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要闻
2024年 11月 28日 星期四

主编、责编：王永红 邮箱：xzrbyaowen@163.com2

“进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

什么”，这是萦绕在每位援藏干部人才

心头的问题。

对山东省济南市第九批援藏工作

组领队、时任白朗县委常务副书记李盛

利而言，答案或一样，或不同——

“进藏为什么？”是清晰明确的。援

藏既是组织交办的政治任务，也是为了

给藏族同胞多办好事。

“在藏干什么？”是需要探寻的。经

过多次调研，济南援藏工作组确定了援

藏工作“由‘输血’转向‘造血’、由单向

对口支援转向加强两地交往交流交融”

的工作思路。

“离藏留什么？”是经得起时间检验

的。1 千多个日夜，李盛利带领济南市

援藏干部擦亮“白朗蔬菜”品牌，探索乡

村振兴“白朗样板”，点对点精准对接各

项工作，不断深化两地交流合作，用实

绩交出了圆满答卷。

擦亮产业品牌“西藏蔬
菜看白朗”享誉高原

“咱的蔬菜大棚怎么样了？”每每面

对援藏前辈的关切，李盛利都能底气十

足，从容应答。

这种信心和底气来自哪里？翻开

“成绩单”，一目了然——

白 朗 蔬 菜 是 山 东 援 藏 重 点 产 业 ，

在 历 届 济 南 援 藏 工 作 组 打 下 的 良 好

基 础 上 ，李 盛 利 带 领 援 藏 团 队 邀 请 山

东 农 科 院 团 队 ，量 身 定 制《白 朗 县 蔬

菜 产 业 发 展 专 项 规 划》，投 入 1.1 亿

元 建 设 智 能 联 栋 温 室 、建 成 果 蔬 种

植 核 心 区 、实 施 精 品 果 蔬 加 工 和 冷

链 物 流 配 送 等 产 业 项 目 ，成 功 打 造

西 藏 首 个 国 家 级 蔬 菜 标 准 化 种 植 示

范 区 、首 个 出 口 蔬 菜 备 案 基 地 ，助 力

珠 峰 农 业 科 技 创 新 博 览 园 成 功 申 报

4A 级 景 区 。

三年间，白朗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

1.55万亩，产量超过 6万吨，产值超过 1.8

亿元。全县 7000 多农户中，有 1500 多

户、1 万余人参与蔬菜产业，户均年增收

超过 3000元。

产业发展了，群众生活条件大为改

善 。 口 袋 变 鼓 了 ，人 们 的 观 念 明 显 转

变，饭后钻大棚，主动学种植，闲时去卖

菜，在劳动中收获幸福成为“平常事”。

打造“白朗样板”探索高
原乡村振兴新路子

闲暇之余，李盛利喜欢去各村居转

转，看着农牧民或在广场载歌载舞、或

在大棚采摘果蔬的场景，心中总会升起

满满幸福感。

白朗是西藏第一批脱贫摘帽的县

区，产业基础好，生态环境优。如何把

山东的先进经验带到受援地惠及更多

群众，成为济南援藏工作组的重点工作

之一。

李盛利认真研究全国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相关经验，创新提出“制定一个

方案、出台一套标准、建立一项机制、打

造一批样板”的“四个一”工程，打造乡

村振兴“白朗样板”。

先后牵头起草《白朗县乡村振兴实

施方案》，遴选 8 个示范村列入援藏“十

四五”规划，投资 4000 余万元启动样板

村项目。

协调援藏资金 2.37 亿元，圆满完成

涉及城乡建设、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等

领域 34项 107个子项目，开工率、完工率

和资金拨付率实现 100%……

一个个生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

优、生活美家园好的“三生三美”村庄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向世人展示了乡村振

兴“白朗样板”的建设成效。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深化
交流合作提升造血能力

如何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是援藏工作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李盛利与援藏团队帮助当地群众

