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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患者到宣传者，防艾路上他一直在努力
——记西藏首位公开身份的HIV感染者

本报记者 央金 张雪芳

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为深化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

合，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近日，曲水县群

团工作部联合“美丽公约”公益组织在才纳乡

小学开展了以“爱系远疆 非遗进校园”为主题

的精彩活动。

活动当天，来自不同年级的 30 名学生盛

装参加，充分体现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之情。来自“美丽公约”公益组织的北京志愿

者首先向学生介绍了北京的传统文化，通过

生动有趣的视频，让孩子们直观地看到了京

剧脸谱的制作过程，了解到不同颜色代表的

人物性格。同时，志愿者详细讲解了京剧脸

谱与藏戏脸谱的异曲同工之处，学生们积极

提问互动，现场气氛十分活跃。接着，曲水县

群团工作部部长巴旦卓嘎与同学们分享了曲

水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生们在了解到家

乡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瑰宝后，纷纷为家乡感

到自豪。

随后，志愿者向学生发放了制作京剧脸谱

的材料，进行现场教学。他们耐心地向学生讲

解色彩的运用、搭配以及绘画方法。学生自己

动手体验脸谱制作过程，每个步骤都充满了挑

战与惊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沉浸式地感

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此次活动犹如为学生开启了一扇通向传

统文化的大门，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了“非遗”的

种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根植血脉之

中。巴旦卓嘎表示，将持续关注青少年健康成

长，不断丰富校园生活，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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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斯宇）

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更好提升全县各族群众讲好

国家通用语言、使用规范文字的

能力，近日，当雄县藏语委办（编

译局）开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题的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宣传活动。

活 动 中 ，通 过 悬 挂 横 幅 ，向

过往群众发放《拉萨地名汉藏对

照（当 雄 篇）》及 相 关 宣 传 册 、宣

传 品 等 方 式 ，营 造 浓 厚 的 宣 传

氛围。

此次宣传活动主题鲜明、受

众广泛，营造了普及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浓厚氛围，同时为巩固

提升当雄县宣传推广国家通用语

言 文 字 成 果 注 入 了 源 源 不 断 的

力量。

当雄县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斯宇）

近日，墨竹工卡县民政局和退役

军人事务局留守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站在日多乡中心小学开展了系

列法律知识普及活动。日多乡人

民政府、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多乡

派出所及拉萨市社会工作和志愿

者协会参加。

活动中，开展了地震与火灾

应急演练，消防员为师生讲解了

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火灾发生

时 的 逃 生 技 巧 等 ，宣 传 了《中 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心理咨询师

通 过 与 学 生 做 游 戏 、互 动 等 形

式，帮助他们排解学习与生活中

的压力。

活动最后，工作人员对困境

儿童进行了慰问，为他们送上了

学习用品，鼓励他们勇敢面对困

难，努力学习，乐观生活。

下一步，墨竹工卡县留守困

境儿童关爱服务站将整合更多社

会资源，开展更多有益活动，为儿

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墨竹工卡县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普法活动

为加强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意识、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拉萨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在“交通文明 携手共创”主题宣传日，以文艺表演、展示宣

传、咨询服务、互动体验等形式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系列活动。

图为民警带领现场小朋友体验、认识各种交通场景和标识。

本报记者 鹿丽娟 摄

近日，由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广播影视制作中

心 及 西 藏 风 古 道 悠 悠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共 同 投 资 、

出 品 和 联 合 拍 摄 的 电 影《爱 在 西 藏》启 动 仪 式 在 拉

萨 举 行 。 作 为 自 治 区 文 艺 扶 持 重 点 项 目 ，该 片 是

西 藏 自 治 区 国 有 传 媒 机 构 与 民 营 公 司 联 合 投 资 影

视 剧 创 作 、生 产 的 首 次 尝 试 ，将 为 西 藏 影 视 产 业 开

拓 市 场 、创 作 出 更 多 更 好 的 影 视 精 品 力 作 进 行 积

极 、有 意 义 的 探 索 。 该 片 剧 本 将 加 紧 打 磨 润 色 修

改 ，计 划 于 2025 年 夏 季 拍 摄 ，为 西 藏 自 治 区 成 立 60

周年献礼。

图①②①②为电影《爱在西藏》启动仪式。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摄

拉萨市城关区八一社区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 1952 年，因毗邻西藏首个军垦农场“八一农

场”而得名。这个拥有 6183 户 17126 名居民的

大家庭，汇聚了藏、汉、蒙古、回、彝等 22 个民族

的兄弟姐妹。如何更好地服务群众、增进邻里

情 谊 ，一 直 是 八 一 社 区 居 委 会 不 断 探 索 的

课题。

近年来，八一社区以网格员与居民“三个

认 识 ”活 动 为 契 机 ，创 新 性 地 打 造 了“ 家 史

馆”。这个充满温情与回忆的空间，不仅成为

居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更是社区治理与服务的

新亮点。

走进“家史馆”，一股温馨的气息扑面而

来。墙上挂着的居民自述家史和老照片，仿

佛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由居民自

发捐赠的老物件和家史故事，串联起社区的

历史脉络，也展现了拉萨乃至新西藏的发展

变迁。

“这里有我们共同的记忆，每次走进来都

仿佛回到了过去。”一位八一社区的居民深情

地说道。

“家史馆”的打造，不仅让居民有了共同回

忆的载体，更在无形中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

居民在这里分享着彼此的故事，感受着岁月的

温度，也激发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

为了让“家史馆”发挥更大作用，八一社区

居委会延伸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从传承良好家风、弘扬传统文化的讲座，到与

西藏大学合作的老年大学社区课堂，再到学龄

前儿童的藏文书法学习班，每一项活动都深受

居民喜爱。

此外，社区恢复了老年文艺队，开放了社

区食堂，为老年人提供就餐半折优惠等贴心服

务。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更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八一社区社区负责人表示，“家史馆”的成

