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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斑头雁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6 日电（记

者 白瀛）又一部美食纪录片《寻味东

莞》将于 21 日与观众见面。该片通

过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的地道

风味折射一方水土，带领观众探索风

味流转背后的历史变迁与人文情怀。

制片人李洁介绍，由东莞市委宣

传部等单位出品的《寻味东莞》分为

《得天独厚》《山水相逢》《欢宴流转》三

集，分别从顺应天时、依山傍海和迁徙

交融三个角度来展现当地美食风貌。

2012 年《舌尖上的中国》横空出

世后，美食纪录片迅速风靡全国，成

为一个重要的纪录片类型，《人生一

串》《老广的味道》《风味人间》《新疆

味道》等作品都受到观众欢迎。

“美食的意义不止于果腹，更承

载着一片土地上人们的家庭观念、生

活方式、情感连接、精神信念和价值

传承。”李洁说。

美食纪录片荧屏接力

解锁“世界工厂”美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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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至 8 月，是我国防汛的关键时期。据有关部门近

期研判，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事件偏

多，区域性暴雨洪涝重于常年。做好防汛工作，事关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地各有关

部门应当以更加有力、有效的举措，迎接汛期重大考验。

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压实防汛主体责任是首要之举。

落实好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是其中一项重要抓

手。过往经验显示，在应对重特大洪涝干旱和台风灾害方

面，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可以充分发挥我

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可以更好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合

力抗灾，最大限度减轻灾害影响和损失。近期，国家防汛

抗旱总指挥部通报了 2020年全国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

单，这既是对责任的宣示，也是对责任的监督。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及早发现、尽早处置险情是必

要之举。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时期，应急、水利、气象等

部门要发挥专业优势，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报，及时开

展会商研判，提前发布预警；要强化对防洪工程、重点部

位值班值守和巡查抢护。同时，要注重发挥灾害信息员

作用。我国有 70 余万名基层灾害信息员，他们是确保灾

情信息及时上报的重要力量。

救灾关键时刻要有关键力量，强化应急救援，全力

保障人员安全是关键之举。要针对重点地区和部位提

前预置救援力量，细化救援方案；要充分发挥各类抗洪

抢险应急救援力量作用，全力做好抗洪抢险；要落实危

险区群众转移避险措施，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据统计，

截至 6 月 14 日，今年入汛以来消防救援队伍累计参加抗

洪抢险救援 1400余起，出动人员 2万余人次，营救和疏散

转移遇险群众 21920人。

回望过去，我国取得了抗击 1998 年特大洪水等一系

列抗洪抢险重大胜利。这些经验说明，只要我们采取有

力、有效的举措，就一定能够经得住汛期考验。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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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无论是全面小康、脱贫还是现代

化，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各族群众

是一个大家庭，要携手并进。”

在脱贫攻坚的决战战场上，我国总

人口在 30 万人以下的 28 个人口较少民

族，包括珞巴族、独龙族、毛南族等，正

在通过一系列的帮扶政策以及勤劳的

奋斗，坚实地向小康迈进。

翻越贫困的大山

走进距雅鲁藏布江不远的西嘎门

巴村村民贡桑家，宅居的小楼充满民族

特色，现代设施齐全，生活条件令人艳

羡。

西藏林芝市米林县羌纳乡西嘎门

巴村位于 219 国道旁，前往雅鲁藏布大

峡谷景区必经此地。受益于精准扶贫、

小康村建设等政策，当地翻新、新建住

房，实现了自来水入户、人畜分离等，村

民生活也迈上新台阶。

多年来，门巴族群众聚居地自然条

件差，老百姓贫困程度深。但在脱贫攻

坚的大潮中，门巴族的干部群众奋起直

追，终于告别绝对贫困。

向着梦想的生活，就要坚决翻越贫

困的大山。

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

下塘村，搬迁户谭广田坐在新居门前，

望着远处的深山，心中恍若隔世——住

在山中不通路不通电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了。

今年 56 岁的谭广田，守着大山过了

大半辈子。而他 91 岁的父亲谭运日，在

50 多年前到乡里赶过一次街后，再也没

下过山。

这代际相传的贫困，如同抬头就可

见的大山，横亘在谭广田面前，阻挡着

他迈向幸福的脚步。

幸运的是，精准扶贫来了。按照政

策，谭运日可以享受到易地扶贫搬迁，

同时还有产业奖补、低保金、高龄补贴

等一系列的政策叠加。

与贫困斗争了一辈子的父子俩，终

于完成了从贫穷困苦到幸福生活的跨

越。

不只是老谭，近年来，环江县累计

帮助 1880 户毛南族贫困户实施危旧房

改造，同时帮助 2356 名毛南族贫困人口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并逐步就业，彻底拔

