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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由中铁七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察芒公路阿孜乡至芒康县段改建工程”A 标段，于 2024 年 9 月 3 日通过竣工

验收，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材料费等已全部结清，无任何拖欠农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等问题，如有异议，请相

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我公司或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付保华 联系电话：13526825396
特此声明

中铁七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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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初冬，金色的阳光洒在错落有致的新居，在连绵

远山与广袤草原的映衬下，显得温暖安详。这里是青

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

一座青海湖畔的牧民集中安置新村。

2021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果洛藏贡麻

村，看望慰问群众。三年多来，这个高原村落牢记总

书记的谆谆嘱托，利用资源禀赋发展现代生态畜牧

业，守护绿水青山，创造金山银山，在青藏高原书写乡

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告别游牧启新程

【“乡村振兴要突出农牧民增收这个重点，加快推

进高原特色种业振兴行动，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打

响高原土特产品牌。”——习近平】

逐水草，牧牛羊。

在果洛藏贡麻村村委会副主任俄藏加的儿时记

忆里，他和父母总在搬家。“一年四季都忙着放牧和转

场，生活十分辛苦。”俄藏加说，那时一家人住在牛毛

编织成的帐篷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终于在 2014

年，俄藏加和村里其他牧民告别游牧生活，在刚察县

城边的牧民集中定居点里安了家。

新居窗明几净，传统院落里有了现代冲水式厕

所，小孩上学、老人就医也方便许多。俄藏加说：“这

样的生活，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

新生活带来对新发展的渴望。

“传统的游牧生产采取家庭养殖方式，规模小、成

本高，抗风险能力低。我们要建设现代畜牧业示范基

地，提高畜牧科技含量，加快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

业转变。”“90后”村党支部书记索南才夫旦告诉记者。

在政府引导帮扶下，村民们纷纷积极行动。2022

年，村里的“能人”索南昂秀联合 39 户牧民成立生态畜

牧合作社，探索集约管理、科学养畜的“新路子”。“2023

年合作社收入 57 万元，出栏 630 只羊和 180 头牛。”索

南昂秀说。

乡村振兴还要靠人才。近年来，共有 80 多名从果

洛藏贡麻村走出去的大学生陆续学成归来，积极投身

返乡创业热潮，为高原村庄带来新气象。

2022 年，21 岁的多杰吉返乡后在村里开起一家网

红孵化机构，通过电商平台向全国朋友推荐村里生产

的牛羊肉、青稞啤酒等。“我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我的

家乡，看到这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多杰吉说。

“通过发展生态畜牧、环湖旅游、网络电商，大家

的就业选择增多了，高原特色民族村寨初现雏形，牧

民群众的收入增加，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俄藏加说。

人湖共生新图景

【“青海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来之

不易，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拓展。”——习近平】

“我小时候，村里的草高得能没过马蹄。”那瓦才郎热情地邀请记者在家里喝奶茶，

讲述村里的过往，“青海湖环湖地区自古是人杰地灵、水草丰美的地方，后来人口逐渐

增多，草场的质量开始下降。”

果洛藏贡麻村位于青海湖北岸。近年来，为保护青海湖生态环境，守护赖以生存

的草场，村里的 49名牧民放下牧鞭，成了县里的生态管护员，那瓦才郎便是其中之一。

每周在负责的片区巡护两三次，哪片水草日益丰美，哪座山越来越绿，那瓦才郎心

里都有一本账。带着记者穿越冬季牧场，抵达村里的饮用水源地，那瓦才郎说：“看！

茂密的植物、干净的水，都是保护的成果啊！”

生态向好，野生动物开始频现。“野生的普氏原羚，在草场周边随处可见。”那瓦才

郎感慨地说。普氏原羚是生活在青海湖地区的珍稀动物，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数量已