功打造，是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一次生动实

践。它让居民站上了舞台，成为社区治理的主

角，也让服务更加贴心、更加温暖。未来，八一

社区将继续依托“家史馆”这一阵地，向居民提

供多元化、优质的服务，努力打造成现代化社

区的典范。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近年来，大数据织

就的“便民网”，不断向市民输送着便利，以往办证

办事需要东奔西跑，今年以来，城关公安大力宣传

通过手机程序申领电子居住证等线上办理流程，开

展一对一入户指导手机操作，打通便民服务“最后

一公里”。

为方便群众办事，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警务室民警通过上门宣传方式，让居民关注西藏公

安政务服务平台。民警向居民一对一讲解，依照清

晰明确的步骤操作，使居民无须到派出所开具相关

证明，仅用身份证就能便捷办理；无须烦琐流程，就

能获得电子居住证等。

来自山东的餐饮店老板刘雪说：“现在居住证

办理可以直接通过手机线上申领，不用往派出所和

政务大厅跑了，真便捷，而且电子居住证使用起来

方便，再也不怕弄丢了。”

电子证件方便携带，居民出行、办事无须再带

纸质证件，避免了丢失、损坏等问题，而且手机线上

办理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居民可以随时申

请，大大提高了办理效率，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腿，

群众少跑路，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赢得

群众广泛赞誉。

电子居住证一指办，紧盯群众、企业、基层关心

的关键小事，全程零跑腿、零费用办理，主动融入数

字化改革浪潮，助推智慧政务新发展。如今，城关

区电子居住证申请量有显著增长，真正做到让数据

跑腿、群众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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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我们共同的记忆”
——城关区八一社区“家史馆”见闻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电影《爱在西藏》启动仪式在拉萨举行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是血液传

播、性传播、母婴传播。那么，我们与艾滋

病 病 毒 感 染 者 拥 抱 、对 话 ，会 不 会 被 传

染？我被确诊感染 HIV（艾滋病病毒）已

13 年，吃药治疗 12 年，通过药物治疗，我

现在看起来和健康人是一样的。”在拉萨

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防艾宣传活动

现场，西藏首位公开身份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班久与现场师生分享了他的故事，尽

自己所能向身边的人普及防艾知识。

班久被确诊感染 HIV 后，曾有过绝

望、自杀等念想。备受歧视的他，不得不

离开家乡。如今，他不仅是一位创业者，

还是西藏防治艾滋病协会的一名专职工

作人员，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宣传、关爱像

他一样曾经迷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让

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

班久来自昌都市江达县农村，他 12岁

开始学习木雕手艺，喜欢唱歌。他怎么也

不会想到，艾滋病会和他扯上关系，而且

这个噩梦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他

开启了一段特殊的人生旅程。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感染的艾滋病。

2011 年前后，我发现自己常常生病，去了

西藏的各大医院检查，但没有找到病因。

直到 2012年底，我和朋友去成都两家医院

就诊，最终被确诊感染 HIV。回到村子不

久，我被感染 HIV 的事情就传开了。村民

开始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开始躲着我。

我在亲友乡亲眼中变成了异类，这对我内

心造成很大困扰。”班久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班久上网得知一位

名叫社杰志麦的艾滋病患者，他不仅对大

众公开身份，还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这让他看到了希望，有了人生的方向。

班久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公开自己

的身份。“当我决定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身份对外公布这件事情告诉母亲后，她

的态度是肯定的。”班久说，他清楚地记

得 ，母 亲 说 ：“ 既 然 你 已 经 确 诊 被 感 染

HIV，我给不了你很好的建议，只要你决

定了就好。”

得到母亲的肯定后，班久放下所有顾

虑。“我决定公布身份的那一刻，心情是特

别愉悦的，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班久说，后来经历的事情，让他没想到这

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听说班久是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很多人避之不及，虽然在他的家乡这已是

公开的秘密。无奈之下，班久只能离开家

乡，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找了一份水

泥工的工作。

“工作虽然累，但我很珍惜，一个月

5000 元的工资，对我和家人来说，都非常

需要。”班久说，这个工作没干多久，老板

得知他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他再

次面临失业。

这 样 的 经 历 ，班 久 经 过 了 很 多 次 。

后来，他开始创业，卖青稞酥油、开打印

店……“我做过很多事情，现在自己开了

一家公司，有 15 名员工。”班久说，创业虽

然艰辛，但这是他的一份工作，也是经济

来源。

西藏防治艾滋病协会会长格桑顿珠

介绍，艾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IDS），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入侵人体

后引起的严重传染病，具有传播途径多

样、发病缓慢、病死率高的特点。在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三级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委托下，今年以来，

协会在那曲市、林芝市、日喀则市等地，已

经开展防治艾滋病宣传 1200多场次，免费

发放或邮寄检测试纸 2000多张，初步筛查

被感染 HIV 者 4例。

“我们在拉萨市二职开展防艾抗艾

宣传，主要是为了提高青少年学生对艾

滋病的认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减少高

危行为的发生，共同构建健康、安全的校

园环境。”格桑顿珠说，同时，他们将以拉

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试点，创

建防艾抗艾“健康促进”社团，成员由学校

各专业学生组成，进一步推动高中层面学

校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为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艾滋病防治的良好氛围奠定坚实

基础。

班久告诉记者，他通过短视频等平

台，发布艾滋病防治宣传相关知识的视

频、直播快三年了，拥有粉丝 2万多人。他

还经常到全区各地宣传，为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提供帮助。一条路、一群人，他们一

定会继续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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