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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卡若区始终把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最大政治任务和第一

民生工程，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工作

目标，创新思路、主动作为，上下齐心、合力

攻坚，在2017年10月29日实现脱贫摘帽。

卡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贺荣辉告诉

记者，脱贫摘帽之后，卡若区按照“摘帽不摘

政策、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

摘监管”的要求，迅速投入到脱贫攻坚巩固

提升各项工作当中，并取得了较好成效。

在易地搬迁方面，卡若区建成了 33 个

易地搬迁安置区，1792 户 7710 人搬迁群众

已全部实现搬迁入住。贺荣辉介绍，卡若

区将易地搬迁工作的重点已转向后续扶持

管理，从搞好公共服务、完善产业配套、注

重社区治理方面着手，率先在昌都市探索

形成了区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抓总、领导小

组具体负责，临时管委会、临时党支部和业

主管委会并行管理，乡（镇）联络员和“双联

户长”协助配合的“1+1+5”管理服务机制，

进一步引导群众融入城市生活。

卡若区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重要举措。贺荣辉说，卡若区发展

了牦牛育肥、饲草种植等群众想干、能干、会

干，与市场契合度较高的种养产业。2016年

以来，累计实施规划内产业项目 80个，惠及

贫困群众15022人。

贺荣辉表示，卡若区始终将困难群众

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作为必须

完成的底线任务。一是为切实解决高海拔

乡村冬季安全饮水问题，筹资 1.42亿元，开

工建设 288个项目点，切实解决了农村安全

饮水“最后一公里”的隐患。二是建设了入

户道路 1100 余公里，总里程覆盖 15 个乡

（镇）62个行政村 147个自然村；全区道路项

目建成后总里程将达到 2388 公里（目前为

2033公里）。三是全面完成了 765户农村危

房改造任务。四是设立了卡若区农牧区建

档立卡户和重大疾病患者住院担保金，并

出台了使用管理办法，进一步方便了困难

群众入院就医。五是近几年坚持本级财政

每年投入 25%的资金用于教育事业，健全完

善“控缀保学”长效监测机制，推动教育事

业发展。

下一步，卡若区主要做好持续加强防

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强化易地搬迁后

续工作、持续强化转移就业工作、持续强化

乡村振兴衔接工作、持续强化困难群众增

产增收五项工作。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区旅游市场逐渐升温，布达拉宫、八廓街、大昭寺等旅游景点，游客明显增多，旅游业逐

步恢复了活力。图为游客熙攘的白塔观景台。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巩固脱贫成果 建设繁荣新卡若
——访卡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贺荣辉

本报记者 刘金鹏 胡荣国 扎巴旺青 陈志强 朱杉 周婷婷

本报拉萨 7月 15日讯（记者 姚闻）日前，“格桑花开 大爱聚力”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在左贡县田妥镇小学举行。在活动现场，大 G·福

建俱乐部为田妥镇小学送上了价值 40余万元的 8套希沃智慧黑板、3

套乐私塾远程对接设备及 6套麦克风等远程教育设备。

据悉，厦门市第七批援藏工作队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工作优势，

推动左贡县于今年 5 月成立左贡县志愿服务联合会，并策划开展和

打造以青少年和儿童身心健康为关注重点的“格桑花开”品牌志愿

服务项目。自项目启动以来，已经实施 5个项目，共有 4000人次青少

年儿童直接受益。此外，“格桑花开 无疣无虑”主题志愿服务也已经

开展了三次治疗活动，活动旨在向全县中小学生普及疾控知识，引

导学生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左贡县

“格桑花开”志愿服务暖人心

本报拉萨7月15日讯（田利勇 黄政）今年以来，驻藏某部深入贯彻

中央军委基层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突出重点强组

织、紧贴任务提质效，基层建设呈现出全面加强、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

驻藏某部多举措发力，切实提高基层建设质效。坚持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全面

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硬基层，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采取联

