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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沉睡中的嘎朗村时，

宛如蓝宝石般美丽的嘎朗湖在阳光的照射下秀美

静谧。透过嘎朗湖畔德青旺姆家庭旅馆的窗户向

外望去，远处雪山洁白无瑕，近处青草碧绿，桃花的

芳香不时随着微风四散开来……

几栋漂亮的藏式建筑错落有致，住宿区、用餐

区、娱乐区划分得恰到好处，这里就是位于波密县

古乡嘎朗村的德青旺姆家庭旅馆。

走进德青旺姆家庭旅馆，一股浓郁的藏式民族

风扑面而来，墙上悬挂的工布响箭、唐卡等引人注

目；客厅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卧室内，床铺整

齐，洁净如新；厨房中，放着酥油、藏香猪、藏鸡蛋、

自酿酸奶……各种藏餐食材一应俱全。

今年 35 岁的德青旺姆经营家庭旅馆已经 15 年

了。在她家宽阔的庭院里，3 栋不同时期建起来的

民居讲述着三代家庭旅馆的故事。

十多年前，川藏公路还是无数背包客心中的天

险之路，那时进藏旅游刚刚兴起，来往于 318 国道上

的游客络绎不绝。抵达波密，这里山水澄净，生机

盎然，游客在此歇息几日，既能一扫旅途中的疲惫，

又能体验藏家风情。于是，当地许多农牧民抓住机

会，开办家庭旅馆，吃上了“旅游饭”。

也就是在此时，许多徒步爱好者和背包客开始

出现在嘎朗村。在广东援藏干部的帮助下，德青旺

姆一家把多余的房间改造成家庭旅馆，开办了村里

第一家家庭旅馆。之后，德青旺姆家又盖起一栋新

楼，专门用于接待游客。

随着林芝桃花节品牌效应和波密桃花知名度的

提高，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了嘎朗村。2019年，德青

旺姆家第三代家庭旅馆正式营业，年收入达 36万元。

提起致富的秘诀，德青旺姆说：“我的旅馆充满

民族风和文化味儿，入住的游客都能满意而归。”

德青旺姆说：“游客住在这样的环境里，经过一

番‘走马观花’之后，便能大致了解工布藏族的生活变

迁和民风民俗。我打算把藏香猪和酸奶的制作方法

传授给有兴趣的游客，以传播藏族的饮食文化。”

如今，以民宿为载体的乡村旅游，开辟了林芝

现代服务产业的新天地。目前，林芝市家庭旅馆的

数量已经达到 638 家，6800 人参与家庭旅馆的旅游

服务，人均年增收 8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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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泽当6月27日电（记者 段敏）

