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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喜马拉雅与冈底斯两大山脉

之间的琼结县，雅拉香布融水——雅

砻河蜿蜒流贯此地，冲刷出宽阔的河

谷。河谷中，20 多座吐蕃陵阙静静矗

立，青瓦达孜山上，流传着历代赞普的

故事。

一千多年前，这里是悉补野部落，

是吐蕃地方王朝发轫地，也是吐蕃王

者的归宿地。悠久的历史遗存，使琼

结成为文旅大县。

近年来，琼结县立足“藏民族之

宗，藏文化之源”这一地域优势文化资

源，坚持以“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

为本”原则，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

保护，探索实践具有琼结特色的文物

保护发展之路。

让文物美起来

琼结县城，青瓦达孜山下，横穿

雪村公路一侧，有一座优雅的小院，

雕梁画栋。雪村居民悠然地从院门

前经过，赶牛羊的，晾青稞的，扶老携

幼的……

据 说 ，这 个 小 院 是 西 藏 第 一 美

女——达瓦卓玛的故居。

不管历史上是否确有达瓦卓玛其

人，但这位美丽、聪明、勇敢的姑娘，无

疑成为西藏所有美丽姑娘的代名词，

成为琼结美丽的文化符号。

琼结之美，美在人文。来到琼结，

必去藏王墓群、青瓦达孜六宫遗址、达

瓦卓玛故居等人文景观，感受淳朴的

民风民俗。

立足文旅兴县，一直以来，琼结县

把文物保护工作摆在重要位置。2024

年，累计投入 66万余元，对部分文保单

位实施抢救性保护及“微改造、精提

升”工程。将文物保护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科学管控文物保护空间，确

保有文物的地方不开发。依托西藏自

治区文物安全监管平台，推动形成三

级文物管护网格巡查机制。一年来，

各成员单位 20 余次联动巡查，文物安

全 巡 查 员 先 后 开 展 2100 多 次 日 常

巡查。

让文物活起来

2024 年秋分，天高云淡。西藏“中

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琼结县强

结村秋收后的庄稼地里举行，背景是

一座拥有近 200 年历史的庄园——强

钦庄园。

2013 年，强钦庄园获评为西藏自

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各级党委、政府

推动古建修复和创造性转化。经 2015

年首轮修复后，2023 年再度筹集资金，

将其保护性改造为强钦庄园公共文化

中心。

这是山南市首个古建活化案例。

在强钦庄园，记者看到，博物馆级

的照明系统点亮了整座古建，底层的

马厩、柴房、粮仓、农奴住所，二、三层

的编织和酿酒空间、庄园主居所和经

堂，成为常设展“千年藏源·涅槃新颜”

