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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晚 8 时 30 分许，伴着绵绵细雨，一架由北

京飞往拉萨的航班稳稳降落在距离拉萨市区 45 公里

外的贡嘎机场。北京市第九批第二期医疗队 32 名队

员正式抵达雪域高原。

今年拉萨的雨水相比往年多，昼夜温差大，晚上

依然有些寒意。上一批医疗队的不少队员还是早早

就来到了机场外，翘首盼望着“娘家人”的到来。

由于航班延误，队员们走出机场已是晚上 9 点多。

不少队员都裹着厚厚的冲锋衣，初到高原的兴奋和激动

暂时压过了身体的不适和旅途的疲惫。已在高原工作

一年的老队员纷纷献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虽然不少

人都是初次见面，但大家有说有笑，没有丝毫生分。

“上一批来的时候飞机没晚点，天还大亮，今年只

能给你们留一张‘黑乎乎’的合影啦。”北京援藏医生、

拉萨市人民医院院长任轶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招呼大

家合影。“虽然看不太清，但总是值得纪念的一刻。”

队员们陆续抵达暂住的酒店时已接近午夜，折腾

了大半天也没吃什么东西，酒店的自助餐成为他们入

藏后的第一餐。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干部人事处副处长智利平负责

北京援藏医疗工作，从 1999年起他已前后 30多次来到

西藏，每一次他都陪着新一批援藏医疗队员来到拉萨。

“大家晚上尽量少吃一点，吃太饱会加重高原反

应。”智利平已经是个“老西藏”了，反复叮嘱队员们，

“吃完饭大家赶紧回房间休息，睡前一定要吸氧，明早

谁也不准出去溜达，休息好也是任务。”

不少老队员早就在酒店等急了，见到新来的同事

便张罗大家吃饭。

“新院区检验科室建得怎么样了？是按照我提出

来的想法在做吗？”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援藏医生王国

洪是新一批援藏队员之一，刚坐下还没吃两口，便拉

着去年入藏的同事袁灿聊起业务。

“老同志，还是要先保重身体啊。”袁灿笑嘻嘻地

调侃着 50 多岁的王国洪。“来之前就追着问，咋这么心

急呢？你先缓缓，适应两天我再带你去看。”

初到高原的兴奋和激动此时已慢慢消退，不少队

员的脸上开始露出疲惫，走路时也开始有点“飘”。

突如其来的眩晕和心慌等高原反应迹象让来自

首都儿研所的援藏医生郝建云差点摔倒，早一年来到

这里的老同事韩同英赶紧将郝建云扶到房间吸氧、休

息，并将急需的药品准备妥当。

“很多援藏医生都是第一次来到西藏，有高原反

应很正常。”韩同英说，“我们把应急的设备、药品早就

准备好了，上一批队员也是这样照顾我们的。”

把新队员安顿好已是凌晨 1 点，这时老队员们才

纷纷离去。

在离去的人群中，记者见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的

援藏医生贾萌，他说这样的场景让他想起一年前自己

刚来时，也让他想起上一批医疗队离开时的样子。

“那是一个周五，因为是早班飞机，天不亮他们就

乘大巴奔向机场，当时我去送行，大家很少说话，路上

也没有车，他们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贾萌说，每年这

里都会经历这样的“辞旧迎新”。“或许过几天我们也

会这样悄悄地离开。”

让贾萌没想到的是，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

并不想让他们悄悄地离开。

8 月 1 日一大早，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同事们就把即

将离开高原的北京援藏医护人员拉到了拉萨市达孜区，

在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间为他们举行“过林卡”送别。

送别现场，援藏的北京医生们被藏族同事们簇拥

着，合影、拥抱、献哈达……有些援藏医生的脖子上挂了

十几条哈达，有的援藏医生被藏族同事们高高抱起。

“老师，我能单独和您合张影吗？”消化内科的邓增曲

珍拉住北京友谊医院来援藏的魏红涛，想跟他合张影。

魏红涛的眼眶红了，这样的场景中，一句再普通

不过的话也能让离别的伤感瞬间溢出。

“就是这样一批又一批抛家舍业的医生们撑起了

北京医疗援藏事业，也为这片雪域高原带来了健康的

希望。”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彦梅从 2015 年开

始先后带队为拉萨送来 6 批队员，每次来到西藏，大家

都或多或少会有些高原反应。“都知道援藏不容易，但

每一次大家都是抢着要来。”