日前，记者从山南市委一届五次全体会

议上了解到，该市出台《中共山南市委

员会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加

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推进平安、幸福、美

丽、文化山南建设。

据了解，《意见》分为总体要求、主

要任务、组织实施三个部分，共 28条。

山 南 市 把 党 的 政 治 建 设 摆 在 首

位，不断加大党员干部教育力度，改造

山南烈士陵园、克松民主改革第一村

展览馆、张国华将军前线指挥所旧址

等红色教育基地，旨在让广大党员更

好地接受红色教育。

同时，全面推行“六查六看”工作法，

建立政治档案，对政治上有硬伤的干部

实行“一票否决”。实施年轻干部“苗子

工程”，每年对年轻干部进行 1次集中分

析研判。用3年左右时间，分级分类将优

秀年轻干部轮训 1遍。每年选派 20名优

秀年轻干部到对口支援“三省一公司”挂

职 锻 炼 或 跟 班 学 习 。 实 施 干 部 教 育

“135”工程，强化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深

入实施“雅砻青年英才”计划，打造博士

（后）工作站（点）2个、领军人才工作室20

个，每年储备专业骨干人才100名。

继续实施村干部文化素质提升工

程和藏汉“双语”教育，到 2021 年村“两

委”至少有 1 名大学生，到 2022 年村主

要干部基本会讲国家通用语言。每年

轮训 1 遍党务工作者。开展“七彩志愿

服务”活动，每名党员每月到所在社区

至少报到服务 1次。加快城市社区党建

服务中心建设，力争 3 年实现全覆盖。

加强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建设，保证每个

社区工作人员不少于 12 名。广泛开展

“听党话、跟党走，善团结、会发展，能致

富、保稳定，遇事不糊涂、关键时刻起作

用”教育实践，夯实基层战斗堡垒。

山南市委出台《意见》

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

为使我区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近年来，我区不断推进社会福利院、农村敬

老院、老年护理院的建设，建立起了适度普惠的养老服务体系，极大地改善了农牧区“五

保”老人和城镇“三无”老人的收养供养条件。

图为阿里地区老年护理院内，老人们正在玩藏式骰子游戏。 本报记者 格桑吉美 摄
护理院里笑声朗

浙江省金华市与西藏昌都市均位于北纬 30°

附近，一个在北纬 30°以南，一个在北纬 30°以北，

但两市的距离却有将近 3000公里。

谁也没想到，如此长的距离，陶胜飞和白玛梅

多却建立起了和谐美满的民族团结家庭

2014 年 9 月，因为爱情，他们决定携手相伴。从

此，浙江金华与西藏昌都成了两人共同的家。

结婚 5 年多，再回忆起两人相识相伴的那些时

日，陶胜飞依就感慨万千。

说到与妻子的结缘，陶胜飞说，源自他小时候

的边防梦。

2010 年 12 月，刚读大一的陶胜飞毅然决然地应

征入伍。

“当边防兵保卫祖国边陲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我要去实现它。”作为家中独子，当遭到父母反对

时，陶胜飞说得斩钉截铁。外公在新中国成立前

便从了军，舅舅也是军人，早在很小的时候，当兵

的种子就种在了陶胜飞心中。

没想到，在圆梦的同时，他也遇到了人生中的

另一半——热情开朗的藏族姑娘白玛梅多。

“我当兵的第一站是在山南错那县。后来我通

过公务员考试考到昌都，然后就被分配到了左贡

县。就是在左贡，我遇到了我的妻子白玛梅多。”陶

胜飞说。

“那时候条件比较差。”陶胜飞告诉记者，2013

年 10 月，刚到左贡县邦达村时，“8·12”地震刚过去

两个月，村里正面临灾后重建的艰巨任务。

寒冬腊月，陶胜飞骑着摩托车跟一名驻村干部到

田妥镇买东西，冬天大雪封山，他们早上10点出发，晚

上 6点才到镇上。饥寒交迫时，一位美丽的藏族姑娘

端来了一杯热气腾腾的水。这个姑娘就是白玛梅多。

“当时，我感觉姑娘人真好，后来在工作中我们

有了更多的接触，我发现她身上有很多吸引我的地

方，于是便开始追求她。”陶胜飞说。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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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各类“双创”载体 131 家，其中

国家、自治区级“双创”载体 35 家，同比

增长 77%；

大面积示范推广“藏青 2000”“喜拉

22”等青稞良种，良种覆盖率达到 90%，

亩均增产 25公斤以上；

首次绘制出牦牛全基因组物理图

谱；成功绘制首个青藏高原特有鱼类黑

斑原鮡的全基因组图谱，填补青藏高原

鱼类基因组学研究空白；

突破了全变流器型电源供电系统

稳定运行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青藏地区

50多万平方公里的供电难题；

截至 2019年，区域科技进步贡献率

和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分 别 达 到

44.3%、54.5%……

一项项技术难题得到突破，一件件

技术成果惠及民生，“十三五”以来，我

区科技事业紧扣创新型西藏建设目标，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建

平台、攻专项、促转化、广普及”的科技

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效能，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力

科技支撑。

增投入 科技创新能力显
著提升

走进拉萨市高新区 N 次元众创空

间，西藏飞龙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拉萨

隆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藏他喜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等一批青年“双创”企业

的发展情况令人赞叹，作为“拉萨大学

生创业园”和“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这个众创空间总投资 2.5 亿元，

旨在营造“空间足、服务精、负担轻、门

槛低、特色强”的创业创新环境，并同步

配套出台了企业入驻、扶持细则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以实现成果转化。

拉萨高新区 N 次元众创空间是近

年来我区加大对科技事业投入的一个

缩影。2016 年以来，全区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投入年均增速均保持在 25%以

