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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事在全民、人人有责。习

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

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

纵。”必须充分认识到，浪费行为具有“溢出效应”，侵

蚀社会资源，损害公共利益。铺张浪费之风，脱离我

国基本国情，背离优秀传统文化，败坏社会风气。厉

行节约不仅是个人私德，更是社会公德。节俭节约

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价值追求，无论在国家层面、社

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题中应有之义。面对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的餐饮浪费

现象，只有既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

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又大力弘扬中

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的思想观念，才能标本兼治、春风化雨，让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就

要切实培养节俭节约习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今天，物质日渐丰

盈、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传家

宝，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特别是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树牢节约意识、养成节

约习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是一个民族基本的现代文明素养，但只有把节约

变成具体行动，才能标注社会文明的新刻度；

（下转第三版）

班戈县大力发展电商，使特色产品搭乘“互联网+”快车“走四方”—

让群众尝到甜头看到希望
本报记者 王晓莉 张晓明 谢伟 赵书彬 万靖 张宇

本报拉萨8月13日讯（冯骥 秦华）

13 日，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自治区主

席齐扎拉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党

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7月 30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李克强

总理和赵克志部长关于做好安全生产

和抗洪救灾工作的批示精神，传达学

习胡春华同志在藏调研期间的讲话精

神，按照区党委常委会议精神，研究政

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

自治区政府党组副书记、自治区

常务副主席罗布顿珠，自治区政府党

组成员、自治区副主席坚参、汪海洲、

罗梅、孟晓林、张洪波、任维出席，自治

区副主席甲热·洛桑丹增列席。

齐扎拉指出，总书记的系列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做好当

前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十四五”规划的

编 制 工 作 指 明 了 方 向 、提 供 了 遵 循 。

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全力以赴

抓好贯彻落实。要继续统筹疫情防控

与经济社会发展，时刻紧绷疫情防控

这根弦，从严从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特别是做好秋冬季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继续把牢关口，坚决防

止境外疫情输入，巩固扩大复工复产

复商复市成效，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深融合、双促进。

（下转第三版）

齐扎拉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精神等
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

本报拉萨 8月 13日讯（记者 杨子

彦）近日，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

党组书记丁业现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

2020 年第 9 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

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在企业家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共

中央政治局 7月 30日会议精神，传达学

习汪洋主席在日喀则市政协调研时的

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办有关通知精

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

区党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旦科，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高扬，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索朗

仁 增 、王 亚 蔺 、卓 嘎 、雷 桂 龙 出 席 会

议。区政协副主席萨龙·平拉、扎西达

娃列席会议。

丁业现强调，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西藏政协工作，必须深刻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是人民政协必须恪守的根本

政治原则，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从西藏政协工作特殊

性出发，聚焦“主轴主线”“中心环节”

“政治责任”，使人民政协成为坚持和

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

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

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

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

要渠道。

（下转第三版）

丁业现主持区政协党组2020年第 9次会议强调

发挥好人民政协优势作用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作出新贡献

本报拉萨 8月 13日讯（记者 张尚

华）13 日上午，区党委副书记严金海前

往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考察调研我区

教育考试网上评卷和高考招生录取等

工作开展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

向全体评卷教师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

和感谢。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特别是教育公平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按照区党委、

