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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曲电（记者 彭琦）为隆重纪念西藏百万农
奴解放61周年，充分展示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和人民群众幸福生活，不断加强公安民

（辅）警“牢记历史、珍惜现在”的意识，那曲市公安近日
开展了内容丰富的纪念活动。

3月28日，那曲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全体党员开展
隆重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1周年活动，活动重温入
党誓词，邀请老党员共话新旧西藏对比，畅谈新西藏今
天的幸福生活。

61 载岁月变迁，61 载腐朽到神奇，3 月 28 日，色
尼区公安局各部门组织开展升国旗、向国旗敬礼、组
织群众与国旗合影等系列纪念活动，积极营造警民
同心共庆祝、感谢党的恩情、真挚热爱祖国的良好氛
围。

活动中，色尼公安民（辅）警表示，一定要铭记历
史，珍惜今天，展望未来，大家将不忘初心，肩负使命，
砥砺前行，用切实的行动建设和谐美丽色尼。

3月28日，班戈县公安局开展“民警与辖区资深老
党员畅谈新旧西藏对比”“我向国旗敬个礼”“国旗在我
心中”等活动，坚定了民警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齐
心协力建设平安班戈，确保班戈和谐稳定的信心和决
心。

老党员旺青对民警说，贫穷和苦难教会了他们懂
得珍惜，化感恩为力量，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他们会
永远记住旧西藏的黑暗反动，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西
藏的幸福美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
西藏，就没有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只有在党的领
导下，西藏人民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大家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推进西藏持续发
展和长治久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共同奋斗。旺青发自肺腑的话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
民警。

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民警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
感，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入警誓言，坚定信念，不辱
使命，继续增强事业心、责任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
献。

那曲公安隆重纪念西藏

百万农奴解放61周年

图为3月28日，色尼公安民警在街头宣传党的各
项政策。 本报记者 彭琦 摄

图为班戈县公安局民警与国旗合影以示齐心协力
建设平安班戈的决心。 本报记者 彭琦 摄

61年前，扎西顿珠家是“差巴”。
61年后的今天，扎西顿珠坐在自家二

层的楼顶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回忆往
昔。他说那时每天太阳还没升起，就要起
床干活。夜里常常惊醒，因为“害怕迟到，
迟到要挨鞭子”。

61年，山南市泽当镇“西藏民主改革第
一村”——克松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太
阳能路灯、健身器材等设施基本完善，家家
通上了自来水，条条水泥路通到了田间地
头，通讯网络、广播电视实现100%全覆盖，
宽带网络进入寻常百姓家。

扎西顿珠感慨地说：“没有共产党和解
放军，就没有今天的新西藏，也没有我们的
幸福生活。”

“我刚当上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全村
大约有 2000 多头牲畜，但是现在村里的
牛羊总数才700头（只）左右。”面对记者的
疑惑，该村党支部书记边巴次仁解释说，

“村里已经从单一靠种养殖业转变为运输
业、旅游业和服务业等多位一体的经济发
展模式，现在村里商业与餐饮收入有 270
多万元，下一步我们还要发挥支部组织作
用，改善村容村貌，发展红色乡村旅游，让
更多人知道克松村，来这里参观旅游。”

谈起这些年的变化，克松村村民都说，
离不开党中央的好政策，离不开驻地解放
军的无私帮助。

村里的青年达瓦次仁对此深有体会。
几年前，他成功办起豌豆粉丝加工厂、养猪
场、藏獒养殖基地等特色产业项目，资产翻
了好几番。

谁也想不到，风光无限的达瓦次仁几

年前还是贫困户，他说这多亏了部队，是部
队传授的养殖技术，协调当地银行部门贷
款，帮助了他脱贫致富。

达瓦次仁的经历，只是山南军分区驻
地某团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该团始终本着“地方所需、群众所盼、
部队所能”的原则，积极参加支援西部大开
发，与克松村结成定点帮扶对象，大力协助
地方巩固基层政权，扎实推动新形势下联
创共建工作，踊跃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5 年多来，共帮助 30 多户家庭脱贫，
村民收入逐步增长，适龄儿童入学率
100%，引水灌溉1500多亩，义务巡诊800
余次，开展党的宣传教育20余次，赠送健
身器材8套，帮助村委会修建文化活动室，
捐赠各类图书2400余册……

如今的克松村有 4 个居民小组，242
户872人，耕地面积1578.9亩，农机化作业
率达 100%；农村经济总收入 2988.21 万
元，年人均收入达1.97万元。