上；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从 2016 年的 4.81

亿元提高到 2019 年 8 亿元以上。截至

2019 年，区域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分别达到 44.3%、54.5%，

预计 2020年分别达到 45%、55%。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我区科技

成果竞相涌现，共评选出自治区科学技

术奖 80 项；专利申请和授权量显著增

加，2018 年全区专利有效数 2027 件，其

中发明专利 600 件、实用新型专利 835

件、外观设计专利 592 件，专利密度由

2016年的 1.19件/万人提高至 2020年达

到 2件/万人。

截至 2019年底，全区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 66 家，工业总产值达 150.25 亿元，

同比增长 33%；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116

家 ，资 产 总 额 43.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4%；企业研发费用达 2.1 亿元，同比

增长 59%，超额完成了“十三五”科技创

新规划确定的目标。

全区建成各类“双创”载体 131 家

（其 中 国 家 、自 治 区 级“ 双 创 ”载 体 35

家），同比增长 77%，孵化企业 2129 家，

吸纳就业 1.54 万人，其中吸纳高校毕业

生 4880 人；设立“科技创新券”，资助 90

家企业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破难题 科技支撑作用持
续增强

近年来，我区科技资源统筹持续推

进、科技创新创业日趋活跃，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对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积极做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

学考察研究的支撑服务和协调保障工

作，取得了一批突破性科考成果。“极目

一号”浮空艇首次获得青藏高原海拔

7000 米高空的大气组分数据，首次呈现

青藏高原隆升前古近纪生态系统的整

体面貌，首次发现裂腹鱼类和高原鳅的

分布海拔超过 5200米，首次在墨脱发现

燕凤蝶分布，初步建成雅江冰崩灾害监

测预警平台。 （下转第四版）

创新大潮涌 硕果惠民生
—“十三五”以来我区科技事业发展成就综述
本报记者 潘璐

本报拉萨6月 27日讯（记者 王雨霏）日前，记

者从区党委组织部获悉，我区始终把加强思想淬

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作为干部教育

培养的重要载体，不断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努

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服务我区长足发展和长治久

安的能力和水平。

重点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培训，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作为干部教

育培训的首要任务，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

边稳藏的重要论述。根据全区组织部长会议要求，

督促指导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安排中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时比重不低于总

课时的 70%。分类分级抓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教育培训，制订印发对全区干部、党员进行全

员培训的工作方案，举办各类研讨班和培训班，集

中培训 1700 余人。在西藏干部教育网上开设专题

班，指导各地各单位同步搞好学习培训。积极筹划

编写“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西藏案例”，研究开

展地厅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政治理论水平测试，为

强化党的理论教育学习培训效果提供有力支撑。

把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作为今年教育培训工作

的重点任务，贯彻落实聚焦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施意见，制定实施年度培

训工作计划，采取自治区示范培训、市县乡集中培

训等方式，组织 10700 余名新选派驻村干部和新上

任的乡村干部参加轮训。 （下转第四版）

突出思想性 强化时代性 提高有效性

我区推动干部教育培训提质增效

本报日喀则 6月 27日电（记者 张

斌）“只用了 3 个工作日我就拿到了 70

万元的薪资保障贷款，服务态度好、办

事效率高，为农行点赞！”近日，日喀则

市人民医院医师格某因住房装修急需

资金，农行日喀则分行在了解情况后，

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了放款，解决了当

事人的燃眉之急。

近期，根据《农行西藏分行关于加

强金融服务保障全面保护关心爱护全

区医护人员的通知》要求，农行日喀则

分行制定了适用于日喀则医护人员的

个人金融服务实施细则，为医护人员

生活工作保驾护航。

截至目前，农行日喀则分行为全市

2705 位医护人员免费赠送保险金额达

132545元，为 2494名医护人员减免借记

卡及小额账户管理费；为医护人员发放

各 类 贷 款 总 计 3065.66 万 元 ；为 全 市

2050名医护人员减免短消息服务费用。

农行日喀则分行

优化金融服务 关爱医护人员

就近 快捷 优质 安全 低廉

拉萨市 16个社区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