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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八宿县城，沿国道 318 线一路西

行约 25 公里，就到了八宿县吉达乡拉然

村。公路右侧有一座低矮的土木结构

房，前面挂着一块简陋的招牌——尼玛

小卖部。

虽是国道上一家普普通通的小卖

部，可它却是拉然村尼玛夫妇辛勤耕耘

的结晶，也是八宿县数百名大骨节病患

者自强不息的缩影。

现年 46 岁的尼玛，和妻子洛松都是

大骨节病患者，身高均不足 1.4米。虽然

身患残疾，但两人仍然以积极的态度面

对生活，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和乡亲

们的帮助下，夫妻二人靠勤劳的双手，

顺利摘掉了“穷帽子”。

早在尼玛小时候，家里人就发现他

“不正常”。跟哥哥江拉相比，尼玛走路

不太稳，身体发育也比较迟缓，后经医

生诊断出他患有大骨节病。

2008 年 ，35 岁 的 尼 玛

和 同 样 患 有 大 骨 节 病 的 洛

松 走 到 了 一 起 ，组 成 了 一

个 特 殊 的 家 庭 。 也 是 在 这

一 年 ，他 们 住 进 了 政 府 盖

的 新 房 。 由 于 两 人 都 患 有

大 骨 节 病 ，没 法 参 加 体 力

劳 动 ，家 里 的 4 亩 地 都 是 租 给 别 人 耕

种，每年给他们 200 斤青稞。除领到手

的 低 保 金 ，家 里 几 乎 没 有 其 它 的 现 金

收入。

2012 年，八宿县民政局将尼玛纳入

五保户范畴，每年能领到 4800 元五保户

分散供养资金。为了改善生活，尼玛利

用这笔钱，在村干部欧珠多吉免费借给

他的小房子里，开了家小卖部。

“ 当 时 小 卖 部 只 卖 零 食 、方 便 面

和一些日用品。”尼玛告诉记者，“小卖

部上午九点多开门，晚上天黑关门。平

时，我俩就住在这里，顾客随时都可以

敲门买东西。”

由于尼玛夫妇讲诚信，卖的东西物

美价廉，愿意到他家小卖部买东西的人

越来越多，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高。

2015 年 底 ，尼 玛 夫 妇 被 精 准 识 别

纳 入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两 人 享 受 到 的

补 贴 也 随 之 增 加 ，定 向 补 贴 、种 粮 补

贴 、生 态 效 益 补 偿 金 、残 疾 人 两 项 补

贴、低保补差、五保资金、村集体经济

分红……

2017 年，夫妇俩将距离小卖部差不

多 50 米的房子修缮一新。“家里的冰箱、

洗衣机、电视等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尼

玛自豪地说。

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决定增加小卖

部的货品，从八宿县城批发各类零食、

饮料等。尼玛说，每年 5月至 10月，路过

的游客特别多，很多人愿意在村里停留

几日，感受这里的原生态美景，小卖部

的生意也特别好。这两年，小卖部年纯

利润超过了 7000元。

2019 年初，尼玛买了一辆电动代步

车。车买回来了，但问题也来了。由于

身高原因，他踩不到刹车。为此，全村

人都帮他想办法。最后，驻村工作队在

电动车刹车上加固了一块 5 厘米厚的木

板，让尼玛能够成功驾驶这辆电动代步

车。

有了车的尼玛，出行也方便多了。

有时候小批量进货，就自己开车去；去

妻子娘家，开车去；偶尔去周边乡村看

文艺节目，也可以开车去。

这一年，尼玛不但买了车，还找到

了新的挣钱门路。

5 月 初 ，尼 玛 的 朋 友 介 绍 他 和 妻

子 去 波 密 县 帮 人 照 看 小 孩 。 这 是 怎

么 回 事 呢 ？ 原 来 ，每 到 虫 草 采 挖 时

节 ，波 密 县 许 多 农 牧 民 都 上 山 挖 虫 草

去 了 ，但 家 里 的 小 孩 还 得 有 人 照 顾

啊 ，这 就 催 生 了 新 的 行 业 ，请 临 时 保

姆照顾孩子。

尼玛夫妇俩运气不错，三个相邻的

家 庭 雇 他 们 照 顾 小 孩 ，每 家 月 薪 1500

元。“这次帮人照顾孩子，前后 1 个多月，

拿到了 7050 元工资。”尼玛高兴地说，

“三户主人家都很满意，临走时约好，明

年虫草采挖时让我们还去帮他们照顾

小孩。”