由保护初期的不足 300只增加到现在的 3400余只。

在沙柳河观赏湟鱼洄游、在仙女湾湿地与普氏原羚“近距离”接触、在圣泉湾断崖

留下“打卡照片”……以果洛藏贡麻村为中心点，感受青海湖之美的旅游线路成了不少

游客的必选项。

村后山坡草原上，散落着一栋栋小木屋，这是村里为发展旅游建起的民宿。“来村

里的旅游参观团，最多时一天要接待 8 个。我们在思考如何把旅游业和畜牧业更好地

联动起来，让村民共享生态保护成果，创造更多工作岗位。”索南才夫旦热情地在村口

迎接远道而来的游人。

“腾志”之花绽湖畔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

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习近平】

走进村子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腾志广场，“腾志”在藏语中意为“团结”。

广场中一座雕塑十分醒目：一本打开的书，白底红字的书上用藏汉双语写着“腾

志”二字，上面是一双手托举着一个石榴，红红的石榴籽紧紧地抱在一起。

2021 年，总书记来到果洛藏贡麻村，牧民索南才让率一家老小热情邀请总书记到

家里做客，并献上哈达。索南才让激动地说，牧民生活好，全靠党的政策好，衷心感谢

共产党，衷心感谢总书记。

离开索南才让家，村民们看到总书记来了，热情地涌到路边，欢呼着向总书记问

好。总书记动情地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

衰。”

牵挂润高原，嘱托催奋进。果洛藏贡麻村的藏族儿女，用团结奋进的汗水，浇灌着

那朵长盛不衰的花朵。

去年，53 岁的才华多杰在交通事故中严重受伤，一家人为筹集治疗费用愁眉不

展。不到一周的时间，村民自发组织捐牛羊、现金，帮助才华多杰一家人渡过难关。“非

常感激大伙儿的帮助，今后我们更要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回馈大家！”才华多杰说。

3 年多来，果洛藏贡麻村推动民族团结工作与平安乡村建设、“星级化”支部创建、

“雪亮工程”等工作深度结合，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沙柳河畔越开越艳。

“我很荣幸今天又见到总书记了，感恩所有，祝福伟大祖国越来越强大。”9月 27 日，

索南才夫旦激动地发了一条朋友圈。当天，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果洛藏贡麻村村民委员会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索南才夫旦捧回

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朝阳如金，洒满高原村落。广场上“腾志”二字熠熠生辉。

“人心齐了，干劲更足了！”索南才夫旦说，“我们要继续努力，让日子过得越来

越好！”

（新华社西宁12月 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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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

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日前在巴拉

圭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届常会

上通过评审，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至此，中国共有 44 个项目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其中，有 39个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4个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1个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

春节申遗成功有哪些重要意义？中

国是怎么做到非遗项目数量世界第一

的？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将如何继续推进？

春节申遗成功有哪些重
要意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

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

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

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

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

艺品和文化场所。

2006 年，春节被列入国务院公布

的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

录。随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范围的日

趋扩大，春节在全球的影响力也日益

提升。目前，世界上有近 20 个国家将

农历新年定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

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农历新

年。去年第 78届联大还将农历新年确

定为联合国假日。

中国代表团在巴拉圭申遗现场表

示，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寄寓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寄托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体现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睦相处的

价值理念。在世代传承中，该遗产项

目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赋予持久的精

神力量，在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也在世界舞台上促进着文明

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中国代表团指出，春节申遗成功，

有助于弘扬和谐、和平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彰显非遗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作用。面向未来，中国愿认真履行保

护承诺，携手各方，以非遗为桥梁和纽

带，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深化文明交流

互鉴，为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中国是怎么做到非遗数
量世界第一的

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的文化

遗产。2024 年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

周年。通过 20 年实践，中国已形成既

符合自身国情、又与国际衔接，具有中

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体系。

近年来，中国一大批体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

学价值的非遗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各

级人大、政府积极推进非遗相关立法，

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今年 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

情况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非遗资源

总量近 87万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其中国家级

代 表 性 项 目 1557 项（包 含 3610 个 子

项）。认定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 9万多人，其中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 3068人。全国现有非遗保护

