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殷殷期望和重托。守护好神圣国土、建设好

幸福家园，我区广大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的深情嘱托，用实际行动

回报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从今日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

带你走进山南市洛扎县拉郊乡杰罗布村，感受当地群众如格桑花般

扎根边陲，把守边护家作为永远坚守的使命，用生命和鲜血守卫着

“神圣国土”“精神高地”。敬请关注。 ——编者按

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祖国边陲高高飘扬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祖国边陲高高飘扬
—洛扎县拉郊乡杰罗布村群众放牧守边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有军 段敏 王莉 拉巴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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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7月 2日讯（冯骥 秦华）6

月 30 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

治区极高海拔地区生态搬迁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齐扎拉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森布

日极高海拔生态搬迁工作推进情况，研

究森布日安置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等事宜，部署下一步工作。

自 治 区 副 主 席 汪 海 洲 、张 永 泽 、江

白、普布顿珠出席。

齐扎拉指出，极高海拔地区生态搬

迁工作启动以来，全区上下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资源、

合力攻坚，在探索创新中稳步推进，搬迁

群众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就近就便就学

就医等社会保障有效覆盖，搬迁群众就

业增收成效显著，目前仅森布日安置点

成立的劳务输出公司已实现搬迁群众就

业增收近 100 万元。此外，迁出地生态环

境持续修复，生态效益明显提升。

齐扎拉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各级各部门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进一步激发奋

斗精神，聚焦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时间节

点，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密切协作、强化

保障，持续抓好各项重点工作。要抢抓当

前施工黄金期，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

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守标准、精细

施工，继续严格落实周报告制度，加快推

进项目进度；

（下转第三版）

本报拉萨 7月 2日讯（记者 谢筱纯）

按照自治区政府工作安排，1 日，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庄严主持召

开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面解决离网地

区群众用电可靠性问题，安排部署下一

步工作。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

至上理念，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

署要求，把全力保障离网地区群众稳定

用电作为巩固我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

电力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与全国一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抓手，提高政

治站位、把握工作原则、压紧压实责任，

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补

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生短板。

自治区副主席任维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我区电力

事业快速发展，主电网覆盖面积大幅提

高，供电可靠性稳步提升。但受高原气

候和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制约，仍有少

量 离 网 地 区 群 众 用 电 可 靠 性 得 不 到 保

障。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吴

英杰书记和齐扎拉主席明确要求要认真

排查偏远自然村稳定用电情况，采取灵

活多样的方式，全面解决离网地区光伏

系统供电可靠性低问题，切实补齐民生

短板，确保实现全面小康道路上一个都

不少，一个都不掉队。

（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7月 2日电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将以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名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

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

责人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纪念章颁发给下述对象中符合条件的人员：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

军老战士老同志。

——出国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健在的医

务、铁道、运输、翻译人员，参加停战谈判等工作的

人员，民兵、民工，新闻记者、作家、摄影等人员。

——1953 年 7 月停战后至 1958 年 10 月志愿军

全部撤离朝鲜期间，在朝鲜帮助恢复生产建设的、

健在的人员。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去世的，在此次发放范围

之内。

此次人员统计采取组织统计和个人申报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以组织统计为主，个人申报作为补

充。组织统计不能覆盖且符合颁发条件的人员，

可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前，填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个人申报表，由本

人或授权代理人向其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提交申报材料，申报表下载地址及各地

区受理部门情况详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表 彰 奖 励 专 栏（www.mohrss.gov.cn）。 审 核 确 认

后，于 2020年 10月开始陆续发放。

肥美的草甸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清冽

的 泉 水 折 射 出 迷 人 的 色 彩；牦 牛 遍 布 山

坡，悠闲觅食嬉戏……在这里，生灵与自

然相得益彰、和谐统一；在这里，小康之路

正徐徐展开。

这就是位于班戈县尼玛乡吾前村巴

拉家的牧场。牧场主人叫巴拉，是一个年

近七旬的老人，黝黑发亮的脸上常常挂着

腼腆的笑容。可 5 年前，巴拉还在为家里

牧业发展犯难。

“过去家里牛羊多，但草场面积小，每

到冬春季节，五六千元的饲草料不够吃，

牛羊掉膘、病死情况多。”这不仅是巴拉一

家面临的难题，更是尼玛乡乃至班戈县发

展牧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多年来，尼玛乡

固守着“传统单一、靠天养畜”的放牧模

式，牲畜多的草场少、牲畜少的草场更少，

牛羊损失却无计可施：既不能产生经济效

益，还破坏了生态环境，恶性循环之下，日

子越过越艰难。

冬 春 季 饲 草 料 短 缺 、牲 畜 病 死 亡 率

高，奶产量低、收入少……如何走出困境，

让巴拉家犯了难。

“嘎尔多啦！跟你商量个事儿，咱们

两家的草场能不能进行合并……”2015 年

春，眼看面临着又一波损失，情急之下，巴

拉敲开了邻居家的门。

嘎尔多家没有牦牛，只有几只绵羊，草

场面积 667.48亩；而巴拉家牦牛 50多头、绵

羊 100 多只，草场面积 1887 亩。相比之下，

巴拉家的草场载畜量就多出了好几倍，草

畜不平衡导致草质一年比一年差。

嘎尔多回家算了笔账：草场租金按 1

亩地每年 2 元计算，667.48 亩近 1500 元；在

牧 场 打 工 一 天 有 100 到 150 元 收 入 ；

（下转第三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将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本报拉萨 7月 2 日讯（蒋翠莲 常川 陈跃

军）在隆重纪念建党 99 周年之际，7 月 1 日上

午，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吴英杰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精