的组成部分。强吉村的大学生志愿者

化身“达瓦卓玛”，在展馆中为游客导

览，讲解展现新旧之别。

为让文化遗产与现代潮流碰撞，

琼结县注重挖掘文物历史、艺术、社

会、文化价值，使其在现代场景里活

起来。

2024 年以来，琼结县先后梳理全

县不可移动文物点 159处，累计完成第

三次文物普查登记文物点 48 处，依托

新媒体举办琼结文物云展览，让更多

人从网上了解琼结深厚的文物资源。

强钦庄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点，让游客在感受西藏农耕文化中接

受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

当前，琼结县各文保单位教育功

能已有效激活，助力乡村振兴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用开始凸显。

让文物热起来

深冬的藏王墓景区，游人不多。

一位穿土黄色棉服的游客独自站在松

赞干布墓旁，望着县城居民区上空的

炊烟。

“直面曾经的辉煌鼎盛，我会有些

伤痛。沉浸于一个地方王朝的背影

中，我感到了悲凉。”他名叫李喆，进藏

之前，已经走了几个省份。他告诉记

者，游历了多少墓葬、遗址已难全部

记住。

“在这里，我仿佛看到一千多年前

吐蕃地方王朝的金戈铁马。”抚摸着身

边 的 沙 土 ，李 喆 说 ，它 不 只 是 土 丘

一堆。

为了把琼结文保单位打造成人文

大招牌，让文物与游客的目光和心灵

碰撞，琼结县千方百计提高文物景点

的知名度，近年来，先后申报坚耶寺、

唐布齐寺为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青瓦达孜山摩崖造像、帮嘎遗

址、德吉林卡遗址为第八批自治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

这几年，慕名来琼结感受人文历

史、打卡留念的游客也日渐增多。

在海拔 4000多米的险峻公路上，有

这样一群女性，她们以柔弱之躯扛起公

路养护的重担，用坚韧和奉献在雪域高

原书写着动人篇章。她们是曲松养护

段“女子工区”的 12名职工，宛如天边绽

放的最美格桑花。

布当拉山，这条 40多公里的盘山公

路，是“女子工区”的主战场。这里路况

复杂、气候恶劣，自然灾害频发，水毁、

雪毁、翻浆、泥石流、塌方等威胁着公路

的安全畅通。然而，“女子工区”的“女

汉子”们从未退缩。

山南市曾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暴

风雪，布丹拉山路段被大雪封堵，平均

积雪达 80厘米，车辆被困，寒风呼啸，清

雪保通工作困难重重。工区长尼玛带

领女职工们跨昼夜作业，连续 24小时除

雪破冰。“大家再加把劲，被困的人还等

着我们去救！”尼玛大声呼喊着，鼓舞着

大家的士气。女职工手持铁锹、扫帚，

奋力铲雪，脸被寒风吹得通红，手被冻

得麻木，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最后成功

解救出被困车辆和人员。被救人员感

激地说：“有‘女子工区’的‘女汉子’在，

布丹拉山再难走也不怕。”

