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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3月30日讯（蒋翠莲 陈跃军）30日上午，区党委书记、自

治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英杰在拉萨专题调研我

区在疫情防控期间推进重大项目复工开工建设情况，亲切看望慰问广

大建设者。他强调，推进全区重点项目复工开工建设，对于稳定就业、

拉动投资、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和“十四五”良好开局具有重要作

用。全区上下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2月 26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有力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复

工开工建设，为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西藏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和出

发点落脚点，把民生作为为政之要，时刻放在心头、扛在肩上，把该办

能办的实事竭力办好，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

起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合力。

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庄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边巴扎西陪同调研。

建设中的西藏自治区医院是一所立足拉萨服务西藏、辐射周边的

医疗中心，未来重点承担全区疑难危急重症疾病的诊疗和突发公共事

件的紧急救援任务。吴英杰来到这里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全区医

疗卫生工作汇报。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心怀感恩、拼搏奋斗，精准定

位、科学管理，坚持把精、细、严、实要求贯穿到各个环节，确保把重点

工程建成优质工程、精品工程，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要继续加强

施工安全管理，落实安全责任和措施，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绝对安全；要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基础上跟时间要进

度，进一步加大重点项目推进力度；要立足高原实际，同步推进医疗设

备采购和水电气、绿化等配套附属设施建设，管理好处理好医疗废物

和污水，让各族群众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要补齐基础医疗卫生工

作中存在的短板，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切

实提高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水平。 （下转第三版）

本报拉萨 3月 30日讯（记者 杨子

彦）30 日下午，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

政协党组书记丁业现主持召开区政协

党组 2020 年第 5次会议，传达学习汪洋

主席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 及 全 区 统 战 民 族 宗 教 工 作 会 议 精

神，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研究有关

工作事项。

区党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区党委统战部部长旦科，区政

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洛桑久美、索朗仁

增、王亚蔺、桑杰扎巴、卓嘎、雷桂龙出

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珠康·土登克

珠、阿沛·晋源列席会议。

丁业现指出，人民政协作为统一

战线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统战

部长会议和全区统战民族宗教工作会

议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统一战线工

作的目标任务、职责使命、方式方法，

把握国情区情、风险隐患、统战规律，

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总体要求、

主线主题、中心环节和政治责任，发挥

好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发挥

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好政

协委员主体作用，把政协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边稳藏效能。

会议研究了《关于 2020年落实自治

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主要任务的

分工方案》《2020 年自治区政协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重点内容安排》

《自治区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成员联系

地市政协工作方案》。 （下转第三版）

本报拉萨 3月 30 日讯（记者 王菲）据拉萨海

关统计，今年 2 月西藏自治区外贸进出口总值 4.88

亿元，同比增长 15.3%。其中出口 3.29 亿元，同比

减少 12.2%；进口 1.59 亿元，同比增长 229.7%。西

藏系全国 6 个外贸增长的省区之一，增长率位居

全国首位。

推动西藏外贸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一是

去年下半年来，拉萨海关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扩大

进口等多措并举，西藏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成效进一

步凸显。二是龙头企业效能持续释放，龙头企业机

电产品进口需求持续增加，推动西藏外贸进口快速

增长。

1 至 2 月 ，西 藏 自 治 区 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总 值

1.90 亿元，同比增长 114.7%，其中出口 0.43 亿元，同

比减少 13.8%，进口 1.46 亿元，同比增长 285.6%。民

营企业进出口 3.77 亿元，同比增长 11.1%；国有企业

进出口 1.04 亿元，同比增长 29.2%。呈现出一般贸

易快速增长、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保持双增势头、

部分商品增势良好的特点。

从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和农产品进口增长较

快。航空器零部件、电子元件进口分别增长 15.6

倍、1.9倍，同期农产品进口增长 52.3%。

前两月西藏外贸同比增长15.3%
进出口总值4.88亿元

吴英杰在调研重大项目复工开工建设情况时强调

加大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力度 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凝聚起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合力

庄严一同调研

3月 30 日，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英杰在拉萨专题调研我

区在疫情防控期间推进重大项目复工开工建设情况，亲切看望慰问广大建设者。这是在西藏美术

馆建设工地，吴英杰详细了解工程项目规划设计和施工进展情况。

本报记者 姚海全 摄 丁业现主持区政协党组2020年第 5次会议强调

强 化 理 论 武 装 广 泛 凝 聚 共 识
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边稳藏效能

“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山南市克松村

有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话剧：两代村民自编自

演，讲述克松庄园农奴赤列多吉一家的悲惨遭遇

和翻身得解放的故事。

这部民间话剧叫《农奴泪》。在“西藏百万农

奴解放纪念日”前夕，记者再访克松村，倾听这部

热演了半个世纪的话剧背后的故事。

“观众上台打‘管家’，演员只好
躲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山南乃东县郭莎

村人头攒动，村民们正在观赏克松村演出队表演

的话剧《赤列多吉一家三代六口人的悲惨故事》。

低沉的音乐，衣衫褴褛的农奴，颐指气使的

管家……逼真的场景把人们带到不堪回首的旧

西藏——

管家命令赤列多吉看守打麦场，为防偷粮，

在粮堆上做了记号。第二天，记号被乌鸦抹掉，

管家不分青红皂白，抡起皮鞭抽打赤列多吉。

这时，观众中有人抽泣，有人谩骂，有人扔石头，

有人甚至跳上戏台，要揍“管家”。演出被迫中断。

今年 70 岁的多吉曾饰演赤列多吉的大儿子

达瓦，对这一幕记忆犹新：“那时很多群众都是从

旧社会过来的，受过苦，感触深，看剧时台上台下

哭成一片。”