更新发展理念、学习生产技术，既授人

以“鱼”，更授人以“渔”，创下济南援藏

工作多个“首次”——

首次提出“党建援藏”理念，建成覆

盖全县基层党组织、连通全县党员的信

息化平台 123 个，与山东省“灯塔—党建

在线”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有效解决了各乡村山高路远、党组织分

布分散带来的管理难题。

首次派员赴济南开展长期精准培

训 ，实 现 了 培 训 从 走 马 观 花 向 实 地 蹲

点、学用分离向即学即用、短期交流向

长期合作的转变。

首次实现白朗县在校师生病毒感

染性皮肤病、儿童先心病、斜视弱视和

白内障筛查的“四个全覆盖”。帮助白

朗县卫生服务中心填补建院 60 多年来

没有皮肤科的专业空白。

此 外 ，李 盛 利 还 带 领 团 队 积 极 推

动“鲁商入藏”“藏品入鲁”，促成白朗

与济南 9 家企业签约，落地资金超 1.7

亿元；组织 20 余家白朗企业参加山东

省 文 博 会 和 国 际 种 博 会 ；在 济 南 建 立

仓储和藏品体验展销中心；在山东省、

济南市总工会 APP 上线白朗县消费扶

贫 产 品 专 栏 ，推 动 白 朗 特 色 产 品 进 超

市、进餐桌、进家庭，销售额达 1000 余

万元。

执笔无悔答卷 以真情实
干砥砺奋进之路

工作之余，李盛利也会想念年过古

稀的母亲、操劳家事的妻子、正在上高

中的女儿。每当此时，李盛利便会把对

家人的牵挂化作爱心，把对家乡的思念

化 作 工 作 动 力 ，用 心 用 情 对 待 每 一 个

人、干好每一件事。

白朗县有个叫扎西南加的孩子，父

亲去世、母亲改嫁、生活困难。李盛利

看 在 眼 里 ，记 在 心 里 。 从 高 三 心 理 辅

导，到大学生活费用，再到毕业后职业

规划，李盛利事无巨细，一步一步帮助

这个孩子重拾自信，逐梦未来。

“李叔叔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扎西

南加逢人就说，“我也要像他一样，成为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帮助更多有需要

的人。”

2021年清明节，忙完工作已是半夜，

在无人的角落，李盛利朝着济南的方向，

泪流满面——三年援藏，体重从 160斤降

到 128斤，他没觉得苦；与高原反应斗争，

常年借助药物克服身体不适，他没觉得

苦；但母亲住院、妻子陪床、女儿住校、没

人给父亲扫墓的时候，他真切感受到了

相隔数千里的苦。

那 晚 ，这 个 山 东 汉 子 哭 得 像 个 孩

子……

真情换真心，实干赢民心。李盛利

还 清 楚 地 记 得 ，在 白 朗 最 后 一 天 的 场

景。“乡亲们从不同乡村、坐车两三个小

时，自发赶到援藏公寓，只为给我们送

行。”李盛利说着，红了眼眶：“能得到这

样的认可，我们付出再多都值得！”

援藏归来，时光荏苒。李盛利说，

他常常梦见白朗的人和事，那片土地已

经成为他一生的牵挂，更成为他继续向

前的动力。

山东省第九批援藏干部李盛利：

用 实 干 答 好 援 藏“ 三 问 ”
本报记者 杨子彦

缘藏30载
真 情 暖 高 原

本报日喀则 11月 27日电（记者

旦增嘎瓦）26 日，全区冬春农田水利

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日

喀则市召开，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对

有关工作专门作出批示。自治区副

主席次仁平措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因

地制宜、量质并重，建管协同、统筹推

进，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增效

能，做到统筹思考、严谨谋划，质量至

上、严格管控，问题导向、严肃整改，

水利先行、严抓命脉，常态长效、严建

机制，各方联动、严明责任，确保建一

片、成一片、管好一片、见效一片，不

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力有效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前往桑珠孜

区有关乡镇现场观摩学习了高标准

农田项目建设、现代化节水改造有关

工作。

本报拉萨 11月 27日讯（记者 周

红雁）27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常委、政

协党组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

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协党组 2024 年第

18 次（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学

习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自治区

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西藏政协

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传

达近期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研

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晓

林，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多吉次

珠、俞允贵出席。区政协副主席宗洛·
向巴克珠、扎西达娃列席。

斯 朗 尼 玛 指 出 ，要 领 悟 核 心 要

义，把握履职规律，运用宝贵经验，继

续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

协事业发展好、把人民政协显著政治

优势发挥好。

斯朗尼玛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自觉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

和全过程，确保西藏政协事业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前进；准确把握政协性质

定位，汇聚团结奋斗正能量，发挥专

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提高广泛凝聚

共识水平，听取意见、反映要求，助力

实施“十大民生工程”，不断增强各族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加强“两支队伍”