边巴次仁感慨地说：“从一定的意义上
讲，村民的幸福生活，就是部队官兵帮扶史。”

从信教信佛到爱党爱国，入党入伍成
为时代风尚。走到克松村居委会的办公
室，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题词挂在
了墙上，头上还有“文明创建”“工青妇服
务”等几个挂牌，没有旁人提醒，很难发现
这里就是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旧址。

1959 年 12 月，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在克松村成立，老书记索朗顿珠的父亲
阿旺成为首批5名党员之一。

“从1959年的5名党员，到现在的158
名党员，同样离不开解放军的帮助，每年驻

地部队会组织支委成员培训、讲党课，恰逢
国庆节、建党节等重要节日，还会和村民党
员一起升国旗、重温入党誓词。”边巴次仁
拿出了党支部建设资料介绍道。

给钱给物，只能解决群众一时之需，授
予以渔，激活自主发展动力，才是为民服务
的更深层次含义，该团党委深谙其道。

在长期扶贫帮困过程中，该团积极探
索为人民服务的思路，不断创新帮扶模式，
采取营帮乡、连帮村的办法，协助克松村党
政部门解决党建、人才发展中遇到的重点
难点问题，帮助基层党组织增强了凝聚力、
号召力和战斗力。

如今，克松居委会已经命名为“西藏自
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馆成为山南
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入党已经成为克
松村民的共同选择。村委会主任刚组接过
话茬说：“我是2011年入党的，在组织感染
下，我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也成为一名预备党
员，三女儿和小儿子也刚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现在家里的家庭会议也变成了组织生活
会。”

喝水不忘挖井人。参军报国已经成为
克松村年轻人的时代风尚了，村子里当过
兵的人有 180 多名，仍在服役的有 10 多
名。正在该团服役的某连连长洛桑贡嘎正
是土生土长的克松村人，他说选择参军入
伍就是为了更好地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回报党和国家的恩情。

党的关爱之情，西藏人民看在眼里，更
铭记在心。在这块渗透着军民情谊的沃土
上，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国旗村”，家家户
户楼顶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红色村落里的浓浓军民鱼水情
本报记者 王香香 本报通讯员 李树森 张照杰

“合作社决定今年再扩大20亩油菜种
植面积，驻村工作队帮我们送来了化肥，又
指导我们春耕备耕，农时一点没耽误。”3
月17日，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曲龙贡达
村村委会主任次旺多吉与村民一起谈论着
眼下春耕的情景。

次旺多吉是岗嘎镇曲龙贡达村油菜种
植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在西藏出入境边防
检查总站前几批驻村工作队的指导和帮助

下，去年该合作社收入 1.15 万元，尝到甜
头的合作社成员一致决定，2019年大家不
分红，用于今年扩大规模种植，来个收益翻
一番。

连日来，该驻村工作队深入各村各户，通
过帮助配送化肥、维修农具、规划农副产品种
植类型等方式，入户了解村民的需求，帮助
10个村、数千名村民开展春耕备耕工作。

为了让村民做好春耕备耕工作，该驻

村工作队协调定日县岗嘎镇相关单位，采
用线上订购、线下配送的“一站式”服务模
式，专门安排配送员和配送车辆将所订农
资农具及时送到群众手中。

“现在，村民不用专门腾出时间、人力
去采购，既省时又安全高效。”在岗嘎镇工
作了近6年的镇长强巴对驻村工作队的细
心付出连连肯定，并坚信在脱贫攻坚道路
上，岗嘎镇一定不会扯后腿，更不会掉队。

不负春光好春耕备耕忙
——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第8批驻村工作队的故事

徐青 本报记者 彭琦

图为贫困户白玛高兴地开着受捐的三轮车回家。 本报记者 王香香 通讯员 张照杰 摄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香香）为确保消防
救援队伍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连
日来，我区各地消防救援队伍以提升突发灾
害事故应急救援能力为目标，积极组织开展

了地震灾害事故应急救援实装拉动演练。
演练模拟消防救援队伍在地震灾害事

故发生后，闻令而动，迅速响应，做好应急
救援准备。消防指战员携带72小时自我

保障物资及个人防护装备、搜救、破拆、探
测、通讯等救援器材迅速集结，整队出发，
集中检验了队伍“第一时间接警、第一时间
集结、第一时间出动”的快速反应能力。

我区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地震救援实装拉动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