掉穷根。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

在后头。”2019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

“直过民族”、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的乡

亲 们 回 信 ，祝 贺 独 龙 族 实 现 了 整 族 脱

贫，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如今，独龙

江全乡千余户独龙族群众全部住进了

新房，草果、独龙蜂、独龙牛、独龙鸡等

特色种植养殖产业遍地开花。

独龙江乡孔当村村民孔志强这两

天 正 忙 着 田 间 除 草 ，望 着 自 家 的 草 果

地，他笑吟吟地预测，以前最高年收益 7

万元，“希望今年行情好，再多挣上几千

元”。

在奋斗中绽放“幸福花”

推开客栈窗户，远眺怒江大峡谷，

高黎贡山的“皇冠山”和“石月亮”景观

就在眼前。“我们这里背靠高山、前临悬

崖，是难得的‘风水宝地’。”亚珍笑容满

面地给客人介绍。

亚珍是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匹河

怒族乡老姆登村村民。老姆登村坐落

于碧罗雪山半山腰的较缓坡地，是怒江

大峡谷最理想的观景位置之一。

正因为如此，在怒族语言里，老姆

登的意思是“人喜欢来的地方”。

虽说寓意美好，可交通瓶颈与景区

建设的滞后，让这里的怒族群众只能围

着美景守清贫。

那时候，与亚珍一样着急的，还有

怒江州各级干部。如何让怒江大峡谷

这 样 的 世 界 级 旅 游 资 源 不 再 藏 在“ 深

闺”？

建成全州首座机场、修通贯穿全境

的交通陆路大动脉、强化营销“怒江大

峡谷”品牌……怒江在变，通了水泥路

的老姆登村，也很快成了山外人争相打

卡的“网红地”。老姆登村干部李仕合

说，县、乡政府因势利导，鼓励发展乡村

旅游，现在全村的农家乐、客栈已有 22

家，旅游从业人员 150 余人，去年旅游收

入达 300多万元。

在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太阳花

传承发展中心，四五名牧民妇女在制作

太阳花。

在鄂温克族神话中，太阳的化身是

一位名叫希温·乌娜吉的姑娘，她每天

将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密林深处的

鄂温克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鄂温克

人有佩戴太阳花的传统。

如今，太阳花已成为帮助当地牧民

脱贫致富的文化产品。据介绍，太阳花

传承发展中心免费教授当地牧民制作

太阳花，累计培训 1200 多名周边牧民，

每日可得收入 120元至 150元。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民族文化产

业创业园，目前已累计入驻企业 192 家，

直接带动就业 1000 余人。这些企业努

力设计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培育出更

多帮助致富的“幸福花”。

民族团结万事兴

清晨，送走了住店的两拨客人，麻

麻门巴新村的农家乐老板边巴占堆才

顾得上喝口茶。此时，勒布沟的薄雾正

逐 渐 消 散 ，间 间 村 舍 掩 映 在 青 山 绿 水

间，依稀可见。

勒布沟地处西藏错那县境内，平均

海拔 2400 米左右，原始森林面积达 36 万

亩，景色宜人，但这里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的日子却并不久远。

2014 年，勒布沟到县城的柏油路建

成通车。在西藏大力建设边境小康示

范村的带动下，世代生活在喜马拉雅山

脉深处的门巴族群众积极培育特色产

业、发展特色旅游业。

53 岁的达嘎是一名门巴木碗制作

人，已经做了 20 多年木碗的他，成为当

地脱贫攻坚的致富带头人，现在还带着

不少徒弟。

“买我木碗的人，大部分是汉族人，

还有藏族人和门巴族人。”达嘎笑着说，

藏族有谚语“百根柳条扎扫帚、五个指

头握拳头”，我觉得是团结向前的力量

让门巴族迎来了四面八方的客人。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

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

鱼满舱……”