建 设 ，提 升 干 部 服 务 、协 调 、落 实 本

领，在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推动工作

提质增效上展现新风貌，为推进新时

代西藏政协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

自治区政协党组 2024年第 18次（扩大）会议召开
斯朗尼玛主持 孟晓林多吉次珠俞允贵

出席 宗洛·向巴克珠扎西达娃列席

全区冬春农田水利暨高标准农田
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日喀则市召开

次仁平措出席

为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近

日，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多家单位共

同举办的首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

秀 剧 目 展 演 活 动 在 西 藏 大 剧 院 举

行。由西藏戏剧家协会推荐的西藏

藏剧团藏戏《卓娃桑姆·寻王》，荣获

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大奖，主

演平珍被授予“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

秀青年传承人才”称号。

图为藏戏《卓娃桑姆·寻王》表演

现场。

本报记者 刘斯宇 摄

《《卓 娃 桑 姆卓 娃 桑 姆··寻 王寻 王》》获 中 国获 中 国

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大奖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大奖

本报拉萨 11月 27日讯（记者 杨

小娟）27 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汪海洲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 2024 年第 19 次部务会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有

关会议和王君正书记讲话精神。

汪海洲指出，学校是意识形态工

作的前沿阵地，全系统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实际，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持续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

教育一体化建设；要加强与教育部门

协调联动，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

高度，压紧压实教育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守好打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

要加强对校园网络、校园论坛、学生

社团组织等文化阵地的建设和管理，

引导培塑校园主流思想、主流文化、

主流价值。

汪海洲强调，全系统及广大党员

干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

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部署，持续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深学细

悟笃行、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切

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我区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坚持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锚定文化

强区建设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为契机，推动理念、方法、手段、载体、

制度、机制等不断创新；要深化改进作

风、狠抓落实工作，加强统筹协调，树

牢大局意识和“一盘棋”思想，推动文

化强区建设迈出新步伐。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2024年第 19次部务会会议召开
汪海洲主持并讲话

（上接第一版）

盖房建屋、搭桥修路，路灯路牌、电

线电杆……一系列建设风风火火开展，

逐年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安装太

阳能路灯 316盏、电力路灯 20盏，厕所革

命完成 411 户，入户路硬化率达 95%，安

全饮水提升改造全覆盖。

“基础设施完善了，接下来就要大

力发展经济。”宋志慧说，“要让村民都

过上好日子。”

随着道路改善，当地瓜果蔬菜自产

自销的局面开始改变，产 业 逐 步 丰 富

起来。

吉居乡群众白玛率先尝试。他利

用家门口山坡地形，搞起了家禽养殖。

这里养鸡与发达地区规模化养殖不同，

白玛家上千只鸡每天在山坡上自由活

动，除粮食饲料之外，还有青草、虫蚁补

充，所产的鸡蛋自然不同。白玛每天定

时将鸡蛋送到康定城区：“早有居民等

在那里抢着买，完全不愁卖。”

因地制宜，与白玛靠山养殖不同的

是，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吉居乡各坝村，

村民的产业之路是种植羊肚菌。

2018 年，村“两委”组织试种了一亩

地左右的羊肚菌，但由于种植技术等原

因，试种效果并不理想。后来，村民四

郎、格让两兄弟专门去学习了羊肚菌种

植 技 术 。 回 村 后 ，二 人 租 了 30 余 亩 土

地，再次尝试种植羊肚菌，还聘请了专业

人员进村指导。

在四郎、格让两兄弟的带动下，目

前，吉居乡羊肚菌种植面积达到了 300

余亩。他们的羊肚菌种植时间是 11 月，

次年 3月至 4月收获。

“现在，冬季也可以看见村民手掌

沾泥忙碌着，土地没有闲着的时候。”各

坝村党支部书记张木塔说，“销路不错，

老板或者公司上门来收购羊肚菌，当天

就可以送到康定或者成都。”

除了羊肚菌，另一项“季节限定”的

鲜货同样也在改变“出山”方式。

8 月下旬的时候，松茸出产已接近

尾声。菜玉村村民阿让每天还能收到

400 至 500 斤新鲜松茸：“最近价格每斤

100元左右，上下浮动不大。”

松茸讲究新鲜。阿让收购松茸 20

多 年 。 他 回 忆 ，吉 居 乡 以 前 交 通 不 便

时，一两天才能将松茸运输到康定，鲜

货变陈货，自然卖不起价格。“原先为了

抢时间，有时会想办法通过雅砻江上的

溜索，把松茸运到对岸的雅江县销售。”

如今，路便利了，生意更红火，阿让

收 购 松 茸 的 同 时 ，也 做 起 了 羊 肚 菌 生

意，收入渠道进一步增加。开车收货、

送货，第二天就能送到成都、昆明。“菌

子新鲜，深受市场欢迎。”阿让高兴地

说，“今年，仅松茸我就收购了几万斤！”

（记者 彭琦 马国英 周辉 王香香 兰

珍 张思雨 琅珍）

因 路 而 变 ，日 子 更“ 鲜 ”

