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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到来之际，林芝市纪委监委驻察隅县下察隅镇嘎

腰村工作队考虑到当地僜人群众生产生活困难，支援了一

批生活用品。

图为林芝市纪委监委驻嘎腰村工作队队员们在给僜

人群众发放生活用品。

本报记者 张猛 史金茹 摄

近十年辛勤培育，近十年精心呵护，作

为民族大团结这座花园的守护者之一，拉萨

市税务局柳梧新区税务分局干部职工恪尽

职守，始终如一地挥洒着真情和汗水，用真

心和实际行动不断谱写民族大家庭的和睦

之歌。

时光飞逝，不变的是民族情；年复一年，

永恒的是兄弟谊。如今，民族大团结这朵奇

葩，在柳梧新区税务分局灿然开放。

柳梧新区税务分局于 2012 年组建，目前

有员工 34 人，其中藏族 21 人、汉族 13 人。长

期以来，不同民族的领导、干部、职工之间，

建立起了鱼水相依、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

形成了共同进步、互相帮助、全心全意维护

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优良传统，并不

断继承、保持和发扬这一传统。

柳梧新区税务分局各族干部紧密团结，

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在工作、学习、生活中

相互了解、相互支持，“三个离不开”思想深入

人心，有力地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全面推动

该局各项工作向前发展。

2019 年 7 月，柳梧新区税务分局新办税

服务厅正式揭牌启用，布局合理、设施齐全、

功能优先；实现微信预约服务，无声叫号实

时查看；在办税服务厅设立云学堂，供纳税

人学习；实现集约处理，虚拟云电子税务体

验，为广大纳税人带来更加快捷便利的纳税

服务，切实将便民办税落到实处。

随着柳梧新区经济飞速发展，辖区管户

逐年递增，在抓税收工作的同时，柳梧新区税

务分局狠抓民族团结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该局一名汉族老党员干部，多年前收养了一

名藏族小女孩。多年来，他默默为孩子辛勤

付出，尽心尽力将女孩培养成才，直至孩子

参加工作。他和这个藏族孩子之间建立的

不光是超越血缘的父女关系，更是民族团结

的深厚情谊。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柳梧新区税务分

局在税务系统和社会当中树立起了良好的

形象，成为富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先进集

体，为促进税收改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

加强各民族间的友谊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为此，先后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受到了领

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如今，柳梧新区税务分局这朵民族团结

之花，继续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形成爱岗

敬业的良好风气，不断实现民族团结建设工

作人人支持、广泛参与的浓厚氛围。在今后

的工作生活中，柳梧新区税务分局将以更加

高昂的斗志、更加扎实的措施，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的大好局

面。

“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

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民

族团结的故事每天都在雪域高

原上演。

“合则俱荣，分则俱损。”民

族团结是一种精神、一种思想、

一种追求，它对凝聚人心、整合

社会起着重要作用。没有民族

团结，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没有

民族团结，就没有经济的发展；

没有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藏族谚语说：“相亲相爱，犹

如茶与盐巴。”这种“茶与盐巴”

的情谊，让西藏社会更加和谐稳

定，民众更加幸福美满。因此，

不管何时，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自

觉 维 护 民 族 团 结 ，维 护 祖 国 统

一，从小事做起，从细节抓起，争

做维护民族团结的践行者。

民族团结就像空气、阳光，

早 已 成 为 我 们 生 活 的 组 成 部

分。我们要把民族团结融入日

常言行，当作一种习惯来培养，

当作一种信念来恪守，当作一种

责 任 来 追 求 ，活 化 民 族 团 结 的

“社会细胞”，打牢民族团结的感

情基础、社会基础。

民 族 团 结 并 不 一 定 要 做 一

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要从点

滴小事做起，是日常生活、工作中的真情流露。

不同民族，拥有不同语言、风俗习惯、民族文化等。因

此，我们应当互相学习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宗教

信仰，尊重差异，相互信任，遇事少冲动、多沟通。不同民

族的群众比邻而居，邻里之间互敬一杯茶、共享一顿饭，闲

时坐在一起拉家常，忙时互帮互助，逢年过节互相道一句

真诚的问候和祝福，这些都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信

手拈来的民族团结实际行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对破

坏民族团结的言论，要自觉加以抵制。在关系民族团结的

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形成维护民族团

结和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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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团 结 花 灿 然 绽 雪 域
——记拉萨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柳梧新区税务分局