5 年来，拉萨市人民医院在北京援藏医疗队的帮

助下，成功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成为西藏首家地

市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门急诊量目前已突破 30 万人

次。 （新华社拉萨8月4日电）

一 片 冰 心 在 雪 域
—北京援藏医疗队轮换侧记
新华社记者侠克 李放 彭子洋

本报拉萨 8 月 7 日讯（记者 张尚

华）7 日下午，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

副主席罗布顿珠主持召开全区秋冬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的系列决策部署，按照区

党委、政府既定工作要求，对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自治区副主席罗梅传达自治区党

委、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

罗布顿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转入常态化以来，我区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坚决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严格落实防

控预案、政策措施和标准规范，疫情防

控有力有序，既有力保障了各族群众

身体健康，又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罗布顿珠强调，全面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实现防控目标，任务依然艰巨

繁重。各级各部门要切实认清疫情的

严 重 性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强 化 底 线 思

维 ，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以赴打好

秋冬季疫情防控这场硬仗。要切实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做到不麻痹、不厌战、不松懈；要

紧紧抓住“四早”，确保一有问题，快速

反应，有力检测，及时溯源，有效控制，

牢牢把握疫情防控的主动权。要加强

组织领导，完善疫情防控指挥体系，加

强应急演练，做到关键时指挥灵敏、处

置及时、应对有效；各级各部门要成立

工作专班，指定具体负责人和联络人，

确保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无遗漏；要

做好物资储备，做到有备无患；要加强

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坚决拒疫情

于区门之外。

罗布顿珠在全区秋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底线思维
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罗梅出席

本报拉萨8月7日讯（记者 潘璐 实

习生 旦增德炯）7日，自治区国企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专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研

究审议《关于区属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自治区副主席汪海洲主持。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为我

区坚定不移做强做大做优国有资本、夯

实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和行动指南。各级各部门和各国有企

业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推进国资

国企改革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有利于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

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

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国

有企业管理效能和水平。

会议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

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深

化国资国企改革各项决策部署，坚持

依法依规，注重顶层设计和完整谋划，

确保混合所有制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取得实效，真正使混合所有制经济成

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主

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自治区国企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专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汪海洲主持

