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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保障西藏民族大团结
——代表委员建言《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草案）》

本报记者 唐启胜 汪纯

援藏工作

边境管理

汉族“波多吉”是位能人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高原迎盛事，高唱新凯歌。24 个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和 30 名模范个人受到国家表彰；日喀

则市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洛隆

孜托镇、巴青县中学等 5 家单位被命名为第七批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西藏自然科学博物

馆、“两路”精神纪念馆被命名为第六批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我

区民族团结事业喜报频传，民族团结基础不断夯

实。更让全区各族儿女兴奋不已的是，《西藏自治

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草案）》正在自

治区两会进行审议，代表、委员们将针对条例内容

履职尽责、建言献策。

法制保障是民心所向

作为多民族聚居区，我区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团

结工作，始终把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作为

民 族 工 作 的根本任务。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边稳藏和民族工作的重要论

述为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

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和

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五

个 认 同 ”的 思 想 ，广 泛 开 展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宣 传 教

育，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全区呈现出

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和衷共济、

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时至今日，一部能保障这种

安定和谐局面的良法呼之欲出。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林清治表示，该条

例审议通过后，将为我区全面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西藏建成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政协民族界分组讨论时，委员们围绕下乡调研

谈感受，纷纷表示，加强民族团结是我区发展稳定

的前提，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民族团结创建

活动可持续进行，促进不同区域创建协调发展势

在必行。立法保障西藏民族大团结，顺应民心，是

全区各族儿女的共同期盼。

建立高效的民族法治实施体系

“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只有树立对法律的

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

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

教诲回荡在各族儿女心间。

自治区人大代表、西藏循矩律师事务所和日喀

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王金龙说：“用法律来保障

民族团结，是全面依法治国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集

中体现，深刻体现了法治文明的时代要求。”