本报记者 黄志武

在那曲镇完小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四

进”活动现场，小小宣传员给师生讲解民

族团结宣传展板，强化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的民族团结意识。

本报记者 央金 黄志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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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建功雪域高原、三江大地的激情，

2019 年 7 月 16 日，重庆市第九批 60 名援藏干

部人才在领队廖传锦的带领下，集中启程进

藏，开启了重庆新一轮对口援助昌都工作。

新起点、新环境、新角色，半年时间里，

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按照重庆市委、市

政府“加大力度、拓宽思路、突出重点，用心

用情用力做好对口援藏工作”的要求，秉承

“科学援藏、真情援藏、精准援藏”的理念，主

动担当作为、真情真力援藏，实现了重庆市

第九批援藏工作的良好开局。

科学绘就工作蓝图

今年 7 月 19 日起，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干

部人才陆续向有关县、部门和单位报到，随

后迅速进入角色，立即开展工作。

领队廖传锦率先垂范，先后到察雅、芒

康、类乌齐等地考察调研，摸实情、听民意、

察民生；

类乌齐县工作队的杨青松和周浩利用

周末时间，深入滨达乡和岗色乡开展脱贫攻

坚巩固督导工作，积极调研谋划全县三年工

作计划；

察雅县工作队的覃波和蔺锡峰，率队分

别到新卡乡和香堆镇检查扶贫工作；

……

进藏一个半月时间，重庆市第九批援藏

工作队在深入一线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结合昌都所需、重庆所能，制定了《重

庆 市 对 口 援 助 昌 都 市 三 年 工 作 思 路》，即

“5315”工作思路。

具体而言，“5315”指的是，开展“教育质

量提高、医疗水平提升、就业创业促进、人居

环境改善、思想文化引领”五大民生改善行

动；实施“产业培育、平台建设、经贸融通”三

大产业发展计划；推进人才培养领军工程；

健全“党政对接、规划引导、项目实施、社会

参与、队伍建设”五项对口援助机制。

按照这个思路，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

队希望通过三年努力，促进类乌齐县脱贫质

量进一步提升；芒康、察雅两县如期脱贫摘

帽并持续巩固；争取落实计划内外资金 10 亿

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突破 25 亿元；培训各

类人才 2 万人次；持续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提

供就业岗位 2000 个，依托三县创业孵化基

地，帮扶创业 600 人；昌都一中本科上线率突

破 80%；昌都市人民医院门诊量、住院量、手

术量均增长 50%以上；昌都市中心血站达到

国家标准，实现自主采血；察雅县人民医院

创建“二甲”；昌都古盐田创建 5A 级景区，确

保三年后向组织和人民交出一份圆满的援

藏答卷。

援藏工作高位推进

担当实干是关键。进藏后，重庆市第九

批援藏工作队做到“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

间到岗、第一时间领受任务”，统筹兼顾好双

重身份，立足岗位发挥各自优势，当好桥梁

纽带，促进两地交流。

半年时间里，援藏干部人才积极协调对

接各方力量，争取到计划外资金物资和项目

3000 万元，援藏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并取得初

步成效——

把助力脱贫攻坚作为核心任务，对口援

助三县的工作队结合各县实际，围绕“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因地制宜、创新思路、

精准发力，积极探索精准扶贫工作模式，推

进实施扶贫相关项目 13 个，策划计划内外扶

贫项目五大类 57个；

帮助昌都市人民医院强化巩固“三甲”

成果，加强内涵建设，健全完善管理制度 26

项；开展临床医疗新技术 60 余项，成功实施

显微镜下椎管内肿瘤切除术、经鼻蝶窦入路

内镜下垂体瘤切除术等多项填补昌都医疗

史空白手术。累计分别免费实施白内障、先

心病患者康复手术 273 例、16 例；开展手足畸

形患儿筛查 264例，实施手术治疗 98例；开展

手足伤残儿童筛查 90例，手术治愈 13例；

在 昌 都 成 立 第 一 个 院 士 专 家 工 作 站

——西藏高原生态桑产业发展院士专家工

作站；有针对性成立“昌都园区发展小组团”