机构 2406个。文化和旅游部设立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全部成立省级非遗保护

中心。

通过建立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推进区域性

整体保护，以及加快传承体验设施建

设，中国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日益健全，

传播普及水平不断提升，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

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将如
何继续推进

中国代表团表示，中国将继续认

真 履 行《保 护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公

约》，不 断 提 升 非 遗 系 统 性 保 护 水

平。同时申报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

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

的 非 遗 项 目 ，讲 好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故 事 ，推 动 中 华 文 化 更 好 地 走 向

世界。

巴拉圭当地时间 5 日，“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木拱桥传

统营造技艺”3 个遗产项目通过评审，

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首次

正式实施转名录程序。

以“ 黎 族 传 统 纺 染 织 绣 技 艺 ”为

例，该遗产项目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

以来，中国紧紧围绕该遗产项目后继

乏人的风险，通过支持鼓励传承人传

艺带徒，大力开展各类培训、纳入正规

教育等方式促进该遗产项目的传承，

传承群体由 1000 人增长至 2 万人。在

实现振兴的同时，该遗产项目也为黎

族群众特别是女性提供可持续生计，

为年青一代的全面教育提供优质资

源，为不同社区开展相互尊重的对话

等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代表团表示，

今后中国将基于该遗产项目保护现

状，继续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维

护文化多样性。

中 国 代 表 团 指 出 ，接 下 来 ，中 国

将继续统筹运用整体性保护、分类保

护、生产性保护等方式，精准施策，不

断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力，

继续确保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成为

非遗保护的最广泛参与者和最大受

益者。

（新华社巴拉圭亚松森12月 6日电）

中国“非遗”项目数量世界第一意味着什么
新华社记者 周永穗 朱雨博

新华社北京 12月 6日电（记者 曹

嘉玥 白鑫雨）由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

心撰写的《全球发展报告 2024》6 日在

京发布。报告以“动荡变革的世界：合

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为主题，就国际

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

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第一副主任张来

明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

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面临多种风险

挑战，凝聚起国际社会携手应变的共

识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前提。报告

在广泛吸收中外专家学者观点的基础

上，就共同应对挑战的总体思路和主

要路径进行了探讨。

据了解，《全球发展报告 2024》分

为 10 章 内 容 ，总 论 3 章 梳 理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进展、分析全

球发展的“六大基本特征”和面临的

“ 六 大 共 同 挑 战 ”、提 出 全 球 合 作 应

对共同挑战的建议举措，分论 7 章探

讨了全球在气候变化、产业链供应链

调整、数智化转型、减贫、粮食安全、

卫生健康、发展融资等领域面临的挑

战、原因及应对建议。

报告指出，各方应对全球性问题

要以解决最紧迫挑战为牵引，共同推

动构建开放包容、稳定互信的产业链

供应链，持续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建设，

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中 国 国 际 发 展 知 识 中 心 常 务 副

主任王金照说，气候变化形势更加紧

迫、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形势严峻、

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等多重挑战相

互叠加放大。当前“全球南方”蓬勃

发展，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广大

“全球南方”国家应以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愿景，推动共同和可持

续的全球发展。

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曼彻

斯特大学发展研究所前执行主任大

卫·休姆在视频发言中表示，没有任何

人可以单枪匹马面对挑战，可持续发

展是未来唯一出路。各国应摒弃零和

思维，致力实现人类共同发展。

发 布 全 球 发 展 报 告 是 中 方 落 实

全球发展倡议的一项重要举措，此次

是 主 办 方 第 三 次 发 布 此 年 度 报 告 。

来自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等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多国驻华

使节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及智库等

的 150 余 名 代 表 出 席 了 本 次 报 告 发

布会。

《全球发展报告 2024》聚焦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这三项
列入人类非遗

12 月 5 日，正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 届常会通过评

审，决定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图为市民在澳门议事亭前地观

赏春节灯饰（2024年 1月 29日摄）。

新华社发（张金加 摄）

◀图 为 在 海 南 省 乐 东 黎

族自治县，选手们在技艺比赛

现场编织黎锦（2023年 4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樊雨晴 摄

▶图 为 在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庆元县拍摄的古廊桥咏归桥

雪 后 景 色（2024 年 1 月 23 日

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吴春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