系定点、定责帮带的方式，开展支部正副书记党务工作能力培训，不

断提高支部议事决策能力；结合“安全大检查”活动，规范业务处室和

勤务保障分队秩序，充分秉承“初始即严、一严到底”管理观念，对照

条令条例进行日常秩序规范，基层秩序始终保持严格正规。

驻藏某部

推进基层建设全面过硬

本报拉萨 7月 15日讯（余代勇 记

者 王香香 ）近日，自治区征兵办组织

2020 年自治区征兵形象代言人进区内

高校巡回宣讲。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自治区征兵

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昂旺索南出席。

宣讲活动深入贯彻全国大学生征

兵工作会议精神，以“青春在雪域、强

军必有我”为主题，充分发挥先进典型

导向引领作用，进一步激发青年学生

参军入伍热情，营造青年学子向往军

营、携笔从戎的浓厚氛围，推进全区大

学生征兵工作提质增效。按照“宣扬

先进事迹、突出军营特色、迎合学生期

待”的原则，宣讲设置重大先进典型、

高素质人才、军事训练才子、文艺特长

骨干、守护家园卫士、信息网络尖兵 6

个方面内容，6 名形象代言人分别从不

同角度宣讲军营成长成才经历和军旅

感悟。

2020年自治区征兵形象代言人

进区内高校巡回宣讲
昂旺索南出席

进藏游升温

本报拉萨7月15日讯（记者 王雪）7月以

来，我区持续开展“扫黄打非”联合专项行动，各

联合检查组深入基层，认真摸排问题隐患，加

大“扫黄打非”专项整治力度，全区非法违禁出

版物及其有害信息传播得到有效遏制，文化市

场秩序得到有效净化，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据悉，各联合检查组以全面净化文化市

场、净化网络空间、净化出版领域、净化娱乐

场所、净化舆论环境为重点，对书报刊销售、

印刷复印、歌舞娱乐、网吧、邮政快递等文化

市场领域所有企业、场所、网点，开展地毯式

检查，力求彻底清除各类违禁物品制作源头，

切实维护全区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安全。

据统计，截至目前，联合检查组共检查

书报刊销售店、印刷企业、打字复印店、歌舞

娱乐场所、网吧（网咖）、邮政快递运输企业、

中小学校等点位 1080 家，出动执法人员 924

人次，现场整改 44 家，限期整改 28 家，停业

整改 4 家，收缴非法出版物 95 册，删除违禁

歌曲 18 首，移交辖区派出所调查 1 家。

摸排问题隐患 加大整治力度

我区深入开展“扫黄打非”联合专项行动

真 菌 世 界 探 秘
——听科研人员讲青藏高原真菌资源研究
本报记者 潘璐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

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是真菌的一种——蜜环

菌属球茎！

如果说蜜环菌属球茎不太常见，那么说起真菌界

的其他成员，你肯定不会陌生。饭桌上的蘑菇、木耳，可

供人们食用；感冒时注射的青霉素，可以治愈疾病……

真菌正在医学、酿造业、农业等诸多领域造福人类。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气候，青藏高原孕育着丰

富多样的真菌资源，如何对其开展研究与利用？由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

主导、联合自治区农科院和西藏农牧学院四家单位

近 200 余名科研人员共同完成的科研项目“青藏高原

真菌资源研究与评价利用”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

答卷。

该项目从青藏高原真菌资源的考察开始，收集资

源，对物种进行分类、鉴定，前后耗费数十年，科考数

百次，采集标本 6万余份，其中重要模式标本 400余份，

记录 1005 属 5228 种，发表新分类单元 100 个，报道中

国新记录属 1 个，中国新记录种 102 个，分离具有应用

开发潜力的真菌菌种 1 万余株。在冬虫夏草、酿酒酵

母等方向有了重大科学理论发现，同时对酿酒菌株、

食用菌药物分子发现专利等部分成果进行了转化，由

于成就突出，该项目荣获“2018 年度西藏自治区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到2070年，全球范围内的冬虫夏草
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可能会消失37%