本报拉萨 8月 7日讯（记者 王超）6

日上午，自治区副主席江白率调研组赴

山南市森布日搬迁安置点，实地调研造

林绿化、二期项目建设和扶贫产业发展

等情况。

调研组一行察看了安置点造林绿

化、二期项目建设、矮化苹果、温室蔬菜

大棚等扶贫产业发展等情况，指出，做

好森布日搬迁点各项工作，加快推进二

期项目建设进度，抓好安置点造林绿化

和扶贫产业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和改善民生福

祉的重大举措，相关地市和部门一定要

高度重视、积极作为、全力推进。

调研组强调，要抢抓时机加强安置

点植树造林配套设施建设和后期管护

工作，做好周边山体、居住区、学校等绿

化区域秋季树木补植补栽、网围栏和固

沙网设置工作；要强化统筹协调，在保

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建设

进度，确保如期完成二期项目住房及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要做好扶贫产业管理

工作，加大科技投入，做好产业经营管

理，确保产业上规模、见效益，要加强搬

迁群众思想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建立

健全利益联系机制，为搬迁群众提供更

多就业机会和产业分红。

自治区领导调研森布日搬迁安置点
造林绿化和二期项目建设相关工作
江白率队

本报狮泉河 8月 7日电（吴学明）

近日，自治区副主席、扎日南木错自治

区级湖长孟晓林率队赴阿里地区措勤

县调研湖长制工作。

调研组一行听取了措勤县湖长制

工作汇报，对扎日南木错周边进行实

地查看，对湖泊水质、水域岸线、水生

态环境进行巡查，通过与有关负责人

沟通，了解当地群众饮水、用水状况及

旅游发展现状、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周

边居民收入等情况。

调研组要求，一是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新发展理

念，以保护水资源、防止水污染、改善水

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做好扎

日南木错管理保护工作。二是要扎实

推进湖长制工作，切实发挥各级湖长职

能作用，聚焦“四乱”问题，守护好最后

一方净土。三是要加强部门联动，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紧密协作、联防联治，

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四是要持续

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引导各

族群众参与到河湖管理保护中，推动全

社会共同打造幸福河湖。

孟晓林在措勤县调研湖长制工作时强调

践行新发展理念 共同打造幸福河湖

本报那曲8月 7日电（记者 彭琦）8

月 1 日至 5 日，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索达率调研组先后深入那曲

市两级人民法院和雁石坪镇、雅安镇、

荣布镇中心人民法庭开展调研指导，

就加快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

务体系建设等工作，与当地县委、县政

府和法院干警交流座谈。

调研组对那曲市两级法院审判执

行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强调，要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穿到人民法院工

作全过程。要紧紧围绕一站式多元解

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人

民法院特别是中心乡镇人民法庭在市

域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优势

作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大格局，创新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紧紧围绕

“案件清结”“黑财清底”，依法从严从快

审理涉黑恶案件，大力开展涉黑恶财产

执行攻坚行动，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经济

基础，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安全感。要紧

紧围绕既“管肚子”更“管脑子”，进一步

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创新法治宣传形

式，坚持以案释法，积极组织案发当地

干部群众参加庭审旁听，确保“小案件”

发挥“大效应”。要紧紧围绕过硬法院

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努力

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

放心的人民法院队伍。

区工商联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等文件精神
阿沛·晋源出席

本报拉萨 8 月 7 日讯（记 者 郑

璐 袁海霞）7 日 上 午 ，自 治 区 工 商

联 召 开 党 组 2020 年 第 11 次 理 论 中

心 组 学 习 会 议 暨《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第 三 卷 第 1 次 专 题 研 讨 会 。 传

达 学 习《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第 三

卷 篇 首 文 章《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夺 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精 神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职 人 员 政 务 处 分 法》精 神 、徐 乐

江 在 全 国 工 商 联 十 二 届 五 次 常 委

会 上 的 讲 话 精 神 和 洛 桑 江 村 在 支

持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精神。

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总

商 会 会 长 阿 沛·晋 源 出 席 会 议 并 讲

话。

会议指出，区工商联全体干部职

工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要意义，深

入学习领会好全国工商联十二届五

次常委会精神和自治区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座谈会精神，以学习《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精神

为契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做一个

思想坚定、道德高尚、作风正派、工作

扎 实 、纪 律 严 明 的 民 营 经 济 服 务 人

员。

索达调研那曲两级法院时强调

加快推进“一站式”建设 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为实现那曲新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8 月 7 日上午，庆祝昌都解放 70 周年

系列活动之一——首届全区弦子舞展演

暨弦子艺术研讨交流会在芒康县嘎托镇

吉荣布盛大开幕，现场人声鼎沸，十分热

闹。《盛世弦舞》千人齐跳弦子舞把活动推

向了高潮，并以最多名挑战者共同完成了

芒康弦子舞教学表演，经世界记录认证

（WRCA）官方人员现场审核，该活动达到

挑战要求，被确定为“最大的弦子舞教学

课堂”世界记录。

图为表演现场。

本报记者 桑邓旺姆 陈志强 摄

世界纪录：

千人齐舞

跳弦子

（上接第一版）

文化传承显活力

傍晚时分，曲孜卡乡的“弦子广场”