作为一名运用法律知识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法

律知识宣传并帮助农民工群体维权的律师，王金

龙 对 立 法 保 障 群 众 合 法 权 益 的 巨 大 作 用 深 有 体

会。他认为，新时代的民族事务治理，要坚持立法

先行，加强民族工作法律法规建设，充分发挥立法

对民族团结的引领和保障作用；要建立高效的民

族法治实施体系，推进严格执法；要搞好对民族法

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形成科学有效

的民族法治监督体系，推进相关工作规范化、程序

化和制度化；要建立公正的民族权益保障体系，坚

持 平 等 对 待 、一 视 同 仁 ，反 对 一 切 形 式 的 民 族 歧

视；要采取有力措施，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创

新宣传教育的形式和载体，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

为保障民族团结的基础性工作来对待。

“此次审议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

就 是 一 次 很 好 的 实 践 。”王 金 龙 表 示 ，在 此 指 引

下 ，我 区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工 作 将 有 坚 实 的 法 治 保

障，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将得

到进一步巩固发展。

让“团结之花”愈开愈艳

对于《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

例（草案）》的制定，自治区政协委员、林芝市察隅

县政府办主任齐梅感到由衷地高兴。作为一名僜

人，齐梅对自治区推动边远民族地区同步发展所

做的工作深有感触。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对口援藏的关心

帮助下，我们察隅县完成了 340 户 1800 余人的易地

搬迁，涵盖全县 10 多个民族；实施了 58 个边境小康

村建设，惠及全县 3400 余户各族干部群众，其中包

括 400 余户僜人。”齐梅表示，在各种惠民政策的扶

持 下 ，现 在 ，僜 人 的 生 活 居 住 环 境 得 到 巨 大 的 改

变。坚决拥护支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

的制定，待通过审议后，将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条

例，让百姓们了解条例内容，用实际行动拥护条例

执行。

自治区人大代表、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教务主

任王春娥表示，加强民族团结，还要加强青少年教

育，把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心

灵深处。

航线已划定，扬帆正当时。在新时代，我区将

筑牢民族团结防线，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记者近日来到甲巴康桑大院，

这是一个汇聚了藏、汉、回、东乡等

多民族的大院，也是拉萨市城关区

河坝林社区里的一个民族团结模范

大院。这里居住着 68 户 219 人。虽

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宗教信仰、

生活习惯、语言上等方面多有不同，

但是多年来，大家融入了彼此的生

活，成为了一家人。

走进甲巴康桑大院，位于院子

中央的水龙头下，藏族妇女正在洗

菜，三三两两的小朋友在嬉笑玩耍，

几位老人在院子里晒太阳，此时不

知是谁家正在做饭，大院里处处弥

漫着饭菜的香味……

居民次德吉告诉记者，她在这

里已经居住了三十多年。十几岁搬

进来的时候，大院里就已经有了藏、

汉、回等民族的住户。多年来，随着

生活一天天变好，大家之间的感情

也变得更好。

在大院中，大家是好邻居、好朋

友，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有困难相互帮助、有喜事相

互祝贺、有节日相互拜访、有矛盾相

互宽容、有纠纷相互理解。“在我们

大院，哪个家庭有了矛盾，大家都会

去劝解；哪个家里出了麻烦，大家都

会 去 帮 忙 ；谁 家 有 人 生 病 、有 人 婚

嫁，子女要考试什么的，大家心里都

一清二楚，及时帮忙、及时慰问、及

时祝福是必不可少的。”次德吉告诉

记者。

记者了解到，在河坝林社区，像

甲巴康桑这样的大院一共有 14 个。

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河坝林社区

持续健全长效机制，不断创新管理

手段，推出众多便民措施，服务好各

族群众，经常性开展民族团结宣传

活动，举办座谈会、表彰会，并派出

人员走访慰问，了解社情民意，力所

能 及 解 决 居 民 实 际 困 难 。 每 逢 春

节、藏历新年、雪顿节、古尔邦节等

传统节日，以及民族团结进步日和

民族团结月等节日，社区都会邀请

各族群众一同庆祝。

2019 年 7 月中旬，孙金成和其他

北京市第九批援藏干部一同抵达了

拉萨。经过一周的高原适应和紧张

的培训后，赴任拉萨市发改委副主

任的岗位，开启了人生中的一段崭

新的工作历程。

“ 工 作 近 半 年 ，我 始 终 围 绕 着

‘援藏为什么、进藏干什么、出藏留

什么’，积极进行思考、探索和实践，

努力为拉萨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努

力为拉萨这颗高原明珠更加闪耀贡

献一份力量。”孙金成说道。

为了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努力

接地气和尽快熟悉情况，孙金成的

足 迹 踏 遍 了 拉 萨 各 县 区 和 经 济 园