在尼玛家的一个红本子上，清晰记

着 他 家 四 年 来 的 收 入 变 化 。 2016 年 ，

12192 元 ；2017 年 ，14325 元 ；2018 年 ，

12292元；2019年，25551.82元。

夜 幕 降 临 ，拉 然 村 已 远 离 记 者 视

野，但尼玛夫妇俩“我们能靠自己双手

过好日子”的话一直回荡在记者耳边，

他们身残志坚，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邻

里街坊的尊重，也创造了幸福美好的新

生活。

身患大骨节病的尼玛夫妇身残志坚，自强不息——

用勤劳双手开创美好新生活
本报记者 陈志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区认真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严格控制资源开发力度，大力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推进美丽西藏建设，

西藏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

上图：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风光。

右图：夏日的拉鲁湿地美如画。这是野鸭在拉鲁湿地的水面上游弋。

本报记者 洛桑 摄

绿 色 ，高 原 最 美 底 色

本报拉萨 6月 23 日讯（加央群决 李豪）为培养一批懂技术、精驾

驶、善检修的复合型人才，增强部队运输保障能力。 近日，驻藏某汽

车团驻训分队积极开展野外驾驶员复训。

为增强复训的针对性，该部结合新大纲找出训练过程中的盲点，制

定有效的训练计划，总结每天的训练成果。参训老兵复训新兵科目以打

牢基础，新兵瞄准薄弱科目加强训练。同时，发挥好老兵的传帮带作用，

切实提高部队官兵整体能力水平。

驻藏某汽车团

培养懂技术精驾驶善检修精兵

本报拉萨6月23日讯（记者 李梅英）近年来，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

积极深化辖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工作。2018至 2020年问卷

调查显示，西藏消费金融知识平均得分和金融行为平均得分均稳步提升。

据了解，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借助“金融消费者权益日”“金融知

识普及月”等，持续开展藏汉双语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同时，还与自

治区教育厅联合印发《金融知识纳入西藏辖区国民教育体系工作方案》，

在辖区中小学课程中加入金融基础知识等内容，进一步培养中小学生的

诚信意识、金融风险意识。

人行拉萨中支

助力金融消费者素养稳步提升

本报拉萨6月23日讯（记者 王雨

霏）23 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边

巴扎西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理论

学习中心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关于

意识形态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传达

学习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有

关 文 件 精 神 ，专 题 研 究 机 关 党 建 工

作。

边巴扎西强调，宣传思想文化系

统要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坚持结

合实际、突出重点、动态把握、目标导

向，带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

督查，切实建强各类意识形态阵地，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努力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

边巴扎西强调，部务会高度重视

部机关党建工作，在部机关党委和全

体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党要管党的意

识进一步加强，思想建党的意识进一

步增强，机关党的战斗力、凝聚力进一

步提高，机关党委作用发挥进一步明

显。全体党员要坚持信仰立党，不断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增强党性

修养，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要坚持思想建党，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史，用科学

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坚持制

度 强 党 ，严 格 执 行 党 的 各 项 规 章 制

度。要坚持党要管党，不断增强党内

政治生活的严肃性，使广大党员既要

组织入党、更要思想入党，任何时候对

党绝对忠诚，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边巴扎西在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

坚持信仰立党、思想建党、制度强党、党要管党

本报拉萨6月23日讯（记者 李梅

英）近日，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区党

委对民营经济发展作出的一系列重

大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人大 2020 年

工作要点和监督工作计划，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维色带

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题调研我区金

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调 研 组 通 过 实 地 走 访 、听 取 汇

报、举行座谈会等方式，详细了解各

大银行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仔细听取相关人员对改善金融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建议。

调研组强调，民营经济作为我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西藏发

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治区人大专

委会、金融机构与各部门要进一步贯

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好区党委重大决策精神，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

与 建 议 ，确 保 此 次 调 研 工 作 取 得 实

效。要加强协调配合，因地制宜创新

融资方式，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合力解

决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努力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还组织召开