平日里，这段公路上险象环生，常

有车辆因各种故障抛锚或发生事故。

“ 女 汉 子 ”们 总 是 第 一 时 间 冲 上 去 救

援。有一次，寒冬腊月，夜幕将至，大雪

纷飞，布丹拉山的盘山公路被积雪掩

埋，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行至陡坡

时 ，因 制 动 器 过 热 失 灵 ，失 控 滑 向 路

边。司机被困车内，焦急不已。正在附

近巡查的“女子工区”成员发现后，毫不

犹 豫 地 冲 向 货 车 。 她 们 不 顾 寒 风 刺

骨。有的安抚司机，有的迅速在车后

放置警示标识，有的熟练地拿出工具

检 修 制 动 器 ，动 作 娴 熟 又 配 合 默 契 。

一小时后，货车制动器修复。司机紧

握她们的手，热泪盈眶：“多亏你们，不

然我真不知咋办！”货车缓缓离开，她

们微笑着叮嘱司机注意安全，然后收

拾好工具，再次融入茫茫雪夜，继续巡

查道路。

像这样的救援事例数不胜数，“女

子工区”为此设立了救助站，在强降雨、

强降雪等恶劣天气中，救助受困人员

500 余人，无偿提供价值 6.5 万余元的食

物和药品。

“女子工区”的女职工大多是“路二

代”甚至“路三代”，她们一直传承着父

辈的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在养

护工作中，她们不断自我审视、互相学

习，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工作。面对诸多

荣誉，如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工人先锋

号”、全国第七届“最美中国路姐”入围

奖等 20 余项，她们没有骄傲自满，而是

将其转化为工作的动力。

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却把

青春年华献给了西藏公路养护事业。

她们在高寒缺氧环境中，耐得住风寒，

忍得住寂寞，默默守护着公路。她们美

丽而坚强，柔弱却挺拔，如格桑花般在

养护一线绽放，成为雪域高原上一道最

美的风景，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新时代

养路工人的精神风貌，让“女子工区”这

朵格桑花永远盛开在公路沿线，盛开在

人们心中。

本报泽当电（记者 武沛涛）近日，

山南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

山 南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联 合 编 制 了

《山南市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规范化管

理指导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旨在

为各级各类学校食堂提供一个科学、

规范且实用的食品安全管理指南，促

进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科学化、

规范化进程。

记者了解到，《手册》严格遵循国

家及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考虑

山南市实际情况，从组织管理、场所与

设施、过程控制及应急处置四大方面，

详细阐述了 24 个关键控制点，全面覆

盖到食堂食品安全的各个环节，以确

保食品安全管理的全面性。

为了提高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手

册》采用文字、图片、流程表等方式，帮

助食堂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迅速掌握

食品安全管理的核心要点与具体操作

方法。截至目前，手册已印制 500 册，

分发给市直学校的包保干部、市教育

局、各县（区、市）市场监管局以及各级

各类学校食堂（包括幼儿园食堂）。

山南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多种渠

道，组织学校食堂管理人员与从业人

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手册》内容，

把《手 册》内 容 落 实 到 食 品 安 全 工 作

中，不断提升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保

障水平，严防严控群体性食品安全事

件，确保广大师生的饮食健康安全。

本报浪卡子电（记者 武沛涛）为

持 续 巩 固 拓 展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成

果，打造乡村宜居新貌，构建长效治理

机制，近日，浪卡子县伦布雪乡组织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观摩学习活动。

观摩组深入伦布雪乡 17 个村，通

过观看宣传短片、实地入户走访、听取

经验讲解等形式，了解各村在美丽乡

村建设、人畜分离、户厕改造、村容村

貌提升、残垣断壁清理及美丽庭院打

造等方面的实践成果，就如何结合自

身实际、借鉴成功经验进行探讨交流。

此次观摩为各村搭建了相互学习

的平台，促使村干部在对比中找差距、

补短板，提升思想认识与工作标准，推

动 全 乡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工 作 朝 着 规 范

化、常态化方向发展，助力乡村旧貌换

新颜。

伦布雪乡将以此次活动为起点，

秉持“当下治”与“长久立”协同推进的

理念，在整治上精准施策，管护上做细

做实，群众动员上走深走实，持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勾勒绿色、美丽、宜居

的乡村新画卷。

本报措美电（记者 武沛涛）近日，

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验收组深入措美

县哲古镇哲古景区，实地开展景区评

定验收工作，旨在推动山南市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规范、系统、高质量创建，

全面提升旅游景区服务、运营和管理

水平，增强景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能

力，满足群众的旅游消费和美好生活

需要。

验收组通过实地考察、查阅资料、

交流座谈等方式，对创建景区的游客

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游览线

路规划、配套设施建设、文旅业态发展

和运营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验收。最

终，各项内容一致通过。

同时，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哲

古景区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提升服务

质量及加强设施维护等方面提出了指

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景区今后的提

质升级开拓了新思路。

山南市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屏障

浪卡子县伦布雪乡

观摩学习人居环境整治

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验收组

开展哲古景区评定验收工作

高 原 公 路 上 的“ 格 桑 花 ”
——记曲松养护段“女子工区”的坚守与担当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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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泽当电（记者 武沛涛）日前，

由乃东区委、区政府筹措物资的卡车

已前往日喀则市地震灾区。

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乃东消

防救援大队与西藏森林消防总队驻山

南（乃东）分队第一时间调派消防救援

力量向灾区挺进。在抗震救灾的战场

上，乃东区广大党员干部、团员青年、

群众牢记职责使命，全力以赴为抗震

救灾贡献力量，推进灾后重建工作。

与此同时，乃东区向社会发出爱

心倡议，辖区各中小企业积极响应，用

实际行动彰显使命担当。

“我们商会作为连接甘青籍企业、

人员和西藏群众的桥梁，在灾难面前，

挺身而出是义不容辞的义务与责任。”

西藏乃东甘肃青海企业家商会会长马

文军说，“我坚信，只要 56 个民族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受灾地区定能如

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迅速从废墟中

崛起，民族团结之花必将在西藏这片

土地上绽放得更加绚烂。”

甜茶馆作为群众日常休闲交流的场所，承载着浓厚的文化氛围与社交属性。

近日，贡嘎县东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乡综治中心深入辖区茶馆内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为群众讲解了《信访工作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法》、防诈宣传、

防灾减灾等内容，还为群众打开了手机的地震预警功能。

图为志愿服务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摄

乃东区

全力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图①：琼结县城以及青瓦达孜山上的遗址。

图②：琼结县文保工作人员检查文物保护情况。

图③：琼结县文保工作人员和消防部门正在文物保护单位检查防火工作。

图④：琼结县文保工作人员检查文物保护单位屋顶防雨情况。

图⑤：松赞干布陵墓。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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