“卡若香猪产业小组团”“旅游产业小组团”，

帮助昌都培育引进和发展特色产业；

不断拓展交往交流交融格局，半年时间

里，重庆市 20 多个党政代表团或工作组 110

余名领导干部到昌都考察对接援藏工作，捐

助资金 1600 多万元；昌都市多个受援单位先

后到重庆对口援助单位交流回访 10 多次。

在渝举办专题培训班 4 期，免费培训昌都各

级各类干部人才 300人次；邀请 6名专家教授

来昌都讲学，培训干部人才 1000人次；

……

半年来，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援藏

工作一一铺开，一项项丰硕成果不断涌现！

努力打造援藏“铁军”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重庆市第九

批援藏工作队精心策划组织拍摄了《我和我

的祖国》MV 视频短片，各平台累计点击量超

过 380 万次，增强了全体援藏干部人才的自

豪感和凝聚力。

队 伍 建 设 是 保 障 。 打 造 一 支“ 忠 诚 团

结、坚忍奉献、干净有为”的援藏“铁军”，是

做好新时代援藏工作的有力保障。

为此，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坚持从

严管理与关心爱护并重、教育引导与制度建

设并举，引导援藏干部人才在高原艰苦环境

中锤炼党性、磨炼意志、砥砺品格，在对口支

援事业中建功立业、增长才干、实现价值。

进藏一周，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就

申请成立临时党委，接受重庆和昌都两地党

委共同领导，明确了临时党委内设机构和职

责，下设 6个党支部，实现了党组织全覆盖。

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进藏必修课，重庆

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临时党委书记自觉承

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通过开展集体廉政教

育谈话、签订廉政责任书、组织参观警示教

育基地、邀请昌都纪委领导上廉政党课、学

习《准则》《条例》、微信推送警示案例等，加

强日常提醒警示。

除了拍摄《我和我的祖国》MV 视频短

片，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还通过定期不

定期由领队与援藏队员开展交心谈心、制定

每周末主题活动计划、做好健康保障、每天

相互问候等方式加强人文关怀。

铁的纪律落实在实干中。进藏以来，重庆

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围绕昌都市委、市政府工

作部署，立足岗位、尽职尽责，积极为昌都改革

发展稳定献计出力。昌都市委办援藏干部促

成派援地档案馆和昌都档案馆签订档案对口

支援协议；市网信办援藏干部积极协调争取资

金 100万元筹建网络应急指挥中心，推动昌都

市委网信办与重庆邮电大学和四川无声科技

公司达成初步合作协议；市财政局援藏干部推

动全市机关大力推行公务卡使用……

半年的援藏工作，让重庆市第九批援藏

干部人才党性得到淬炼、政治得到历练、工作

得到锻炼。在未来的援藏征程上，他们将不

负重托、不辱使命，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踏实

走好援藏长征路，建功雪域高原。

本报昌都电（记者 陈志强）西藏的热巴舞是我国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天津市对口支援的昌都丁

青热巴是具有代表性的热巴舞之一。12 月 20 日，由丁青县

文化局编排的大型民族歌舞诗“梦回溯源——《琼热巴》”

在天津市海河剧院上演。

“梦回溯源——《琼热巴》”是丁青县创作，并首演于

2018 年 11 月的大型民族歌舞诗。创作团队以“丁青热巴”

为核心素材，整合昌都的各式歌舞，并结合自身条件，历时

两年打造出了一台具有较高艺术性的歌舞诗作品。这部

作品由“序：鼓魂”“第一篇章：鼓灵不灭”“第二篇章：鼓韵

长久”“第三篇章：鼓缘相惜”“第四篇章：鼓舞梦想”和“尾

声：丁青印象（鼓潮）”六部分组成，以热巴文化历史发展脉

络为主线，热巴艺人学艺之路为辅线，讲述了热巴的起源、

发扬、传承和保护现状。作品在拉萨首演即引发关注，此

次在天津演出是首次走出西藏，与全国观众见面。

据悉，今年以来，天津市不断加强文化援藏工作，津昌

两地文化交流的形式和载体更加丰富。津昌双方积极推

进交流活动深入开展，9 月份在天津举办天津·昌都文化交

流月，以“促进津昌文化交流·助推昌都精准脱贫”为主题，

推出“2019 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文化旅游展览推介”“雪域

之光·西藏昌都百幅精品唐卡专题展”“昌都特色非遗文化

产品展”三项活动，受到天津人民的热烈欢迎。此外，两地

依托大型活动开展文化交流，如天津派出代表团参加昌都

第五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组织天津泥人张彩塑、杨柳

青画社、达仁堂制药等单位的 6 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参加津

昌非遗名家座谈会等。

天津市不断加强文化援藏工作

“梦回溯源——《琼热巴》”在津上演

用心用情用力开启援藏新征程
—记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

本报记者 陈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