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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上车，慢点走。”
“这是领身份证的凭据，一定要保

存好。”
……
近日，日喀则市康布边境派出所

户籍室里排队坐着十几位头发花白的
老人，正在集中采集信息，补办身份
证。这是该派出所开展“警民一家亲，
共谱和谐情”主题党日活动的一幕。

为深化“四强”党支部创建工作，
康布边境派出所推出“党建助力+效
能提升”工作举措，组建党员服务小分
队，深入辖区，排查了解群众实际困
难，梳理汇总亟待解决的普遍性难题。

经过排查了解，辖区部分老人身
份证或过期，或丢失，存在影响看病就

医、出入边境管理区和办理边民补贴
等困难。边境派出所党支部积极发挥
联创联建纽带作用，联合村“两委”、驻
村工作队，协调客运公司将辖区孤寡、
体弱、行动不便的老人接到派出所集
中采集录入身份证信息，开展身份证
补办工作。

“这次主题党日活动是深化‘四强’
党支部创建的具体举措，旨在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解决群众实
际困难，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铸牢
群众工作基础。

“这次共为12位老人采集录入了
身份证信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进，
争取将补办的身份证早日交到老人手
里。”边境派出所教导员沈鹏飞介绍说。

“我曾经采访过毕淑敏女士，她当年就是在西藏高原当兵，后来
成为影响中国的知名作家。希望大家也珍惜在雪域高原上的时光，
放飞自己的想象力，能够读更多的好书，让自己不断进步。”伴随着
原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樊登读书会发起人樊登老师专程录制的
开场寄语，4 月 23 日，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带你走进一本好
书”主题荐书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从龟甲兽骨到“书同文字”，从汉赋史书到唐诗宋词，从元曲杂
剧到世俗小说，讲述汉字历经五千多年风云变幻，不断创造着的奇
迹……活动现场，来自该总站机关、拉萨边检站、执法调查支队的4
位荐书人围绕“国图公开课”——《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一书，从汉
字的起源、汉字兴盛时期的发展、汉字的沉沦与重生等角度，或列举
史实，或陈述学理，或剖析时事，深入浅出地将汉字发展演变、性质
特点以及读书体会等内容精彩呈现。

在重温汉字魅力的同时，活动穿插的文艺节目更是带领民警完
成了跨越千年、沟通古今、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精神之
旅。情景剧《仓颉造字》，用书写“错别字”这一小插曲，引出仓颉造
字的波澜史诗，以及当代社会对文字本义的曲解和重新认识的过
程；舞蹈《将进酒》生动再现诗人李白豪迈洒脱的情怀和创作千古名
篇时的际遇；歌曲《送别》唱出了白话文兴起时期，友人之间告别时
的离愁别绪；小品《老外说中文》精彩演绎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
来到西藏，因写错字、说错话与边检民警发生的趣事；自治区全民阅
读主题歌曲《读书》，倡议全体民警让阅读成为一种精神、一种责任、
一种使命。

活动期间，自治区图书馆向总站捐赠1000余册书籍，自治区图
书馆副馆长甘蒂面对面给民警教授读书方法，分享读书感悟，并对
此次活动作点评。

人间四月读书天，书香满径春风里。“在以往读书分享会的基础
上，融入文艺表演元素，让广大民警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汉字与中华文
化的独特魅力，自觉形成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好习惯。”该站新闻
宣传部门负责人晴雯介绍，为打造学习型警营，总站部署开展“书香满
边疆·文苑开警营”主题荐书、读书、送书系列活动，特别是在“世界读
书日”举办此次荐书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营造全警阅读的氛围，引导广
大民警在阅读中开阔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

图为荐书民警与演职人员合唱《读书》。

高原四月，春意盎然，平缓的雅鲁藏布
江水从村边流过，阳光洒在一栋栋崭新的
藏式民居上。34岁的格多和妻子洛巴吃过
早饭，来到自家开的帐篷茶馆，开始了一天
的忙碌。

格多所在的森布日村，是西藏极高海
拔地区居民生态搬迁安置点。4个多月前，
格多和4000多名藏北牧民跨越近千公里，
搬迁到山南市贡嘎县森布日村。记者近日
来到这里，从几名创业者的辛勤努力中，感
受这群搬迁者对全新生活的拥抱与追求。