政府工作要求，切实增强维护教育公

平和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

责任感使命感，多措并举扎实细致做

好今年各项招生录取工作，确保安全

有序、万无一失。

严金海先后前往对口高职考试网

上评卷现场、区内普通高考和内地西藏

班（校）普通高考招生录取现场，认真听

取我区对口高职网上评卷和高考招录

相关工作情况介绍，详细了解评分标

准、评卷招录流程、安全管理等情况，并

就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情 况 进 行 仔 细 询

问。区内普通高考录取工作于 8月 6日

正式启动，预计 9月底结束，内地西藏班

（校）高考录取工作与区内同步启动，预

计 8 月底结束。目前，全区各类考试评

卷、成绩复核、体检、录取等工作正在稳

步有序推进中。看到工作人员忙碌的

身影、熟练的操作、负责的精神、严谨的

作风，严金海给予肯定表扬。

严金海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

平的重要基础，涉及千家万户，备受社

会关注。 （下转第三版）

严金海在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调研时强调

坚决维护教育公平 确保各项工作安全有序

8 月 10 日，随着拉（萨）林（芝）铁路林芝 110 千伏变电所牵引变压器的安装就

位，拉林铁路全线 9 座牵引变电所的 18 台牵引变压器全部安装完成。图为中铁电

气化局集团的技术工人在拉林铁路西藏米林牵引变电所安装主变压器。

新华社发（杨永乾 摄）

本报拉萨 8月 13日讯（记者 史金

茹）近日，由自治区旅游发展厅主办的

首批自治区级康养和绿色旅游示范基

地试点授牌仪式暨乡村旅游推广活动

在达东村举行。

除了拉萨“最美乡村”达东村，此

次授牌的基地还包括：地热资源富集

的羊八井蓝色天国旅游区，经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评选确定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甘露曲秘

藏药浴，具有完整综合自然生态系统

的墨脱生态旅游区，素有“天然氧吧”

“ 生 物 基 因 库 ”美 誉 的 鲁 朗 国 际 旅 游

小 镇 ，以 及 山 水 相 连 、古 树 参 天 的 波

密岗云杉林旅游区。

据悉，我区生态、康养资源较为丰

富。5 月上旬，在全国范围内，我区率

先推动发布了首批自治区级康养和绿

色旅游示范基地试点工作，以创建一

个基地，实现一个特色为目标，通过新

业态和专项旅游的发展，推进传统观

光游向体验式旅游升级，弥补西藏旅

游产品供给和同质性发展的问题。

自治区旅游发展厅厅长王松平表

示，西藏乡村旅游将继续以农耕文化

为魂、美丽田园为韵、生态农业为基、

古朴村落为形、创新创意为经，发掘出

更 多 形 式 多 样 、独 具 特 色 的“ 雪 域 乡

约”系列产品，全力打造独具魅力的乡

村全域旅游新模式，为我区城市居民

生 活 质 量 的 诗 意 化 拓 展 提 供 更 多 选

择，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我区6家康养和绿色旅游基地授牌试点
为旅游业转型开拓新出路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人民日报评论员