上，在三弦琴的伴奏下，男女老少跳起了

欢快的三弦舞，享受着舞蹈带来的乐趣。

三弦舞，是弦子舞的一种，起源于

曲孜卡乡达许村境内，2008 年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曲孜卡特色小城镇建设的不

断推进，政府投资建设了专门用于三弦

舞演出的弦子广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娱乐放松的好去处。”刚跳完一曲的卓

玛次仁介绍说。

近年来，前来观看三弦舞演出的游

客数量逐渐增多。2003 年，曲孜卡乡达

许村自发成立了曲孜卡三弦舞农牧民

表演队，2013 年，又在表演队的基础上

成立了曲孜卡民间三弦舞艺术团。目

前，艺术团共有 20 名成员，领队是三弦

舞非遗传承人卓玛次仁。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卓玛

次仁带着艺术团，频频出现在各大舞台

上，极大地扩大了三弦舞的受众范围。“为

庆祝昌都解放 70周年，下个月，我们还要

到昌都市表演呢！”卓玛次仁笑着说。

形式独特、高原特色浓郁的三弦舞

如今已成为曲孜卡特色小城镇的文化

特色之一，向世人尽情释放着康巴艺术

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升城镇体量

和品位，传承和保护好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曲孜卡特色小城镇除了建设有演艺中

心和文化广场，同时所有建筑风格均以曲

孜卡当地风貌为主，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

基础上进行创新，彰显藏式传统风格。

居民共建美好生活

2016 年曲孜卡特色小城镇工作开

启以来，易地搬迁群众搬进了新小区，生

活环境改善了，就业就学方便了，看病就

可在家门口实现了……借着曲孜卡特色

小城镇建设契机，群众借“机”生蛋，抓住

商机，纷纷念起了自己的“致富经”。

央登家住曲孜卡特色小镇的圣雅

小区。2015 年，因无房、收入不稳定，一

家 5口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我自幼

便学习藏式绘画，以前，苦于没有活干，

只能偶尔打打零工。”央登说。

2016 年 ，曲 孜 卡 特 色 小 城 镇 建 设

时，因为掌握藏式绘画技艺，央登被乡

政府推荐参与到了滨江民俗风情街的

建 设 工 作 中 ，实 现 了 在 家 门 口 就 业 。

2017 年，央登年收入 15 万元左右，主动

申请摘掉了贫困帽子。

除参与项目建设增加收入外，群众

还纷纷开起了店铺，当上了老板，日子

也越过越好。

拉措是曲孜卡乡达许村村民，2018

年底，拉措家里开起了藏家乐，吃起了

“旅游饭”。走进格桑花园农家乐，茂密

的核桃树阴凉了整个小院，修剪整齐的

草坪郁郁葱葱。

“今年五一当天，共有 200多名游客

来我家吃饭，一天的收入达到了 1 万多

元，这可比以前卖水果挣得多多啦！”拉

措笑着说。以前，拉措一家 3 口的生活

来源主要依靠自己售卖苹果、核桃等，

每年只有 3万元左右收入。

2019 年，拉措家藏家乐的营业额达

到了 10万元以上。“去年，每周都会有二

三十位游客，今年，效益更好，几乎每天

都有游客！有时忙不过来，我还雇了一

名服务员！”拉措高兴地说。

“下一步，曲孜卡将以现有产业、旅

游服务设施为基础，充分利用丰富的温

泉资源和三弦舞等文化资源，不断提升

集镇生活品质，增强集镇的旅游服务功

能，完善曲孜卡的旅游功能，提升国际

休闲度假目的地品牌，达到国家 5A 级

休闲度假示范区，成为藏东民俗文化展

示园。”刘显荣说。

达 美 拥 雪 山 下 起 新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