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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马儿在嘎朗湖边吃草。 本报记者 扎巴旺青 摄

嘎朗村位于波密县西北方，隶属古乡，距县城 17 公

里，平均海拔 2700 米，地处最美景观大道 318国道旁和世

界最大桃花谷——波密桃花谷谷口，著名的嘎朗王朝遗

址就在村中。2010 年 10 月，嘎朗村被中国生态文化协会

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2013 年 3 月，嘎朗村被自治区环

保厅评为“自治区级生态村”。波堆藏布与帕隆藏布在

村庄脚下汇合形成国家级湿地公园——西藏嘎朗国家

湿地公园。

安逸恬淡的生态田园诗

十月初，瑟瑟秋风带来些许寒意。但嘎朗村里的风

景却极美。这里汇聚了高山、湖泊、森林、草地等大自然

的万千恩宠。

嘎朗村附近是面积约两平方公里的嘎朗湖，它是西

藏嘎朗国家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深秋时节，湖中

的水草悄悄染上了黄色；肥美的鱼儿在湖边浅滩处泛起

泥沙；湖边野桃熟了掉落枝头，成了藏香猪口中的美食；

几匹马儿在湖边吃草，“叮铃叮铃”的声响成了绝妙的伴

奏；村里的房屋也争奇斗艳，红色、蓝色的屋顶在绿树丛

中若隐若现；桃花谷深处的山顶已落满积雪，云雾如丝

带一般将雪山与森林隔开…… 像极了安逸恬淡的生态

田园诗。

与嘎朗湖隔着一条公路，就是古老而神秘的嘎朗王

朝遗址。它依山而建，有着 600 多年的历史，与嘎朗湖相

伴，一年四季“静看闲云野鹤，闲听花开花落”。2016 年，

由旅游公司投资 800万元，村民参股 200万元，修建了“嘎

朗王宫殿博物馆”，景区里还配套修建了宾馆、公共厕所

等。村民按照提成分得红利，两年来村集体经济收入 8

万元。

把环境保护纳入村规民约

1996 年次仁索朗当上了嘎朗村党支部书记。那时

的嘎朗村周围树木并不多，村里每年都要组织群众在帕

隆藏布和波堆藏布沿线植树，平均每户人家每年要植树

10-15 棵。“那时村里没有自来水，人们吃的水都是从波

堆藏布背上来的。一桶水背到村里都成了半桶，衣服裤

子也都湿了。”次仁索朗说。

在次仁索朗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的 20 多年时间里，

嘎朗村每年都要组织植树。随着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

村民的环保意识日渐增强。2013 年，嘎朗村设立了 7 个

卫生监督小组，每组 10-12 人，全村一共有 70 多个卫生

监督员。每天上午 9:30 到下午 18:30，会有 5 名卫生监督

员在村子周边和 318国道沿线收捡垃圾。

村容村貌的整洁干净离不开每一位村民的自觉自

律。以前村民没有垃圾回收的概念，自家的垃圾都是按

照传统方式进行处理。2016 年，嘎朗村设置了 10 余个垃

圾桶，修建了两个垃圾池，村民的垃圾会先扔到垃圾桶，

再集中到垃圾池。当垃圾池填满时，村里会打电话从县

城叫来垃圾回收车，收走垃圾池中的垃圾。“多的时候两

三天就有一车垃圾，但它们并不全是村民的。周末的时

候，平均每天到嘎朗村过林卡的车子会超过 60 辆，会产

生很多垃圾。”嘎朗村第一书记张允琛说。

除了村民的自律，嘎朗村还将环境保护纳入村规民

约，人人都成了环境监督员和保护员，实实在在做着环

境保护工作。

人人都是美丽家园守护者

在与次仁索朗、张允琛聊天的过程中，一个手拄拐杖、

体型微胖的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次仁索朗介绍说，他

叫索朗仁青，今年 56岁，是嘎朗村的生态护林员之一。

索朗仁青家里有 6 口人，自己腿脚不便，妻子耳朵有

疾病，女儿已经出嫁，两个小孩在内地读书，还有一个儿

子在家照顾夫妇二人。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情况，2016

年，索朗仁青被聘为嘎朗村的生态护林员。

在成为生态护林员的 3 年时间里，索朗仁青一丝不

苟巡山巡路，制止乱砍滥伐、乱扔垃圾、林区抽烟等行

为。他还会提醒游客和过林卡的人带走垃圾，提醒人们

勿带火种进山也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