对边宗而言，西藏民主改革前，“遍

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对她职业和

手艺的最好写照。

今年 88岁的边宗，是西藏山南市的

一名“哗叽”手工艺人。“哗叽”是氆氇

（羊毛织品）中最高级的产品，相传是文

成公主把内地的纺织工艺融入藏族传

统氆氇纺织技术而派生出来，以生产技

术难度大、面料柔软精细、做工复杂著

称，过去只有高僧和达官贵人才能使

用。由于山南市乃东区泽当镇尚存这

门手艺，因此当地的“哗叽”又被称为

“泽帖尔”（意为泽当的氆氇）。

“我从 15 岁就开始从事‘哗叽’纺

织，每年从寺庙拿到羊脖子上的细羊毛

后，便和其他艺人日夜不停地纺织，每天

只能织出 10厘米长的布料，靠着这门手

艺换点青稞。”边宗说，“哗叽”纺织费时

费力，全程需要 18 道工序，包括羊毛清

洗、捻线、染色、纺织、绣花等。十多年

间，她从最初的捻线工变成了全能手，掌

握了整套手艺，不过最擅长的还是捻线。

与她同样掌握这门手艺的还有 5位

老人，分别是阿旺拉姆、查斯、索朗曲

珍、阿乃和群培。当这门一度尘封了数

十年的技艺重新进入大众视野时，年纪

最小的手工艺人都已进入古稀之年，抢

救保护迫在眉睫。

山南市的绘画艺人巴桑接过了这

一历史使命。巴桑聘请这些老人到新

成立的“哗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任

职，自己则担任理事长。在老人们的集

体回忆下，再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

持，羊毛选料、加工、染色、纺织等流程

逐渐从脑海中浮现出来，编织工具也打

造出来。古老手艺开始重新焕发活力，

并于 2010 年入选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在我们的努力下，以前只有贵族

才能穿的这种服饰，现在已经走入平常

百姓家。”巴桑说，考虑到传承保护，“哗

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决定免费向大

家传授这门技艺。

从 2007 年开始，260 余人先后报名

参加了培训。“哗叽”得到保护传承的同

时，也带动了老百姓的增收致富，其中

贫困户就达 100 多户，还有不少残疾人

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45 岁的普布旺久，是山南市乃东区

亚堆乡的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 年

来到“哗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工作，

主要从事羊毛编织，每月收入有 3000

元。他说，自己腿脚不方便，无法到远

处工作，合作社管吃管住，每年还有定

期的技能培训，在家门口就能有稳定收

入。

目前，“哗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

主要生产传统的藏装、披肩、围巾等产

品，年产值 900 多万元。针对人们现代

的穿着要求，他们还对“哗叽”的原材

料、纺织工艺进行改进创新，产品先后

参加了北京、武汉、深圳、成都等地的博

览会，去年还首次登上了中国非遗服饰

秀的舞台。

看到自己的手艺在巴桑的带领下

延续着“生命”，边宗老人很欣慰。目前

她还定期去合作社指导工人的工作，每

年能从合作社拿到一笔教学费。在生

产作坊里，摸着曾经只有贵族僧侣才能

消费的奢侈品，边宗说，在旧社会，像她

这样的手工艺人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现在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手艺的价值。

（记者 李键 曹鹏远 李姝莛 张汝锋）

（据新华社拉萨电）

“哗叽”，走入平常百姓家
新华社记者

在西藏不少县区，有着丰富的特色农牧产品，但

往往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造成“藏在深山人未

识”。平均海拔 4700 米的班戈县，位于草原深处，地广

人稀，各村居居住分散，特色农牧产品销售渠道狭窄，

很难走出牧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我区广泛布局、全面推

开，越来越多藏在“深闺”中的特色农牧产品插上网络

的翅膀。在信息化的东风中，班戈县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使产自藏北草原的各类特色畜牧产品搭乘“互联

网+”快车，走出草原，走到区外，走向四方。

借东风建电商平台

说起电商对合作社的帮助，普保镇民族手工特色

加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次多很有感触。“2016 年以前，

我们合作社的很多小牦牛没处卖，即使卖出去了也没什

么好价钱。以前我们用剪下来的羊毛做‘吾尔朵’，很少

有人买。”次多说，2014年，普保镇民族手工特色加工专

业合作社成立之后，上千条“吾尔朵”因为没有销路而堆

在了合作社的仓库里。

“一直到 2016 年，情况才有了好转。”次多告诉记

者，2016 年 1 月，藏北第一家互联网销售平台——班戈

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班戈县群众

的特产，终于有了好销路。

在政策春风吹拂下，班戈县的牧区改革走在了全

区前列，率先建成了农村电子商务体系。

2015 年，班戈县正式被商务部确定为国家级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成为了全区第一批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很快，新鲜牦牛肉、藏蜂蜜、藏药

牙膏、有机肥、班戈玉等 60 多种草原深处的“宝藏”，借

助线上苏宁、淘宝、神买优品等电商平台，走出西藏，

进入千家万户，有力促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强服务促电商发展

“近年来，班戈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已完成

‘班域’‘思牧源’和‘思而吾’3 个品牌的商标注册工

作。”班戈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运营经理范文艺告

诉记者，“我们经常前往各乡镇、村（居）调研，收购特色

产品，通过网络销售，截至今年 7 月，线上销售额达 122

万余元，累计解决就业 29 人。”一时间，那曲市很多专

业合作社都纷纷带着特色产品加入了互联网销售平

台。为提升产品质量水平、保障消费安全，班戈县建成

电商质量追溯体系，目前已收录 30 余种产品的质量追

溯二维码。

“就我们普保镇来讲，居民来这里充话费的最多，

其次是购买衣服。偶尔有一些汽车配件、家电等我们

不太了解的商品需求时，我们就会向班戈县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求助，由他们来帮忙代购。”班戈县普保

镇点子商务网点中心尼夏告诉记者。

普保镇点子商务网点中心工作人员巴吉卓玛来

这里工作之前，不知道什么是电商，也没有接触过网

购。 （下转第三版）

图为班戈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的产品展示区域。 本报记者 王晓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