很多人简称冬虫夏草为“虫草”。其实不然，世界

上虫草属的“虫草”有几百种，其中只有一种是冬虫夏

草。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国家真菌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西藏自治区高原真菌重点实验室主任姚一建

和其团队成员，通过对所收集的虫草资源进行种群遗

传进化研究，以及对冬虫夏草的地理分布格局进行研

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冬虫夏草是青藏高原及周

边地区所特有的。“中国占其总资源的 94.6%，主要分

布在青海、西藏、四川、甘肃、云南、宁夏、贵州、陕西等

地；而尼泊尔、印度、不丹、缅甸的分布总量加起来为

5.4%。”姚一建表示。

该研究还预测，冬虫夏草的生存环境会随气候变

化发生迁移，海拔上升、面积缩小。

姚一建说：“到 2070 年，全球范围内的冬虫夏草赖

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可能会消失 37%左右。目前冬虫夏

草是国家二级保护物种，大范围的民间采集严重威胁

了其种群数量，希望未来能进一步采取保护措施。”

此外，为进一步保护冬虫夏草资源，该团队还建

立了冬虫夏草菌丝体发酵的相关技术，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并转让给了相关企业。

青藏高原是酿酒酵母的起源地

我们平时吃的面包、馒头，喝啤酒，都离不开一种

东西——酵母。从现在的科学发现来看，全世界大约

有七个不同“种类”的酿酒酵母。但要说起这七种酵

母共同的“祖先”，还得从啤酒说起。

欧洲人发明了两种啤酒酿造方法，一种是中世纪

逐渐兴起的艾尔啤酒，一种是 15 世纪从巴伐利亚兴起

的拉格啤酒。酿造拉格啤酒的酵母——真贝酵母的

起源地在南美洲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高原。然而这

一 论 点 因 为 时 间 和 地 理 位 置 上 的 冲 突 始 终 备 受 质

疑。多年来，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科学家们始终在努力

寻找酿酒酵母的源头。

该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白逢彦和其团队成员，在青

藏高原上采集土壤、青稞酒、酸奶、栎树、马奶等，并对

其进行酵母菌分离和研究。他们发现，阿根廷巴塔哥

尼亚的真贝氏酵母群体，其实属于中国的西藏谱系。

研究团队最终证明：西藏的真贝氏酵母菌株才是

拉格啤酒酵母真正的野生亲本。这打破了欧美学者

提出的真贝酵母起源于南美洲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

原的假说，建立酿酒酵母西藏起源学说。研究团队还

把从西藏分离的酿酒酵母菌株转让给德国喜力公司。

“为了研究，整个人都是一股蘑菇味儿”

科学重大发现从来不会凭空出现，需要科研人员

夜以继日、成年累月地潜心研究。

项目的参与人之一，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普布多吉向记者讲述了这几年来参加真菌科

考活动的酸甜苦辣。

真菌资源采集远非把标本带回来这样简单。科

研人员白天要克服高原反应在野外进行搜索采集，晚

上回到住处还要进行标本整理记录、分离菌种、挑取

DNA 组织材料等工作。每一份珍贵的标本都凝聚着

他们辛勤汗水。

“白天抓紧时间采蘑菇，晚上回到住处就是切蘑

菇、烘干蘑菇，等不及烘干完成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

起来，整个房间、整个人都是一股蘑菇味。”普布多吉

风趣地说。

野外科考，不仅劳累，危险更是常伴身边。普布

多吉回忆，有一次在林芝墨脱科考，丛林里蛇虫环伺，

同行人员即便是全副武装最终也没能逃过被蚂蟥叮

咬。

类似这样的场景对于像普布多吉一样常年在野

外科考的人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过去数年里，他们踏遍了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四