“我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看着村里通水、通电、通

路，山也一天天绿起来了。现在我当上了护林员，每年

有 3500 元的收入，村里又安排我儿子去学习挖掘机驾

驶技术，每月有 3500 元的工资。去年，政府还给我家资

助了 5 万元钱盖了新房子，真的很感谢。我要做好护林

员的工作，守好这片林子。”索朗仁青说。

现在，像索朗仁青这样的生态护林员在嘎朗村还有

很多。张允琛介绍，2016 年至今，嘎朗村共有 3 批 102 人

获得生态岗位，包括护渔员、环境保洁员、农村公路养护

员、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员、水资源管理员、草原监督

员、森林生态脱贫岗位、林业生态岗位等，他们在各自的

岗位上时刻关注着嘎朗村的环境。

眼下已进入森林防火重要时期，索朗仁青和他的

“同事”们也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每天巡山护林，成为嘎

朗村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诗意田园嘎朗村：

好生态就是一个“好饭碗”
本报记者 韩海兰 扎巴旺青 德吉卓嘎 董秀丽

青藏高原东南部，藏南谷地，正在建设

的拉林铁路宛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穿山越

江，画出一道优美的曲线。

2005 年 10 月 15 日，素有“铺架劲旅”之

称的中铁十一局三公司将钢轨铺设到青藏

铁路的终点站拉萨。2015 年 6 月 29 日，拉

林 铁 路 全 线 开 工 建 设,新 建 正 线 长 度 为

403.865 公里，十年后，他们又担负起拉林

铁路协荣至朗县区间 1814 孔 T 梁预制、架

设和全线铺轨施工任务。

全力破解高反难题

“刚到项目部时，我们吃饭、喝水都十

分困难，睡眠质量也不好。高反严重的还

会出现肺水肿、脑水肿，员工的生命安全受

到严重威胁。”项目党工委书记刘俊说。

“先生存，后生产”，项目部决定到拉萨

购买大型氧气罐，放置在项目部集中办公

区域和劳务队生活区域以及铺架作业前方

的架桥机上，保证员工和施工作业人员能

够“呼吸畅快”。同时，项目部还邀请当地

医院的医生为大家普及高原反应相关知

识，消除他们对高原反应的恐惧心理。

经过 2 个多月的紧张筹备，项目部的

“爱心诊所”诞生了。医务室宽敞明亮，医

疗设施完善，配备了一名资历深厚、临床经

验丰富的坐诊医生，救护车、担架、急救箱、

止血带、血压计等医用设备、医疗用品一应

俱全，满足了员工日常就医需求。

顶风冒雪铺轨架梁

在 T 梁预制过程中，项目部引进智能

喷淋养护系统，结合人工养护，攻克了青藏

高原上因温差过大导致梁体表层裂纹等难

题。“与此同时，我们的试验人员还增加对

混凝土的检测频次，实时监控混凝土的性

能，及时优化混凝土配合比，保证了 T 梁的

质量。”项目部总工梁光华说。

拉林铁路是单线电气化快速铁路，全

线 桥 梁 120 座 ，隧 道 47 座 ，桥 隧 比 高 达

75%。根据单线作业面狭窄、交叉施工作业

多、长大隧道群密集、通讯信号差、桥隧比

高等特点，该项目部制定印发工程线安全

管理制度、工程签字确认制度，并引入国内

先进的调度信息化管理系统，用“人防+技

防”的手段保证铺架施工安全。“我们引入

的调度信息化系统首次解决了长大隧道群

内机车定位跟踪问题，实时监控施工情况，

保证了工程线安全管理。”项目调度室主任

李先军说。

随着铺架线路拉长，作业人员的工作

时间从 12 个小时变成了 24 个小时。作业

人员不仅要克服长时间作业的疲劳，还要

克服青藏高原上的极端天气。“青藏高原上

的风沙特别大，中午在工地上吃饭要时刻

注意保护好饭碗，要不然风一吹过来，妥妥

的一碗沙子拌饭。”铺架二队队长聂勇军打

趣道。

共建和谐企地关系

在中铁十一局拉林铁路建设现场，随

处可见藏族同胞正在紧张忙碌着。

德吉就是典型代表，她是拉萨市曲水

县协荣村的一户普通农牧民，以种植和放

牧为生。几年前，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德

吉和丈夫来到离家 50多公里的拉萨市区打

工。

“在外打工，收入不高，两个孩子也经

常看不到我们。”德吉说，“现在不一样了，

铁路修到家门口，出家门不远就是工作的

地方，下班回家还能打点家里的一切。”

