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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那曲市嘉黎县林堤乡派出所创新警务模式，

2023 年 12 月成立‘极速救援队’，一年多来，发挥作

用明显。截至目前，‘极速救援队’已先后开展道路

交通巡控、路面隐患排查整治、除雪保通、群众救援

等工作 300 余次，先后救助疏导车辆 400 余辆次，服

务救助群众 1100 余人次……”得知这一新闻线索

后，记者决定在新春之际前往林堤乡，一探高海拔

基层民辅警风采。

从那曲市区出发、行驶到省道 302 线，一路往东

南方向行进。藏北高原深冬的清晨，天色灰蒙，空

气中弥漫着刺骨的冷意。路旁三两房屋升起的袅

袅炊烟好似被凝固、抱团僵直缓慢而上。忽而一阵

寒风掠过，丝丝雪花轻柔飘落，随即狂风四起，雾气

弥 漫 ，大 雪 飞 扬 ，不 一 会 儿 ，只 见 天 地 间 白 茫 茫

一片。

“记者，您好！现在辖区出现了降雪天气，我们

要立即到易滑结冰路段除雪、铺撒防滑沙，排除交

通安全隐患。你们来的路上要放慢车速，注意安

全，我们清理完道路就回派出所和你们碰面。”派出

所所长边久的来电，拉回沉浸在冬日清冷风景的记

者一行。

行驶到海拔 5100 米的省道 302 线阿依拉山路

段，遇到 6 名民辅警在铲冰除雪。带着敬意，我们下

车招呼问候。

“你们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现在雪变小了，

来往车辆也不多，我们抓紧时间把这段急弯路面的

积雪清理完就返回。”边久在衣服上擦拭了几下双

手，热情地与我们握手后，又拿起一旁的铁铲奋力

铲雪，时而语速缓慢、间断地和我们交谈，但手上的

动作从未停止。

清理积雪、抛撒沙石、疏导交通……雪水沿着

各民辅警的发梢、脸颊，滴落到其机械运作的肩头、

双手、两腿。他们顾不上红肿的手指、被浸湿的鞋

袜，顾不上高海拔高强度工作带来的身体不适，顾

不上来往司乘人员纷纷竖起的大拇指……顶风冒

雪、不畏严寒，用实际行动温暖着这个寒冬！

近一个小时的除雪保通工作结束，大家回到林

堤乡公安检查站，围坐在暖和的牛粪炉旁，没有一

人诉苦喊累。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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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市城关区嘎玛贡桑社区，有一个充满

活力和温馨的地方——党群服务中心的“金色年

华”排练室。春节假期，这里依然十分热闹，辖区

的老年文艺队成员聚集在这里，享受着属于他们

的快乐时光。对于这些老人来说，“金色年华”排

练室不仅是一个活动场所，更是一个让他们感受

到温暖、关怀与乐趣的精神家园。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排练室，老人们也

开始了一天的锻炼。伴随着轻柔的音乐，他们整

齐地做着藏医操。通过长期坚持锻炼，许多老人

表示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

新。“以前总是感觉腰酸背痛，现在做了藏医操

后，整个人都轻松多了。”69 岁的央珍老人笑着告

诉记者。

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金色年华”排练室

又变成了另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界，老人们伴随着

悠扬的西藏朗玛旋律翩翩起舞。在这里，每一位

舞者都沉浸在音乐中，用肢体语言讲述着自己年

轻时的故事。对于老年文艺队成员而言，跳舞不

仅是娱乐休闲的方式，更是对过去美好回忆的一

种追忆和延续。

除了日常的锻炼和舞蹈外，“金色年华”排练

室还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老人们在这里

聊天、喝茶、分享生活点滴，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不仅促进了邻里关系

的和谐发展，也为整个社区注入了正能量。

65 岁的索朗尼玛是嘎玛贡桑社区的居民，也

是老年文艺队的成员之一。退休后的索朗尼玛

每天吃过早饭，把孙子孙女送到学校后，就雷打

不动地到排练室报到。

“刚退休那两年，孩子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

上 学 ，我 一 个 人 在 家 不 但 无 聊 ，还 时 常 感 到 失

落。现在我每天到排练室做做操、跳跳舞，不仅

锻炼了身体，还能和大家一起聊天，别提多开心

了！在这里，我找到了家的感觉。”索朗尼玛说。

嘎玛贡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通过提供这样

一个平台，为辖区内的老年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

养老环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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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西藏定日县，一场强

