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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高原，奏响民族团结的伟
大乐章；雅江两岸，传唱守望相助
的动人故事。

晨光微亮，孩子们在教室里认
真聆听革命先辈的光荣历史；清灯
下，僧人白玛旦增在纸上一笔一笔写
下“民族团结”“爱我中华”的字样。

一直以来，西藏各族儿女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
步的重要论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巩固和发展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不断满足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
需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长
足发展，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
济、和谐发展的氛围更加浓厚。

文化铸魂汇聚精神力量

热情奔放的舞蹈、高亢雄浑的
藏戏、绚丽多彩的唐卡……在与各
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中，我区逐渐
形成了包括民间文学、传统舞蹈、
传统戏剧、传统美术等在内的独具
特色的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
的绚丽宝库。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积极
挖掘传承各民族向上向善的优秀
文化，不断加大西藏文化保护与传
承工作力度，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
了巨大作用。

截至 2020 年底，中央、自治区
财政累计投入非遗保护资金 2.23
亿元和 9592 万元。全区命名西藏
大学等 8 所院校为“西藏非遗进校
园示范基地”。昌都锅庄、比如丁
嘎热巴、拉孜堆谐、拉孜扎念、达布
阿谐等项目成为各地“非遗课间操
进校园”新亮点，格萨尔说唱、久棋
等项目陆续进课堂，薪火相传的格
局逐步形成。

在积极保护和发展各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区对民间
文化遗产用科技手段和现代化设

备 进 行 了 大 规 模 系 统 的 普 查 、收
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如今，
藏戏、藏药等非遗项目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熟知。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林芝、山南、拉萨成功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公
共数字文化资源和平台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拉萨雪顿节等 90 余个
群众性文化活动已成为宣传展示
各地形象的文化名片。全区 74 个
县（区）组 建 了 76 支 县（区）艺 术
团，常年活跃在基层农牧区，为巩
固基层文化阵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数据显示，仅“十三五”期间，中
央支持政策和重大项目全部落地。
全区现有 7个群艺馆、81个图书馆、
74个县综合文化中心、39个县区艺
术团排练场所、697 个乡镇综合文
化站，建成 1600 余个文化广场，四
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基本建成。

发展普惠共享幸福生活

2021 年 5 月，第二条通往墨脱
县的交通要道——派墨公路全线
贯通。公路建成通车后，林芝市区
至墨脱县的公路里程由原来的 346
公里缩至 180 公里，通行时间缩短
约 8 小时。

6 月 25 日，备受关注的拉林铁
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
通铁路的历史。

“ 以 前 在 双 湖 县 嘎 措 乡 的 时
候，冬天没水，只能去河里凿冰取
水，搬到森布日安置点后，我第一
次喝上了自来水。”搬迁到山南市
贡嘎县森布日极高海拔生态搬迁
安置点的牧民次仁卓嘎说道。

中华民族一家亲，全面小康路
上一个都不能少。一直以来，我区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
调 整 支 持 力 度 ，优 化 经 济 社 会 发
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截至 2021年上半年，西藏逐步

建立起涵盖公路、铁路、航空的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所有建制村通公路，
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1.88 万公里，
乡镇、建制村通畅率分别达 94%、
76%；国际国内航线达到 140 条，通
航城市达 66 个。主电网覆盖所有
县城和主要乡镇；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全面解决；以光缆、卫星为主的现
代通讯网络体系将西藏带入信息快
速路，光纤宽带通达率为 99%。

如今，走进农牧区，用手机连
上无线网，人们就能在世界屋脊的
小乡村里联通世界。米林县南伊
乡琼林村村民充分利用微信等信
息 交 流 平 台 ，将 家 庭 旅 馆 及 乌 饭
果、香菇、沙果等特色农产品发布
到互联网上，使产品走出乡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必须依靠各族人民同舟共济、
携手并进。