由于常年在外打工，加上勤奋好学，德

吉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现在，带领有着

20 名当地农牧民劳工队伍的她是中铁十一

局项目部与当地群众沟通的桥梁。

“以前我们只能从事挖石、填沙等简单

工作，现在通过学习，逐步参与到轨道整

修 、T 梁 预 制 等 技 术 含 量 高 一 些 的 工 序

上。”德吉满怀自信地说。

据了解，拉林铁路项目部曲水和朗县

制梁场共招募了 25 名当地群众，根据岗位

情况，月工资水平在 5000 至 7000 元之间，

参与务工的当地群众收入大大增加了。

除此之外，项目部曲水制梁场还承担

了驻地协荣村 40 亩林地用水，保证了干旱

季节树苗的存活生长；积极采购当地生产

的新鲜蔬菜，最近采购的一批辣椒和土豆

就有 1000 斤；项目部的员工书屋，台球、乒

乓球活动室，篮球场免费为周边的村民开

放，一到周末，周边的小学生、初中生就来

到项目部学习和运动；“爱心诊所”也无偿

为周边群众提供就诊服务，为他们及时医

治病情……

铺 筑 高 原 新 天 路
—中铁十一局三公司建设拉林铁路小记

本报通讯员 崔金凤 本报记者 谢筱纯

科 技 教 具 拓 展 视 野
—昌都市实验小学获赠VR设备小记

本报记者 桑邓旺姆

“是您给我们学校送来了新的

VR 设备，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是您

把中华民族的美德传递给我们，使

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社会的温

暖。”

“感谢梁爷爷，感谢您给我们捐

助的 VR 设备，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科

学知识，并且让很多同学爱上了科

学。”

两句话，两封感谢信，是昌都市

实验小学五年级的陈心妍和李应旗

在今年 11 月份写给福建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梁建勇的。

说起感谢信的前因后果，还得

从今年 6 月份说起，当时梁建勇来到

昌都市实验小学考察时，主动提出

为学校捐赠三套设备，包括 VR 消防

触 控 一 体 机 ，VR 禁 毒 触 控 一 体 机

等，价值约 29万元。

这三套捐赠的设备不仅可以让

学生听到书中故事，而且可以亲眼

看到、亲身体验故事情节，帮助学生

不断提高读书兴趣。昌都市实验小

学校长李东锐告诉记者：“设备送到

学校后，安装在学校的阅览室。如

今，学生在阅览室不仅可以阅读各

种书籍，而且可以通过 VR 设备了解

世界景观、神奇的太空、红色教育基

地等，学生对探索科学知识产生了

更加浓厚的兴趣。”

“我喜欢在 VR 设备上看宇宙太

空，看到了许多平时看不到的画面，

比如地球、卫星的详细画面，以后我

想当一名科学家，继续探索宇宙的

奥秘。”陈心妍说。

在收到昌都市实验小学两位学

生的感谢信后，梁建勇立马找来纸

笔写下了回信。“希望你们保持对知

识的渴望，保持对科学探索的热情，

珍惜时光、刻苦学习，成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和家乡

建设得更加美好。”

梁建勇将内心的感动和发自肺

腑的话语写成一封信，通过福建省

援昌工作队交到了陈心妍和李应旗

手中。

看着梁建勇的回信，两个孩子激

动又欢喜，李应旗笑着对记者说：“梁

爷爷在信上说的话我会一直铭记在

心，我要好好利用 VR 学习设备，拓宽

自己的视野，努力学习，将来成为一

名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样才不算辜负

了梁爷爷的期待。”

本报昌都 12 月 22 日电（记者 万慧）

自昌都市“传帮带”工作开展以来，丁青县

甘岩乡甘岩村驻村工作队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学习教育、制

度落实、服务群众上下狠功夫，努力建设

一支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群众反映

好的党员干部队伍。

抓学习教育，提高能力素质。引导甘

岩村“两委”班子和农牧民党员以焦裕禄

等先进典型为标杆，学习其心系百姓、担

当实干的务实作风和履职尽责的敬业精

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组

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主题教育“双语”微

党课，切实激发农牧民党员爱党爱国热

情；定期组织村“两委”班子进行经验交

流，分享工作中、学习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并全力支持村“两委”在日常工作、各项活

动开展过程中的工作，帮助其提高工作能

力、树立威信。截至目前，共开展学习活动

7场次，受教育党员干部 150余人；开展主题

教育活动 6场次，受教育党员干部 118人。

抓制度落实，提升规范化水平。协助

甘岩村在开展组织生活、培养发展党员、

村党建工作经费使用、生态岗位人员变动

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相关事项上，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和程