震袭来，牵动全社会的心。

如今，受灾最严重的长所乡古荣村

群众，已搬进温暖舒适的活动板房，进

入震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期。

记者从拉萨驱车 500 多公里，再次

来到这片刚刚经历了灾难的偏远山村，

感受到的是人们重建新家园的满满希

望和期待。

牵挂，为家园做点“有用的事”

桑杰、达娃次仁兄弟俩，每天起床

后喝杯茶、扒拉口糌粑，就出门去忙各

自的事情。

哥哥桑杰是古荣村村委会主任，每

天要带着村干部和群众清理地震废墟、

归置救灾物资等；弟弟达娃次仁是名大

学生，每天去“青稞小屋”板房，陪伴村

里的 20多个孩子。

31 岁的桑杰，瘦高个，头发里都是

尘土，披着一件军大衣。他常带着群众

打扫安置点周围的卫生，“我们村已进

入灾后生活秩序恢复期，把环境卫生搞

好了，生活才能重新开始。”

午后，震区总会刮风，吹得人睁不

开眼。桑杰和村干部挨家挨户检查活

动板房，对不牢靠的地方进行加固。他

们还要检查板房里的电路，嘱咐群众注

意用电安全。

对于弟弟达娃次仁去做志愿者这

件事，桑杰全力支持。

弟弟有文化、有知识，村里的孩子

正需要这样的“老师”来辅导作业，为村

里做点“有用的事”。

地震让人们失去了家园，但家是群

众心头深深的牵挂。

如今，古荣村里仍然有公安民警、

消防队员驻守，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牵心

挂念。

逆行，救援“一直没感觉到疼”

“大地震发生前，有一次小震，当

时我在村微信群里发了语音，通知群

众检查各自的房屋。”坐在板房里的藏

式沙发上，桑杰回忆起地震发生时的

场景。

“我带着家里 2个小孩，开车去嘎布

村亲戚家拉羊粪。走到半路感觉车子

在晃。”桑杰一抬头，就看到森嘎村倒塌

房屋扬起的尘土。回头看，自己村的房

屋也塌了。

（下转第二版）

希 望 永 在
—定日古荣村的“守家人”

新华社记者 边巴次仁 陈尚才

本报拉萨 2 月 4 日讯（记者 赵文

慧）近 日 ，自 治 区 信 访 工 作 联 席 会 议

2025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自治区

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自治区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刘江出席并

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

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深入推进信

访工作法治化，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确保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

稳定。

龚会才主持，张洪波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信访工作联席

会议全体会议精神，通报 2024 年全区

信访工作情况，部署推进信访工作法

治化和 2025年信访工作。

刘江指出，自治区党委始终高度

重视信访工作，王君正书记坚持带头

接访下访，推动全区信访工作取得了

新 成 效 。 各 级 各 部 门 要 增 强 政 治 意

识、大局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忧

患意识，切实把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

治 化 作 为 重 大 政 治 任 务 抓 紧 抓 实 抓

好，真正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到位。

刘江强调，各级各部门特别是信

访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总

体国家安全观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统揽信访工作，坚持法治思维、法治方

式，加快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要坚

持 权 责 一 致 ，依 法 行 政 ，畅 通 信 访 渠

道，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

纷。要坚持信访必登、精准推送，及时

受 理 办 理 ，依 法 维 护 群 众 的 合 法 权

益。要坚持访调结合、调解优先，加强

复查复核工作，推动信访问题依法依

政策得到解决。要强化责任担当，严

肃问责追责，有效纠治“四应四不”问

题。要严格信访工作纪律，加强法治

宣传教育，依法维护信访秩序和社会

稳定。

（下转第二版）

刘江在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

会议2025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更好维护
群 众 合 法 权 益 和 社 会 安 全 稳 定