座谈会，全面了解全区金融机构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认真倾听民营企

业家关于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

意见和建议。

区人大调研组调研我区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维色带队

本报拉萨6月23日讯（记者 张尚

华）23 日上午，自治区副主席汪海洲

主持召开自治区产业建设领导小组

绿色工业专项推进组专题会议，研究

审 议《西 藏 自 治 区 高 原 生 物 产 业 聂

当、森布日“一区两园”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年）》。

会 议 指 出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是 园

区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发 展 的 纲 领 性 文

件，对促进产业集约集聚发展、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都有重要

意义。各相关部门要精益求精做好

规 划 修 编 ，绘 制 好 高 原 生 物 产 业 发

展的蓝图，通过规划引领，推动我区

高 原 生 物 产 业 集 约 集 聚 发 展 ，加 快

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高质

量发展。

会议强调，相关地市、部门要加

强沟通协调，强化评估论证，坚持高

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确保规划定位

准确、目标科学，做到“一张蓝图绘到

底”。

自治区政府专题研究高原生物产业发展规划事宜
汪海洲出席

本报拉萨6月23日讯（查日 记者

王菲）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

到，由自治区财政投资，该局负责实施

的《拉萨天气雷达监测系统建设》项目

（一期、二期）日前通过业务验收，标志

着 5 部全固态 X 波段多普勒天气雷达

系统（简称 X 波段雷达）建成并投入组

网业务运行，填补了拉萨周边多区域

天气雷达监测盲区，将有效提升气象

灾害精细化预报预警能力。

记者了解到，自治区气象局曾在

全区布设了 4 部 C 波段多普勒天气雷

达，但受高原山多、山高等特殊地形

影响，监测能力受到较大限制，极大

地制约着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预

警 能 力 和 精 细 化 服 务 水 平 。 为 此 ，

2018 年，自治区气象局组织实施《拉

萨天气雷达监测系统建设》项目。自

治区气象局组织专家，经过多次实地

调研、勘查、论证等工作，最终分别在

拉萨市周边的墨竹工卡县甲马山、贡

嘎县加绕拉山、尼木县尼木乡、当雄

县纳木错、措美县哲古镇各建设了一

部 X 波段雷达，基本覆盖拉萨周边重

点区域天气雷达监测盲区，并且实现

组网观测服务。

西藏5部X波段天气雷达投用
填补了拉萨周边多区域监测盲区

本报拉萨6月23日讯（记者 鹿丽

娟）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管系统“文

明交通拉萨行”暨“一盔一带”安全守

护行动正式启动。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是由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年 4 月在全国发

起的专项行动，旨在提升摩托车和电

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正确佩戴安全头

盔，汽车驾乘人员规范使用安全带的

意识。

拉萨交管系统前期部署开展一

系列“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劝导

外卖骑手等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正确

佩戴好安全头盔，并以外卖电动车、

摩托车通行集中的主要路口以及居

民小区、商场、写字楼等区域周边道

路为重点路段，持续开展“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

“文明交通拉萨行”暨“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启动

今年 46 岁的次仁是日喀则市桑珠孜

区聂日雄乡帕冲村乡村医生、妇联主席，

也是一名有着 20年党龄的党员。

自 1996 年背上药箱，踏上从医之路以

来，她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村民的身体

健康默默奉献。近年来，兼任村妇联主席

的她，以身作则、敬业奉献，动员广大妇女

扮靓高原乡村，改善人居环境，为建设文

明美丽乡村贡献“她力量”。

“班典次仁伯伯，我来给您检查身体

了。”一大早，次仁就骑着电动车，带着医

药箱，上门为行动不便患者诊治。

“前段时间我气管炎症状加重，她一

个月来我家 20 多次，就像我的家人一样照

顾我。”73岁的班典次仁感激地说。

“像家人一样”，这是帕冲村乃至周边

村庄群众对次仁的一致评价。乡亲们不

管谁身体不舒服了，只要打个电话，次仁

都会骑着电动车送医上门。

“小病不能拖，大病及时治，有什么不

舒服给我打电话。”在工作中，次仁利用一

切机会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不断提高群

众健康意识，引导大家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在帕冲村卫生室的诊疗台账和《桑珠

孜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记录本》上，次

仁整齐记录着每位病人的诊疗过程。平均

每个月，次仁的诊疗量达 120 余人次，有效

守护了全村 162 户 873 人尤其是 10 户 44 名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的健康。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得突然，次仁

主动担当，逆行而上。一段时间，在村道

检查哨卡、居家隔离观察的大学生家、日

喀则市集中隔离观察点等场所，都能看到

次仁开展体温测量、进行卫生消杀、提供

防疫咨询的身影。

“口罩要捂住鼻子，金属条要压住鼻

梁，这样才能起到防护效果。”指导帮助村

民戴好口罩的小小举动，近几个月来次仁

重复了无数次。

环境问题关乎身体健康。作为村妇联

主席，次仁在村里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

家”创建活动。在她的影响和动员下，帕冲

村广大妇女从自家做起、从点滴做起、从日

常做起，紧扣“五美”“五净”标准，发挥女性

独特优势，争当改善环境的先行者、卫生健

康的守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

建设美丽乡村 贡献“她力量”
——记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帕冲村乡村医生次仁
本报记者 汪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