在旧西藏，克松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

康·旺钦格勒的庄园，农奴被当成“会说话的牛

马”，有支不完的差，挨不完的打，吃不上一顿饱

饭，受尽欺压。

有一次，赤列多吉饥饿难耐，与狗抢食，被管

家毒打。他奋起抗争，结果遭受酷刑，惨死在监

狱。妻子嘎多精神失常，消失在茫茫黑夜中。达

瓦和弟弟萨波伺机报仇，也被农奴主折磨致死。

留下萨波年幼的女儿拉甲艰难度日……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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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林芝市巴宜区 36 公里处的国道边上，更章门巴

民族乡久巴村面朝绿水，背倚青山，村中道路笔直宽敞，

独具特色的藏家小院鳞次栉比。

“现在看到的村庄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村公

房，记者见到了久巴村党支部书记多布杰。

“2002 年以前，村里的收入依靠砍伐林木、挖松茸，

群众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了改变贫穷，2007 年，在林

芝市农牧局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久巴村试种草莓、冬瓜、

大白菜、甜玉米等果蔬。

“这一试种，发现一亩地蔬菜瓜果的收入竟然比种植

青稞的收益更大，仅二分地的草莓就卖 2000 多元！”多布

杰告诉记者，那时起，久巴村就与草莓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8 年，多布杰与其他 3 名党员带头行动，用首批租

来的 30亩土地建成 23座简易温室大棚。

整土、施肥、浇水、种苗、盖膜……为了提高产量，多

布杰还与技术人员专门到内地考察草莓种植。有了成

熟的种植技术，村民纷纷投入到草莓种植的大军中。多

布杰也趁势带领百姓成立了久巴村草莓种植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吸纳 16 户贫困户 60 多人参与。2010 年，久巴

村实现每户一座温室大棚，户均增收 3万元。

2011 年，西藏尼洋河多布水电站落户林芝，久巴村

21 户群众和村集体领到搬迁补偿款。村民旺堆告诉记

者，那时候大家都希望把集体的钱全部分给个人。

多布杰却认为只有集中财力办大事，百姓才能过上

好日子。为此，他和其他党员干部顶住巨大的压力，挨

家挨户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将资金投入到集体产业发

展中去。

2013 年，久巴村重新选址了草莓基地，分两次共建

起 56座草莓温室大棚，28户群众平均每户 2座。

百姓富了，乡村美了。在多布杰的带领下，如今的

久巴村早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草莓村”，每到春节，村

中草莓飘香，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采摘。

“除了草莓，村子里还有苹果、车厘子等经济林木。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区位优势，久巴村的旅游产业也逐

渐发展起来。”多布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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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击疫情的忙碌身影：

不同的岗位 一样的坚守

本报那曲 3月 30 日电（记者 谢伟

万靖 张宇）3 月 30 日，在那曲市色尼区

南 部 新 城 ，那 曲 市 首 家 一 次 性 防 护 口

罩生产线——“精康”口罩正式投产运

营。

据 悉 ，那 曲“ 精 康 ”口 罩 生 产 线 是

浙江省第九批杭州援藏工作组在充分

考察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协调、整合浙

江 和 色 尼 区 资 源 ，克 服 缺 氧 气 、缺 信

息、缺技术、缺材料的难题建成的。从

合作意向到今天的顺利投产仅仅 15 天

时 间 ，那 曲 市 建 成 首 家 正 式 投 用 口 罩

生产线。该项目共投入资金 400 万元，

投产后最高日产口罩 12 万只，解决 15

名困难群众就业。在投产的当天，“精

康”口罩就签订了 80 万只订单。

浙江省第九批杭州援藏工作组组

长、色尼区委常务副书记潘渭说：“虽

然这只是一小步，但意义深远。‘授人

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次首家口罩生产

线的投产，是‘援藏解决什么’的一个

标杆。3 年的援藏时间很短，但是相信

在 大 家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我 们 能 够 对 接

一 批 批 能 带 动 就 业 、带 来 切 实 效 益 的

好项目、好企业落地色尼，一支支留得

住、能战斗、带不走的经济人才队伍将

扎 根 色 尼 ，建 设 我 们 共 同 的 藏 北 家

园。”

那曲首家口罩生产企业投产运营
最高日产口罩12万只

近年来，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段的西藏山南市桑日县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葡萄产业。2019年，当地葡萄基地面积达 2000亩，带动了当地 300名农牧民增

收。今年，桑日县计划扩大葡萄种植面积并建设葡萄酒庄，打造涵盖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销售及旅游观光服务的葡萄全产业链，带动更多农牧民致富。图为雅鲁藏布江

畔的山南市桑日县葡萄种植园。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