（上接第一版）

另 悉 ，今 年 我 区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开

展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引发

群 众 积 极 参 与 和 点 赞 。 西 藏 自 治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党 组 成 员 、副 局 长 达 娃 在

发 言 中 介 绍 ，开 展 食 品 安 全“ 你 点 我

检”活动，是市场监管部门“开门办抽

检 ”的 生 动 体 现 ，也 是 群 众 认 可 度 和

评价较高的一种方式。

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发布公

告 、制 作 投 票 小 程 序 和 引 导 小 视 频

等 多 种 方 式 ，积 极 营 造 群 众 主 动

“ 点 ”、实 地 参 与“ 检 ”、全 程 监 督“ 测 ”

的 良 好 氛 围 。 今 年 ，自 治 区 市 场 监 管

部门共开展了三次“你点我检”活动，

抽 检 重 点 产 品 为 日 常 消 费 量 大 、与 百

姓生活密切相关、群 众 反 映 问 题 集 中

的 食 品 、节 令 食 品 、地 方 特 色 食 品 、

预 制 菜 和 节 日 热 销 产 品 ，抽 检 对 象 覆

盖 全 区 七 地 市 。

聚 人 气 提 心 气 增 底 气
彭琦

通往吉居乡的路，是采访组走过记

忆 最 深 刻 的 路 。 大 自 然 之 力 ，劈 开 大

山，形成峡谷，雅砻江水咆哮奔腾，气势

磅礴又令人心惊胆战。进乡的道路就

这样盘旋在悬崖之上，即使已经加宽、

硬化，但在雨季依然有一些塌方点。

越是山高谷深、地处偏远的地方，

道路畅通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就越

显重要。道路通了，人们就有了盼头，

日子会越来越好。吉居乡是个风光秀

丽、物产丰富的地方，公路修通后，乡亲

们更加确定脚下这片土地到处都是宝

藏，树上结的、地里长的、家里养的都能

卖进城里，曾经偏远的乡村和山外世界

的联系密切起来了。

聚人气、提心气、增底气。奋进在

乡村全面振兴的路上，乡亲们的精气神

都为之一新。

11 月 27 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体

育馆内，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押

加比赛正在进行中。只见两位力士

背对彼此，奋力向前爬着，一条长长

的绸布被两人拉得笔直。

押加是一种特殊的拔河形式，在

西藏等地广为流传，拥有上百年的历

史，动作来源于牛拉犁时向前的劳作

过 程 ，又 被 称 作“ 大 象 拔 河 ”。 比 赛

中，两名参赛者需要将长绸布两端做

成的圆环分别套于颈部，带子沿着胸

膛从两腿间通过，四肢着地，背向发

力，直到一方将中间的坠条拉过自己

一侧的决胜线为胜利。

拔河和押加都是具有竞技性的

体育项目，需要参赛者凭借体力、技

巧和心理素质争夺胜利。

虽然都是力量的比拼，但是两者

要 求 的 发 力 方 式 与 技 巧 则 有 所 不

同。“押加是单人对抗，再一个就是拔

河是以手部发力和后坐力为主，押加

则是以颈椎和四肢的力量为主，区别

就体现在这里。”新疆代表团教练吕

新贵解释道。

拔河是两个团队的对决，而押加

则是更纯粹的个体之间的角力。

新 疆 代 表 团 运 动 员 帕 拉 提·包

开说：“有的选手上来就采取速战速

决的战术，有的则是用僵持战术，耗

费（对手的）体力耐力。我更喜欢速

战速决。只有放松心态才能发挥出

水平。”

押加虽然起源于藏族地区，但是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民族参与到这

场“背对背的拔河”当中，并且发明了

新的战术技巧，推动着这项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的发展。

来自广西代表团的沙部·鲁比认

为押加并非简单的拉锯角力，随着全

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加入其中，

值得琢磨的技巧与门道越来越丰富

了。“押加项目是新疆、西藏、内蒙古

队的优势项目，参赛的人一般用腿蹬

发力，但是后来湖南队发展出了新的

动作，用全脚掌支撑发力，相关的技

巧动作越来越多。”

“刚接触押加的时候，第一印象

觉得很无聊，怎么只是拉来拉去的，

之后越接触越觉得它还蛮深奥的，因

为动作太多，技巧太多。”他说。

西藏代表团领队白玛尊珠表示，

通过本次运动会上的交流，他发现很

多省市代表团的押加水平都比西藏

高。“押加比赛目前在全国特别普及，

这次比赛让我们看到了全国的水平，

不管输赢大家高兴就行了！”

（据新华社三亚11月 27日电）

背对背的拔河—押加
新华社记者 杨博毅 黄耀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