区，走街串巷、深入农户家中、走进

田间地头，深入了解拉萨市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情况，为开展好援藏工

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发改系统承担经济社会发展各

方面的任务十分繁重。孙金成带领

分管科室工作人员，经常加班加点

集中攻破各项重点任务。他和同事

一起认真总结拉萨市“十三五”规划

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分析“十四

五”面临的形势、机遇和挑战，全面

梳理“十四五”期间拉萨市重大项目

需求，研究提出“十四五”期间重大

项 目 、重 大 政 策 和 重 大 决 策 建 议 。

组织第三方机构到各县区、有关部

门及基层进行调研，形成规划前期

研究调研稿，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

前期思路阶段性成果。

全力做好重大项目投资调度、

项目融资、项目审批等工作。对拉

萨 市 委 市 政 府 确 定 的 76 个 重 点 项

目，每月进行协调、调度、督促、分析

及实地调研，形成项目月报、通报、

汇编稿等。

充分发挥好援藏协调沟通和桥

梁纽带作用。受北京援藏指挥部委

派，组织开展“十四五”时期北京市

对口支援拉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前期研究，并形成了调研成果。同

时，积极协调做好援藏考核对接、项

目衔接等具体事项沟通。

曾经 4 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扎

西朗加，是西藏日喀则边境管理支

队珠峰边境派出所的一名移民管理

警察。2008 年，还是学生的扎西朗

加被特招入伍，2011 年毕业后，对珠

峰的独特情结驱使他回到珠峰边境

派出所工作。

在这 9 年里，他多次走访辖区，

帮助孤寡老人、困难儿童，为群众排

忧解难。提起他，不管是当地百姓

还是民警同事都会竖起大拇指。

2019 年的 7 月 24 日，有游客报

警称自己和同伴被困在绒布冰川，

请求救援。这时天色渐黑，而扎西

朗加没有迟疑地带上两名辅警奔赴

绒布冰川。

当他们赶到事发现场，发现这

两名游客已严重高原反应，手脚冰

凉，话都说不出来了。看到这种情

况，扎西朗加和同事们连夜背着他

们走出冰川。第二天上午 11 时，两

名被困游客被营救到珠峰大本营，

送到扎西宗乡医院接受治疗。

面 对 长 期 高 原 缺 氧 的 恶 劣 环

境，即便每天执勤超过十二个小时，

这名硬汉也从未妥协过，但却在和

记者谈及家人时，展现了他柔情的

一面。

扎西朗加愧疚地说道，虽然儿

子快 10 岁了，在孩子最需要陪伴的

时候，他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平时只能通过微信视频来缓解思念

之情。如今，儿子都上三年级了，也

能理解父亲的工作，儿子总说：“爸

爸是在为我们守护祖国边疆，我为

他骄傲。”

多年来，珠峰边境派出所一批

又 一 批 像 扎 西 朗 加 一 样 的 戍 边 卫

士，积极发扬“老西藏精神”及部队

的优良传统，默默无闻地帮助救助

了无数国内外游客群众，他们不求

回报不求感恩，只为了那一句“做神

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的

铮铮誓言。

“波多吉，卡巴桌加（去哪里）？”

“ 思 取 桌 扎 奇 拉 桌 吉（去 宣 讲 政 策

啦）！”在拉孜县查务乡森格隆村，汉

族大汉叶建成，用一口流利的藏语与

村民打招呼。

叶建成、仓木觉团结家庭的佳话

在森格隆村广为人知。村民经常竖

起大拇指赞叹说：“仓木觉找了个好

老公，为人谦虚又能干，家庭和睦。”

20 年前，叶建成来到西藏，开始

打工生涯。

2000 年，叶建成与仓木觉在拉孜

县的一个工地上认识。当时，因为工

作上经常交流，两人慢慢相互熟悉，

相互了解。几个月后，他俩就确定了

恋爱关系。

“当时进藏，只是为了赚钱养家

糊口，没想到那次进藏成就了我的未

来。在这里安家立业，成为这里的一

分子。”叶建成告诉记者。

“当初，家人不让我跟他相处，说

习俗不同，很难一起走下去。”仓木觉

回忆着当时的情况。

叶建成经常帮助邻里解决一些

困难：谁家缺劳力他就帮谁家，谁家

需要修个东西他也去帮忙……经过

几年的相处后，仓木觉的家人渐渐接

纳 了 叶 建 成 ，村 民 们 也 越 来 越 喜 欢

他 ，还 给 他 起 了 一 个 藏 族 名 字 ——

“波多吉”（多吉姥爷）。

为更好地融入这个大家庭，更好

地带动家乡群众致富，叶建成开始学

习藏语，还利用自己的打工经验，带

领乡亲外出务工，希望大家靠自己的

双手过上好日子。在他的帮助下，每

年，村里都有 20 多名群众与他一起

外出务工，每户每年都有一笔可观的

收入。

村民达瓦扎西在叶建成的带领

下，外出务工有 4 年的时间。他说：

“在工地上，不论生活还是工作，波多

吉都很照顾我们，大家也很信任他，

有他在，我们很放心。”仅 2019 年，达

瓦扎西就有 40多万元的收入。

2019 年，通过申请，叶建成成为

正式党员。不仅如此，他还当起了村

里的宣讲员，把党的好政策和自己掌

握的知识讲给当地群众听。

如 今 ，拉 孜 县 查 务 乡 森 格 隆 村

里，民族团结的氛围十分浓厚，邻里

互助、家庭和睦成为一种新风尚，人

人都在争当民族团结的守护者和践

行者，团结之花在这里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

“我爱我的森格隆村，更爱我们

的村民。我要带领他们，撸起袖子加

油干，让大家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

活。”叶建成感慨地说。

1月 8日下午，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图为会场。 本报记者 旦增 次旺 洛桑 丹增群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