林芝市察隅县下察隅镇京都
村的僜巴阿胖采用“合作社+贫困
户”的方式，雇佣贫困群众务工，传
授养猪技术，不但带动了京都村贫
困户每年户均增收 3000 元，每年
还会补贴村集体 3000 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日喀则市
仁布县黑龙江省第七批援藏工作
队共谋划实施援藏项目 32 个，涉
及基础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
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等多个领域，极
大地改善了仁布县基础设施条件，
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
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从山上到山下、从贫穷到富裕，
我区各族人民群众凝聚力向心力极
大增强，大家平等相待、同舟共济，
为西藏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润物无声营造浓厚氛围

根 深 方 可 叶 茂 ，本 固 才 能 枝
荣。

在自治区德育示范校、民族团
结模范学校——麻麻门巴民族乡
小学，一场关于民族团结的德育课

程正在开展。校长边巴次仁正在
德育长廊下向孩子们介绍 56 个民
族的不同文化。

在错那县委统战部一楼大厅，
一个个独特的展板讲述着民族团
结进步、爱国守边等先进集体和模
范个人的先进事迹。

近年来，错那县着力打造了教
育基地、广场、街道、示范点等区域特
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品牌工程；举
办文艺汇演、拍摄专题片、制作主题
曲、参观专题展、开展主题书法大赛、
网上答题等活动，加大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力度，全县呈现出各族人民互帮
互助、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认同
的纽带，是民族团结的基础。唐布
齐寺的僧人在寺管会干部的带领
下，采取集中教学和个人辅导相结
合的方式，从日常生活用语开始，帮
助僧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白玛旦增是寺里年龄较小的
僧人，业余时间，他就在练习册上
反复练习，密密麻麻写满了自己的
名字和“琼结县”“民族团结”“爱我
中华”等字样。

进学校、进机关、进寺庙、进乡
村……我区不断完善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体系，建立
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干部教育、党
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针
对 不 同 受 众 特 点 ，采 取 线 上 与 线
下、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相结合的
方 式 ，不 断 推 动 宣 传 教 育 贴 近 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让群众在
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浸润民族
团结知识教育。

新时代，新征程。站在新的起
点上，我区将继续紧扣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把民族工
作更好地融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凝聚起磅礴力量。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杰学 通讯员 郭勇）
2022 年新年伊始，西藏森林消防总队 63 名消
防员通过 45 天的培训、考核，顺利取得厨师
及四小工培训技能等级证书。

据悉，该总队着眼任务需求，为了提高综
合救援应急保障人才队伍建设质量和队伍遂
行多样化任务能力，2021 年 9 月与西藏技师
学院签订了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后，分别组织了三类两批次培训，较
好地充实了大型机械操作手、厨师、水电工等
专业技术人才，参加厨师培训人员初步掌握
了近 30 种菜肴及面包、蛋糕、饼干、面条等 6
种面点制作，并初步掌握了电路图的读取、电
路连接及故障排除、水路管道检查及故障排
除、制氧设施设备操作等技能。通过培训，98
人取得了国家认定的技能等级证书。.

左图为实操考核现场。

本报记者 王杰学 通讯员 郭勇 摄

■本报记者 史金茹

同心共筑中国梦
——我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掠影

西藏森林消防总队

圆满完成厨师

及四小工培训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日前，拉萨市入
春的第一场雪悄然而至，把城市装扮得银装素
裹，景色秀丽。然而雪景虽美，却给出行车辆、
广大群众带来极大的困扰。为保障道路出行安
全，缓解城区交通压力，拉萨城关区捷达环卫保
洁有限公司按照上级职能部门有关要求及《冬
季除雪应急预案》，积极组织人员、车辆深入开
展城区除雪、铲冰作业，确保了城区道路通畅。

雪情就是命令，为提高城区除雪力度及工
作效率，该公司根据城区街道及路面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除雪措施：对人流量较大的主次干道、
公厕及重要交通枢纽等处积雪采取人机结合方
式进行清理；对步行街、公园、广场等区域使用
小型扫雪机械进行清理作业；对通行能力较弱
的小巷以人工为主开展除雪作业；经过 4 小时的
奋战，现将城区大部分道路恢复正常运行。

数据显示，此次除雪行动，累计出动人员
2000 余名，大型除雪滚刷车 11 台、小型滚刷车
20 台。

除雪铲冰净城区

齐心协力促安全

本报记者 鹿丽娟 摄
上图均为除雪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