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

丁业现和区党委常委边巴扎西、刘江、王卫东、

陈永奇出席会议。

吴英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习近

平总书记先后就党的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

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形成了总书记

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

党的建设、巩固党在西藏的执政地位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吴英杰在充分肯定我区党的建设工作取得

巨大成绩时强调指出，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根本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是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治边稳藏重要论述的

科学指引，也是全区上下共同努力的成果。

吴英杰分析了当前我区党的建设工作中

存在的薄弱环节，强调，党的建设工作进入新

时代，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总书记关

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党内法规条

例，把思想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党

建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总结成功经验、查找

薄弱环节，立足实际、充满自信，勠力同心、锐

意进取，不断开创我区党的建设工作新局面。

一要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教育

党员。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重要的

政治任务，分层次抓好抓实，着力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联系实际学、带着感情学、不断跟进学，切实做

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确保学出忠诚、学

出信仰、学出担当、学出本领、学出责任、学出

干劲、学出廉洁。同时要利用好“四讲四爱”等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平台，影响带动广大群众抓

好学习，用生动鲜活的事实，教育引导群众进

一步坚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决心。

二要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各级党组织要始终把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明确

的政治准则和根本的政治要求，坚定不移拥戴

信赖忠诚捍卫核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

定不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特

别是反分裂斗争纪律，严格执行党员不得信仰

宗教、更不得传播和发展宗教的规定，认真检查

广大党员干部是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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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扎拉主持自治区极高海拔地区生态搬迁工作领导小组会

要求进一步激发奋斗精神

持续抓好各项搬迁重点工作

庄严在自治区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

全力保障离网地区群众稳定用电

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生短板

我区农电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

首批 11 个县级电网企业实现“直管”
本报拉萨 7月 2 日讯（记 者 袁海霞

郑璐）6 月 30 日，随着墨竹工卡县供电有

限公司国有产权整体无偿划转协议顺利

签订，我区首批 11 个（堆龙德庆区、达孜

区 、墨 竹 工 卡 县 、林 周 县 、拉 孜 县 、隆 子

县、巴宜区、聂荣县、察雅县、噶尔县、日

土县）县级电网企业全部实现由国网西

藏电力有限公司直接管理，圆满完成了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

农电“代管”全面实现“直管”工作的指导

意见》既定的上半年农电体制改革工作

任务，为开展其余 55 个县级农电体制改

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直

接推动下，自治区农电体制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实施、无偿划

转、政策支持、试点先行、稳妥推进”的改

革思路，扎实推进农电体制改革工作，取

得了首批 11个县级电网企业全面实现“直

管”的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取消县级电网企业“代管体

制 ”，既 是 党 中 央 对 我 区 农 电 体 制 改 革

工作的最新要求，也是“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见实效的具体落实。深

化 农 电 体 制 改 革 、理 顺 农 电 管 理 体 制 、

延伸主电网供电范围、提高供电服务质

量 ，对 于 改 善 民 生 、不 断 提 高 人 民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 感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下半年，自治区农电体制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将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今年年

底全面完成其余 55 个县级电网企业全面

实现“直管”的工作任务，为切实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

基础。

北京西南近 4000 公里，雪域高

原上阳光之城拉萨；拉萨正南约 400

多公里，祖国边陲小康新村杰罗布。

今年 4 月 14 日，自治区党委书

记吴英杰带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的亲切关怀，怀着对山南市洛

扎县拉郊乡杰罗布村干部群众深

深的情意和牵挂，沿着崎岖山路，

穿越积雪、连翻大山，来到村民身

边嘘寒问暖，并将一面鲜艳的五星

红旗交到群众代表米久扎西父子

手中。

吴英杰动情地说，我们每个人

都是伟大祖国的坐标，都有守卫国

土的义务和责任，大家要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守护好家园和祖国边境

线，用实际行动回报总书记和党中

央的关心关怀。

世世代代
这里都是我们的家园

杰罗布村所在的拉郊乡白玉

地区，自古就是我国的神圣国土。

“白玉”，藏语意为“莲花生大师的

手背”。藏族群众深信，白玉地区

是莲花生大师藏宝的地方。至今，

在切公拉山顶和巴桑温泉附近还

能找到莲花生大师的法座。

今年 81岁的索朗群培，身形瘦

削，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深深浅

浅的皱纹。尽管 25 年放牧守边的

岁月让老人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

关节炎，手指脚趾关节多处严重变

形发肿发红，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

仍透露出牧人特有的坚毅。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前，老人是拉龙

寺的差巴（支差者），在杰罗布附近

的马家塘牧场放牧。

“从我记事开始，60 多岁的仁

增多吉和格桑罗布就经常对我们

说，杰罗布一直是我们的地方，我

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放牧。”索朗

群培说。

成群的牦牛散落在远处的高

原牧场上，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干净

的路面，一面面五星红旗在漂亮的

民居屋顶上飘扬……拉郊乡党委

书记古桑旦增带着我们走进了海

拔 4300多米的杰罗布村。

1995 年，担任乡长的古桑旦增

动员自己的哥哥次旺旦增、弟弟平

措罗布和两个舅舅索朗群培、米久

扎西赶着 62 头牲畜、带了不到 10

斤的大米、数量不多的糌粑和半麻

袋土豆，搬迁到马家塘牧场放牧，

开始了放牧守边生活。

“ 那 时 候 这 里 大 半 年 都 是 大

雪封山，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人

是死是活没人知道。”米久扎西回

忆，当时这里基本没有人烟，仅有

的 两 间 破 败 不 堪 的 小 牧 屋 ，还 要

防 备 不 时 出 没 的 棕 熊 、豹 子 等 野

生动物。 （下转第三版）

图为杰罗布村联防队成员和

驻杰罗布村驻村工作队在边境一

线巡逻。 本报通讯员 久美次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