序，促进甘岩村党支部顺利完成软弱涣散

党组织整顿提升工作，并逐步向规范化转

变。截至目前，协助村党支部建立健全

《甘岩村党支部议事规则》《甘岩村发展党

员制度》等相关制度 6 项，增加《村规民约》

条款 1条；全村全年召开党支部会议 12次，

党员大会 11 次，开展主题教育组织生活会

1次，农牧民党员志愿服务 13次。

抓服务群众，建设服务型组织。始终把为民服务解难题作为重中之

重，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教育村“两委”班子成员积极转

变思想，不断提升党员服务意识，亮出农牧民党员身份、亮出村干部职

责，让群众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中真切感受到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

用，使一些矛盾在第一时间得到化解，一些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逐

步解决连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开展各类服务活动 7

场次，投入资金 5000余元，惠及群众 3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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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土12月 22日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日前，日土县 14

座“厕所革命”项目新建厕所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日土县此次新建的 14 座厕所是阿里地区“厕所革命”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总投资 7054.56 万元，在全地区 7 个县新建

厕所 96 座。目前，日土县内 14 座厕所已全面投入使用，所有公厕

实现通水，公厕管理人员均已到位，给全县人民创造了一个美好

舒适的如厕环境，切实发挥了公厕引导文明行为的作用。

日土县

14座新建公厕投入使用

本报拉萨 12月 22日讯（记者 格桑伦珠 裴聪）为进一步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充分发挥国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优势作用，近

日，拉萨市城关区扶贫办与西藏吉雄河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脱贫

攻坚企业帮扶协议书。

仪式上，双方充分协商且达成一致，从 2019 年起，西藏吉雄河

浚工程有限公司将年度税后可分配利润的 5%作为扶持资金，由城

关区扶贫办负责对扶持资金进行有效分配。

城关区扶贫办负责人表示，扶持资金确定用于发展壮大乡村

集体经济、扶贫产业，为低收入群体、建档立卡户发放脱贫攻坚奖

励资金。此外，利用奖励资金充分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提升扶

贫农产品附加值，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并以此树立榜样，呼吁更

多企业积极响应精准扶贫号召，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西藏吉雄河浚工程有限公司

拿 出 部 分 利 润 扶 贫

本报泽当 12月 22日电（记者 巴桑旺姆）为推进贡嘎县农牧

特色养殖业多元化发展，长沙市援藏工作队整合技术援藏力量，

利用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举办养蜂技能培训，积极推进贡

嘎县养蜂产业良性发展，使之成为贡嘎县农牧民新的增收渠道，

野生蜜粉源植物砂生槐的分布面积超过 1万亩。

目前，贡嘎县养蜂示范基地已发展到 8 家，蜂群总数在 700 群

以上，年产量约 15 吨左右，仅养蜂一项可为当地村民带来近百万

元的年收益。

据悉，下一步，贡嘎县还将成立养蜂专业合作社，注册蜂业公

司，以“公司+农户”的形式带动老百姓发展养蜂业，通过蜜蜂产业

循环帮扶方式带动精准扶贫。

贡嘎县

养蜂业年产蜂蜜约 15吨 本报泽当 12月 22日电（记者 马静）今年以

来，扎囊县桑耶镇乃卡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

设为统领，坚持群众需求导向，采取完善农家书

屋、组建村级文艺宣传队、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

等措施，推动村级文化事业发展更接地气。

乃卡村健全农家书屋功能，完善农家书屋管

理制度，丰富阅读活动形式，采取“请进社会贤达、

吸引留守儿童”的方式，鼓励群众与少年儿童共同

阅读、共同进步。每年更换书籍 200 余本，发放音

像制品 85个，募捐各类书籍 300余本。目前，农家

书屋有藏书 1500余册，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农业技术、法律法规、儿童读物等方面。

乃卡村组建文艺宣传队，精心创作了一批体

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精神、展现新旧西藏对比

的具有较高水准的民族文化艺术作品，自编自导

自演的舞蹈《首都北京》《家乡的变化》等 14 个节

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纪念西藏民主改

革 60 周年系列活动中，受到群众热捧，引发热烈

反响。

强化志愿者队伍服务管理，大力发扬志愿服

务精神，乃卡村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让志愿

活动接地气、贴近群众生活，实现志愿者活动由

“支部主导、群众参与”变为“群众主动要求参加、

支部协调落实”。打造“3+1”模式，即党支部、村

小组、联户单位 3 个志愿者服务队，1 个村委会志

愿者服务站，服务队与服务站双向联动，深入田

间地头、群众家中，因地制宜开展政策宣传、环境

整治、便民利民、扶贫帮困、防洪抗讯等志愿服

务，以实际行动传播社会正能量。全村登记在册

志愿者共计 45 名，涵盖党员、群众代表、妇女代

表。今年以来，乃卡村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服务

活动 40余场次，为群众解决大小事 85件。

扎囊县乃卡村推动村级文化更接地气

村民成为文化发展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