本报拉萨2月 4日讯（记者 次仁片

多）日前，记者从自治区组织部获悉，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自治区制

定出台关于支持鼓励重点产业民营企

业引进人才的具体措施，加快推进产

才融合、协同创新，助力西藏经济高质

量发展。

实施民营企业“引才强企”行动。

支持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对符合自

治区引才规定、全职引进并与企业签

订 5 年以上工作协议的高层次人才，参

照自治区引进高层次人才政策给予一

次性安家费补贴和项目经费补助。引

进的全国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毕业以

及世界大学排名前 500 名高校硕士研

究生，自治区连续 5 年每月分别发放

1000 元生活补贴。企业引进创新型人

才所支付的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等，可

依法列入生产成本核算。深化“双招

双引”工作。支持各市（地）和藏青工

业园区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和主攻方

向，引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行业领

军人才，带团队、带项目、带技术、带资

金到园区创办企业、创新创业。

加 大 民 营 企 业 人 才 培 养 支 持 力

度。支持企业符合条件的人选申报国

家和自治区各类人才计划（项目）。在

“珠峰英才”计划相关专项中，为民营

企业优秀人才单独设立申报指标，鼓

励企业优秀人才申报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工程技术领军

人才等专项。企业中青年科研骨干和

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可申报“西部

之光”“西藏特培”等人才培养项目到

东中部地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访学

研修。支持企业建设引才聚才平台。

在企业新建院士工作站，一次性给予

100 万元启动资金；新建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启动资金。

鼓励支持企业自主建立或与高校、科

研院所合作建立研发平台，开展科技

攻关和科研人才引进，成果突出、符合

条 件 的 纳 入 自 治 区 科 研 创 新 平 台 序

列，按照相关政策给予最高 500 万元支

持经费。

（下转第二版）

加快推进产才融合协同创新

我 区 制 定 出 台 支 持 重 点

产业民营企业引进人才措施

山南市琼结县特日村产业发展见成效：

群 众 增 收 喜 分 红
本报泽当 2 月 4 日电（记者 武沛

涛）日前，在海拔 4200 米的山南市琼结

县加麻乡特日村的村委会大院内，村

民们欢歌阵阵、笑声连连。这里正在

举行特日村高山畜牧养殖场 2024 年度

薪资结算暨分红仪式，全村 101 户村民

分红 17万余元。

特日村党总支书记多吉向大家介

绍了 2024 年特日村高山畜牧养殖场的

总收益与牧场经营收入，合计 106 万余

元。此外，牧场还带动群众就业 11 人，

带动群众增收 77万余元。

“没想到今年的效益这么好，今天

我领到了 1700 元的分红！”特日村脱贫

户曲宗白吉手里拿着分红的牌子，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曲宗白吉向记者介绍，自从 2022

年在牧场入股后，她每年都能按时领

到分红。除此之外，她平时也在牧场

务工，每天能有近百元的收入。

“2022 年 4 月，畜牧养殖场成立以

来，已经成为特日村的重要产业项目，

为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

渠道。”加麻乡乡长白玛罗布表示，通

过分红让村民们切身感受到产业发展

带来的实惠，进一步激发大家参与乡

村建设的积极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博物馆里过大年，正成新年俗。

春节期间，西藏博物馆举办线上线下

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庆新春活动，成为

市民和游客热捧的打卡地。

图为游客在西藏博物馆参与观

展集“福”活动。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打卡博物馆

别样庆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