川、云南，克服高原反应和各种挑战，为青藏高原的真菌

研究和发展事业、为我国的真菌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本报拉萨 7月 15日讯（记者 李梅

英）15 日下午，自治区政府召开专题会

议，传达自治区领导重要批示精神，听

取推广健康茶试点工作相关方案情况

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自治区副主席孟晓林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强调，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完善工作

方案，把工作抓紧抓实抓细；二是要强

化组织保障，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加

强统筹协调，细化分解任务，齐心协力

做好试点工作；三是要加大科普宣传，

广泛运用广播、电视等媒体，依托驻村

驻寺工作队等平台，开展科普宣传教

育。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认 真 安 排 部 署 落

实。要加强沟通交流，把试点工作做

好 做 实 ，逐 步 转 变 群 众 饮 食 、消 费 观

念 ，改 变 市 场 销 售 现 状 、企 业 生 产 理

念 等 ，为 下 一 步 工 作 创 造 条 件 ，同 时

在 全 社 会 营 造 推 广 健 康 茶 的 良 好 氛

围。

自治区政府专题研究我区
推广健康茶试点工作方案
孟晓林主持

2010 年，王卿龙在深冬的黎明出发，伴着铁皮

车厢的摇晃，遥望着美丽雄伟的雪山和一望无垠的

荒地，走进昌果乡。2020 年，他来到新的岗位，继续

前行，继续践行着青春誓言。

近日，记者见到了日喀则萨嘎边境管理大队副

大队长王卿龙，他黝黑的脸上带着高原红。当天，

他带我们来到了自己报国梦开始的地方——萨嘎

县昌果边境派出所，这里平均海拔 5370 米，含氧量

不足内地的 40%。

王卿龙说，在这里曾经有一个“羊圈工作站”，

大约 10 多平方米，摆放着几个藏式床、一个炉子、一

个军事望远镜。

2012年 3月，王卿龙被派驻到距离昌果边境派出

所 15公里的谷孜拉边境工作站坚守，那里海拔高、风

沙强、温差大，在巡逻中发现了牧民弃用的羊圈。

“我们租了下来，铲掉了厚度高达 40 公分的羊

粪，用床单包住了墙面，还放置了简单的家具。一

搬进来我们就生起了炉灶，当时只觉得好温暖。”王

卿龙告诉记者。

那时候，工作站周边没有任何信号，清晨羊群

的咩咩叫声就像广播，湖水旁的黄鸭就是好伙伴，

白天巡逻与羊群为伍，晚上站岗与星星作伴。王卿

龙说：“有多少人能像我这样，在这样纯净祥和的天

籁山口书写着青春！我很高兴，因为那时自己做着

想做的事，是苦是甜，都无怨无悔。”

“最近怎么样啊？”昌果边境派出所隔壁是敬老

院，王卿龙和几个老战友给老人们送来了米面，老

人们高兴地拉住他们的胳膊，你一言、我一句地聊

起了家常。

王卿龙说，这些年，他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

“我还记得村里有一个‘酒鬼’叫尼玛，他不但嗜酒，

还喜欢惹事。那时我们真是煞费苦心，一边对他耐心教育，一边让他考驾照。现

在，他不仅戒掉了酒，还买了一台车在工地赚钱。”

10 年间，王卿龙经常向大家讲解治安和边境管理条例、扶贫政策等，鼓励群众

依靠双手勤劳致富。

离开昌果乡的时候，王卿龙哭得很伤心。

2009 年，王卿龙即将从甘肃政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思政老师在课堂上讲起武

警边防的故事，让他更加向往远方，期待穿上军装。2019 年，他服从改革，转隶到

国家移民管理局，脱下了深爱的军装，成为第一代移民管理警察。

王卿龙告诉记者，刚开始他有点不适应，但是面对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新

使命、新任务，应该用更加积极的心态迎接每一天。“未来可期，做喜欢的自己就

好。就像那首歌唱的：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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