地区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结合区域火灾

防 控 特 点 ，在 辖 区 内 组 织 消 防 宣 传

“六进”、消防宣传“六个一”等活动，

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全面提升群

众消防安全素质，增强全社会抵御火

灾能力。

阿里地区启动 2024年消防宣传月活动

近年来，昌都市丁青县依托当地

特色资源，积极鼓励引导农牧民群众

创办合作社经济组织，推动乡村特色

产业全链条升级，涌现出一批发展效

益好、带动能力强的农牧民合作社，

让“看得见”的资源转化成“摸得着”

的红利。

图为丁青县嗒哪农产品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在分拣制作藏

香的原料。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发展合作社

拓宽致富路

（紧接第一版）探源，就是寻根。中华

民族在不断探源中，寻找人与自然、

人与世界、人与人的生命之源、文化

之源、精神之源。

征服自然的“天路廊道”

陈列馆最打动人的，是讲述当代

人在唐古拉征服自然的故事，特别是

展馆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筑梦

在高原”的伟大实践。

安多是青藏陆路大动脉和西藏的

“北大门”，公路、油气、光缆、铁路、电

力五条生命线纵贯全县，在唐古拉山

两侧形成走廊地带，可以形象地称之

为“天路廊道”……在展厅内，我们深

刻感受到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天路如

何从无到有，从点到线，再从线到廊道

的感人至深、波澜壮阔的建设历程。

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了浙江的陈

金水，特别惊喜。一张 1996 年 6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着《唐

古拉山上的风云赤子——记敬业创

业的气象人陈金水》的文章。

1956 年，21 岁的陈金水从北京气

象学校毕业。血气方刚的他在志愿

书上写下了“到艰苦的西藏去”的誓

言 。 他 三 次 进 藏 ，一 干 就 是 33 年 。

1965 年 9 月，陈金水克服高寒缺氧，在

那曲安多海拔 4802 米的山坡上搭起

两顶帐篷，建起了那曲安多气象站。

他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高原

气象事业，填补了中国气象工作在高

海拔地区的多项科研空白。1996 年，

陈金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那曲人民没有忘记陈金水。不

仅把陈金水 1978 年在安多气象站打

的井叫作“金水井”，还在安多唐古拉

陈列馆有专门的陈金水介绍。

看 完 展 览 ，我 们 明 白 了 为 什 么

在 名 山 大 川 众 多 的 青 藏 高 原 ，要 专

门为唐古拉建一座陈列馆。因为唐

古 拉 有 着 各 民 族 共 同 的 精 神 源 泉 ，

也 见 证 了 中 华 民 族 自 古 交 融 、团 结

奋斗的历史。

唐古拉，为一座山脉建了一座馆

本报拉萨 11 月 11 日讯（记 者

王杰学）为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中“ 健 全 覆 盖 城 乡 的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体 系 ”的 要 求 ，近 日 ，我 区 首

批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机构——西

藏中典司法鉴定所由自治区司法厅

批准成立。

据 介 绍 ，声 像 资 料 司 法 鉴 定 是

指 在 诉 讼 活 动 中 鉴 定 人 运 用 物 理

学 、语 言 学 、信 息 科 学 与 技 术 、同 一

认定理论等原理、方法和专门知识，

对录音、图像、电子数据等涉及的专

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

定意见的活动。西藏中典司法鉴定

所 的 成 立 ，填 补 了 我 区 在 该 司 法 鉴

定 领 域 的 空 白 ，完 善 了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体 系 ，能 够 为 公 安 、法 院 、检 察 院

等 执 法 部 门 以 及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社

会各界提供电子数据、声音、图像等

方面的司法鉴定服务。

我区首批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机构成立

（上接第一版）

卡斯特罗至今对自己参加的第一

课记忆犹新。“那是 1991 年的一个下午，

吉叶墨在黑板上写下‘三人行，必有我

师’。他告诉我们，这句话里所蕴含的

中国智慧要用一生去体悟。”

吉 叶 墨 是 这 么 说 的 ，更 是 这 么 做

的。他在华工作生活 20 多年，在高校教

授 西 班 牙 语 之 外 ，还 从 零 开 始 学 习 中

文，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精心翻译中国

古代文学作品，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年

逾八旬的他还编撰出版《中国文化百科

全书》，为广大西班牙语世界读者架起

了解中国的又一座桥梁。

“吉叶墨对中国汉字和古诗词情有

独钟。他认为，中国古诗词中对名山大

川、日月星辰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古人的

自然观和宇宙观，是理解中国文化的宝

贵窗口。”卡斯特罗说。

卡斯特罗 2003 年首次到访中国，此

后也像吉叶墨一样在中国工作生活了

20 来 年 ，亲 眼 观 察 中 国 、了 解 中 国 文

化。她陆续出版了《中国古代 38 位女诗

人作品选》《文明的长河：中拉文明互

鉴》等著作。

“30 多年前，吉叶墨就笃信，中国必

将实现经济腾飞和文化复兴。”卡斯特

罗说，“我在中国待的时间越长，对此越

有共鸣。”