打开音响，清扫地面，再往长条的藏式
铁炉里添加几铲燃料，轻快的音乐和温暖
的气流，很快就让格多的茶馆从昨夜中“苏
醒”过来……

格多脑子活，洛巴手脚勤快，在那曲市
安多县色务乡的老家，他们除了放牧，还开

了一个小商店。来到森布日后，这里气候条
件比老家好了许多，交通便利，有市场、医
院、学校等基础设施，政府每年还给每家每
户发放一笔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

搬迁之初，格多有点担心到这里没活
干，好在安置点开辟出来一块空地，允许家
家户户自主经营。格多和妻子一商量，就
搭帐篷开起了茶馆，毕竟这样的生活简单
而自在，一家人还能在一起。

早晨9点半刚过，就有客人来到帐篷喝
甜茶、吃藏面，格多和洛巴脸上挂着笑容，
忙得不亦乐乎。

“吃过早餐，这批顾客就会去种树，或者
去工地干活。”格多说，政府组织村民参加森
布日二期工程建设，很多家庭还专门购买了
重型货车，在工地跑运输，“跟刚搬来时相
比，现在森布日的闲人是越来越少了。”

来自双湖县的55岁村民查格也开办了
一家茶馆，同样客流不断。

搬迁前，查格住在雅曲乡确尔村，89户
村民分布在方圆上千平方公里的草原上，
户与户之间近的相距两三公里，远的长达
十多公里。

“现在大家住在一起，天天都能见面，
可能是年龄大了的缘故，我越来越喜欢这
种热闹的生活了。”查格说，人多了，甜茶生
意也好了起来，现在每天营业收入平均有
500多元。

记者行走在森布日村，每个搬迁居民聚
居区中央都搭建起了大大小小十几顶帐篷，
里面经营着台球室、小超市、小饭馆等。正
是透过日趋红火的生意，从双湖县措折羌玛
乡搬迁来的年轻人欧珠江村找到了商机。

复印机、打印机、切纸机……欧珠江村

新开的广告公司内，各种设备一应俱全。
“这里每个单位、每家店铺都是新开的，我
们接了很多制作门牌、打印店名、加工灯箱
的活，都快忙不过来了。”欧珠江村说，“别
看公司现在像是个打印社，过一阵子各家
店铺的生意旺了，我们的广告服务就能派
上用场了。”

从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藏北草原
搬迁到海拔 3600 米的森布日，对于 4000

多名牧民来说，变化的不仅仅是气候和氧
含量。值守在森布日为搬迁村民服务的措
折羌玛乡乡长罗布说，大家经历了搬迁之
初的兴奋和随之而来的不习惯，现在纷纷
在努力适应新生活，“在劳动中找到新的人
生目标。”

往锅里倒进奶粉，加上煮好的红茶水，
煮开后再加入白糖搅拌……洛巴每天都要
做好几锅甜茶。她向记者传授经验，甜茶
一定要煮开熬足，这样味道才甘醇，“就像
我们的生活一样，虽然早出晚归比较辛苦，
但日子越过越有味道了。”

格多透露，这几天他托人打听，想买下
一个门市房开店。“根据规划，森布日还将
建设二期、三期，并在附近配套建设工业园
区。”格多说，“这里的人气将越来越旺，我
的茶馆也要提档升级了。”

■新华社记者 王炳坤

生活像甜茶一样越熬越醇
——山南市森布日搬迁者在创业中拥抱新生活

■文/图 本报通讯员 陈志强 本报记者 王香香

感悟汉字魅力 兴起读书氛围
——西藏出入境边检总站“带你走进一本好书”主题荐书活动小记

本报通讯员 姜坤尚兆宜 本报记者 彭琦 摄
图为辖区群众向康布边境派出所民警反映身份证补办问题。

■本报通讯员 姜坤 尚兆宜 本报记者 彭琦

一个方便群众的党日一个方便群众的党日
——日喀则市康布边境派出所开展“警民一家亲一家亲，，共谱共谱

和谐情”主题党日活动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