仅有 5000 余人的赫哲族是中国人

口最少的民族之一，却以一首《乌苏里

船歌》为人们熟知。

走进黑龙江省抚远市赫哲族鱼皮

技艺传承人王桂荣的工作室，就能看到

各类精美的鱼皮画、鱼皮摆件、鱼皮工

艺品等。

“ 鱼 皮 制 品 作 为 赫 哲 人 的 传 统 技

艺，没想到在现代社会它还能帮助大家

脱贫。”王桂荣一边制作鱼皮画一边说。

在王桂荣指导下，学徒制作的鱼皮

画等工艺品，一件可卖到数十元到数百

元不等。近 3 年，王桂荣已累计培训 500

多人，不少人因此有了致富门道。

太阳升起时，每个角落都盛开“幸

福花”。各民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连战

贫克难，下一站，必将是幸福和美的新

生活。

（参与记者 陈尚才 黄浩铭 伍晓阳

赵珮然 杨喆 魏婧宇 陈一帆）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让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幸福的温情
——人口较少民族在脱贫攻坚大潮中的奋进故事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翟永冠 王炳坤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昌都地区拉妥至芒康公路改建工程施工 2 标段工程项目”已完工，所有民工工资已结算完毕，无拖欠

情况。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人：浦仕好

联系电话：15154801690
特此声明

西南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8日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招聘监管企业党建工作部负责人公告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队伍力量，区政府国资委面向全区公开招聘部分监管企业党建工作部（人力资源部）部长、副部长共 10 名。基本要求及

招聘程序等详情，请登录西藏公共就业招聘网（www.xzggjyzpw.com）及中国西藏新闻网（www.chinatibetnews.com）查

询。简历投递地址：gzwzgrsc@163.com。

联系人：崔红顷、达瓦拥西

联系电话：0891-6327244

公 示
由我公司承建的【提前实施“十三五”公路危桥改造工程施工第五标段】，现已全部完工（昌都片区桥梁 24 座，林芝片区

桥梁 10座），所有民工已全部退场，且民工工资已全部足额发放未有拖欠情况。

如有异议，请于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向清理拖欠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

举报电话：13908914739 巴桑次仁

特此公示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公路危桥改造工程五标段项目经理部

2020年 6月 18日

声

明

拉萨林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不慎，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2005-164）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拉萨林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8日

夏季的藏北高原气候凉爽，生机盎然。经过一个冬季在藏南的生活，斑头雁、红嘴

鸥、黑颈鹤等纷纷迁徙至藏北深处的西藏安多县嘎龙湖鸟岛，在此栖息、产蛋、孵蛋。

上图：6月 9日拍摄的西藏安多县境内嘎龙湖鸟岛上的斑头雁。

右图：6 月 9 日拍摄的西藏安多县境内嘎龙湖鸟岛上的斑头雁雏鸟及鸟蛋。

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记者

胡璐）“十三五”以来，我国累计完成

防沙治沙任务 880 万公顷，占“十三

五”规划治理任务的 88%。经过多年

治理，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和呼

伦贝尔四大沙地生态状况整体改善。

这是记者 17 日从国家林草局了

解到的。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

司长孙国吉说，“十三五”期间，我国

加快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

林建设、退耕还林还草、石漠化综合

治理等国家重点工程，由点到面带动

荒漠化地区生态状况整体好转。据

监测，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年

均减少 2424 平方公里和 1980 平方公

里，植被平均盖度增加 0.7 个百分点，

沙尘天气次数年均减少 20.3%。

近年来，我国坚持荒漠化治理与

扶贫工作相结合，走出一条治沙与治

穷 共 赢 的 中 国 特 色 荒 漠 化 防 治 之

路。各地依托荒漠化地区独特的光

热水土条件，因地制宜发展沙区特色

产业，并探索建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的工作机制，吸引越来越多的生产要

素流向荒漠化防治领域。

北方沙区进入盛果期的经济林

每年产出干鲜果品 4800 万吨，年总产

值达 1200 亿元，占全国总产量的 1/3，

重点地区林果收入已占农民纯收入

的 50%以上。治沙企业亿利集团通过

发展生态修复、生态牧业、生态健康、

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的产

业 体 系 ，30 多 年 来 治 理 库 布 齐 沙 漠

6000 多平方公里，带动沙区超过 10 万

名群众脱贫。

孙国吉说，也要看到，我国荒漠化

和沙化土地面积大、影响广，荒漠化防

治已经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治理

难度更大，治理成本更高。下一步，将

重点在生态区位重要的边疆地区、主

要沙尘源区以及江河流域等，采取工

程固沙、人工造林种草、封沙育林育草

等措施, 巩固荒漠化防治成果。对人

为活动较为频繁的沙漠周边，以及生

态区位重要、风沙危害重、林草覆盖度

低的重点区域，加强沙化土地封禁保

护。同时，科学编制防治荒漠化“十四

五”规划和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等。还

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履行好《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义务。

国家林草局：

“十三五”以来我国完成防沙治沙任务880万公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