2020 年 ，卡 斯 特 罗 接 过 吉 叶 墨 的

“教棒”，传承他的事业——培养新一代

汉学家。“我们需要更多像吉叶墨这样

的汉学家，继续为促进秘中相互认知搭

建桥梁。”卡斯特罗说。

对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

倡议，卡斯特罗高度认同。“在充满冲

突 的 当 今 世 界 ，全 球 文 明 倡 议 的 提 出

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

态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不同文明和文化

之间的差异，接受多元，提倡对话，加

强交流。”

“向拉美民众展示真实的
中国”

“在彻底摆脱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

制度后，中国社会仅用了半个世纪，就

以惊人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震惊了世

界。”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塞在

《中国：惊世之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安东尼奥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6 年

秘鲁国会演讲中提到的另一位秘鲁朋

友。青年时代，安东尼奥接触到有关中

国革命和红军长征的报道，对中国充满

向往。1960 年，他作为拉美新闻代表团

的一员首次访华，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

的接见。

1970 年，已在中国工作的安东尼奥

准备返回秘鲁探望父亲。周总理向他

表达了中国同秘鲁扩大交往的意愿和

推动中秘建交的主要考虑。安东尼奥

不辱使命，积极奔走，成为推动秘中建

交的一名重要使者。

这段经历被他写进了《中国：惊世

之国》一书。在旅居中国 30 多年间，他

出版了《中国：时代的面貌》《到永恒的

纪念碑——长城和马丘比丘》等一系列

著 作 和 画 册 ，为 不 同 时 期 的 中 国“ 画

像”，持续为秘中两国增进理解、巩固友

好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主席 2016 年 11 月在秘鲁国

会发表重要演讲时，对安东尼奥在中国

的采访报道给予积极评价：“向拉美民

众展示真实的中国”。

忆 及 此 事 ，安 东 尼 奥 的 女 儿 洛 德

斯·费尔南德斯·埃斯基韦尔告诉记者，

“这让我们全家都非常激动”。

正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和鼓励下，

洛德斯继承父业，从事新闻工作，并从

2004 年起在中国媒体担任西班牙语新

闻主播，一干就是 18年。

“我从小就喜欢跟着爸爸去上班，

喜欢听他敲击打字机的声音。我也成

为一名记者，和爸爸一样来到中国，通

过自己的工作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

中国。”洛德斯说。

洛德斯对 2015 年在西藏采访报道

的经历印象尤为深刻。她将所见所闻

转 化 成 一 篇 篇 报 道 ，向 外 国 受 众 客 观

展 示 了 一 个 安 定 繁 荣 、日 新 月 异 的 西

藏。

作为记者，她亲眼见证了中国发展

和秘中交流的诸多重要时刻。2018 年，

她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

洛德斯认为，中国民主制度不同于

西方，然而行之有效，具有旺盛的生命

力。“习近平主席就是从基层一步一步

干出来的，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他一

心为民，深受民众爱戴，这也是他带领

中国实现巨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她始终怀有一颗中国心”

1849 年 10 月，75 名华工乘船抵达秘

鲁卡亚俄港。这被视为秘鲁华人发展

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如今，秘鲁是华

裔人口最多的拉美国家。

2016 年访问秘鲁前夕，习近平主席

在秘鲁《商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写道，

“他们同秘鲁人民一起辛勤劳作，为秘

鲁国家建设作出积极贡献，也成为最早

在秘鲁传播中华文化的友好使者。”

今年 3 月辞世的秘鲁爱国侨领何莲

香老人正是这样一位友好使者。作为

第二代秘鲁华人，她把增进秘中友谊作

为毕生的事业。抗日战争期间，她和秘

鲁华侨学校的老师同学一道义演募捐，

支援中国抗战。新中国成立后，她接手

秘鲁华文报社《公言报》主编一职，顶住

重重压力，声援新中国。她为推动秘中

两国 1971 年建交作出重要贡献。多年

来，她无数次跨洋奔走，积极推动两国

人文交流。

基 于 这 份 血 浓 于 水 的 纽 带 ，何 莲

香在儿子萧孝斌 11 岁时将他送回中国

学 习 ，并 鼓 励 他 扎 根 中 国 。 萧 孝 斌 向

记者动情回忆：“她始终怀有一颗中国

心 ，几 乎 每 年 都 要 回 中 国 ，直 到 90 多

岁高龄。这一切也在激励着我们接力

前行。”

受到激励的还有邓如朋。2009 年，

秘鲁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揭牌，成

为秘鲁首家孔子学院。身为第三代秘

鲁华人，邓如朋出任首任外方院长长达

11 年，为秘鲁中文教育普及和中秘文化

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我小时候，这边还没有像样的中

文学校。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随着秘

中 经 贸 关 系 不 断 深 化 ，中 文 热 和 赴 华

留学热在秘鲁逐步升温。”邓如朋告诉

记者。

令邓如朋兴奋的是，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在学习中文后都选择赴华留学，涉

足的专业和领域也日益多元，秘中人文

和学术交流的基本盘在持续扩大。

11 月 5 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

秘读者会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邓如朋

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体会。他说，习近

平主席的著作是了解中国发展和现代

化进程的重要载体，“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系列倡议将推动秘中关系更加紧密、

更有可持续性。作为中国移民后代，我

们有责任将秘中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一

代地传下去。”

（新华社利马11月 11日电）

“ 人 生 乐 在 相 知 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