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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奶、打奶、打酥油的姑娘们唱

出了她们对大自然的感恩，剪羊毛、

剪牛绒、织敞篷、织毡子的小伙儿用

有趣的歌声和智慧的劳动表现他们

对生活的热爱……

近日，在歌华传媒杯·2020 北京

文化创意大赛暨东城区“文化+”创意

大赛颁奖典礼上，北京东城区对口帮

扶当雄县推送的原创歌舞剧《游牧歌

舞剧——天湖·四季牧歌》获得三等

奖。《天湖·四季牧歌》是北京援藏文

化扶贫项目，自赛事启动以来，北京

东城区通过积极开展前期组织、提炼

文化创意内涵、协调视频远程答辩，

切实做好“文化+产业以及对口帮扶”

这篇大文章。

《天湖·四季牧歌》作为对口支援

地区剧目，能够从北京乃至全国众多

文化创意项目中脱颖而出，与北京东

城区援藏团队对文化扶贫工作的重

视密不可分。

为了留住观众，北京援藏干部邀

请业内专家，根据当雄当地的羌塘草

原风情，创作了游牧情景音画诗《天

湖·四季牧歌》，并邀请当地演员出演；

2019 年 10 月，援藏团队携《天湖·四季

牧歌》首次代表西藏自治区入围国家

艺术基金 2020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项目复评答辩；2020年，投入援藏资金

100万元用于《天湖·四季牧歌》文化交

往交流，计划在北京开展剧场演出。

东城区援藏团队努力践行文化扶

贫赋能地方发展思路，把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成为生产力

和软实力，真正实现了当雄特色品牌

文化“走出去”。据相关数据显示，自

2019年《天湖·四季牧歌》演出以来，为

当雄县群众提供了赛马场管理、游客

集散中心、商业楼管理、黑帐篷服务员

等工作岗位，共计带动就业人数 12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37人，人均年

增收 3万元，累计年增收 360万元。产

业利益联结机制直接带动 182 户、362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年产业分红

500元，累计分红 18.1万元。

下一步，东城区将围绕“文化扶贫

赋能地方”这一主题，为《天湖·四季牧

歌》歌舞剧提供包括项目落地、展览展

示、品牌活动、人才奖励、金融服务、创

业培训等一系列创业服务奖励，充分

调动文化扶贫积极性，实现东城与对

口支援地区的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这里的群众很友善，你要多想

着能为‘520’干点啥，等了解了其中的

真正含义，你的驻村生活才算真正开

始。”2020 年 1 月，拉萨市行政审批和

便民服务局驻曲水县色达村第八批

工作队队长明玛交接完驻村工作手

续后，像打哑谜一样把他的驻村“经

验”传授给第九批驻村工作队。

“‘520’是什么意思？”带着这个谜

团，第九批驻村工作队副队长梅中林

开始了他的驻村生涯。

年过六旬的米玛是色达村党支

部副书记，在开展春耕备耕调研中，

他和梅中林一同跨越溪流，奔走于田

间地头向群众传递党的关怀和惠民

政策，“讲党恩、下农田、帮农忙、暖人

心”成为他们工作的日常。但什么是

“520”，米玛没有告诉梅中林。

6月，驻村时间过半，色达村的油菜

籽即将成熟。2020年，村里的油菜籽产

量比去年多出一倍，但村民一点不愁销

路。这得益于在驻村工作队协调下，

77618 部队出资为色达村购买了榨油

机，并建设了加工场地，此举在方便农

牧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将产生的

效益作为全村贫困户的年底分红。

“2019 年，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为

1.2 万余元，贫困发生率实现连续三年

下降。为了给家乡驻地再作新贡献，

我们将再投入帮扶资金 30 万元用于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进 一 步 改 善 全 村

520 户村民的生活环境！”77618 部队

政治部曹主任说道。

至此，梅中林才真正明白了“520”

的真正含义。

色达村三组贫困户达珍是明玛

队长的结对帮扶对象，也是出了名的

倔脾气，为了感谢明玛队长传授“520”

的真谛，梅中林决定到达珍家一探究

竟。

达珍出生时患了一种罕见的中枢

神经疾病，致使无法说话，走路也非常

困难，时常还会摔倒，但她依然将家中

收拾得整齐干净，还开了一家小商店。

要强的达珍拒绝了梅中林提出的

物质上帮助，表示已经得到党和政府

的诸多扶持，自己可以将日子过好。

梅中林只能随手拿起一瓶矿泉水和两

袋泡椒凤爪，并把两百块钱放到了柜

台上，临走时嘱咐达珍记得查收。

第二天，梅中林刚上班就被达珍

在村委会门口拉住，将找回的 187 元

零钱交到了他手中。

“疾病压弯了她的脊梁，却激起

了她对生活的斗志，色达村 520 户群

众都是好样的。”梅中林默默想道，自

己也要尽己所能为“520”做点什么。

本报拉萨讯（记者 黄志武）自脱

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西藏华泰龙矿

业开发有限公司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通 过 有 力 措 施 助 力 农 牧 民 转 移 就

业。截至目前，该公司共吸纳转移就

业农牧民 435 人，每月增加劳务收入

逾 300万元。

在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科技攻关实验室里，次仁玉珍正在忙

碌着，洗矿、磨矿、分装，每一个步骤她

都做得很娴熟认真。次仁玉珍去年 6

月大学毕业，9月应聘到了西藏华泰龙

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如今在质检

部担任选矿技术员的她，不仅实现了

稳定就业，更有了学习进步的平台。

“我的工作内容是开展实验完成

技术攻关。在这里工作后，公司不仅

帮 助 我 解 决 了 食 宿 问 题 ，每 月 还 有

5000 元左右的工资，能够通过自己的

劳动赚钱，我感到很知足了。”次仁玉

珍对记者说道。

和次仁玉珍同年毕业的顿珠玉

珍来自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邦达

村，如今在企业管理部工作，作为企

管专员的她主要负责公司规章制度

的拟定、台账制作、绩效考核等方面

的工作。对于企管专员这份工作，她

十分热爱，不仅学到了很多的专业技

能，而且离家近、福利待遇好的优势

也让她坚定了要好好干下去的决心。

今年，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墨竹工卡县分公司成功入选西藏

自治区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入选

后，该公司一如既往深入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加强拉萨市农牧民转移就业

基地建设，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不

仅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创造就业机会，

还优先安排建档立卡户群众参与。

“华泰龙公司在人才培养、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保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

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盖金亭告诉记者，“公司在人才引进

这方面做了考量，主要是开展本地用

工，建矿初期引进了当地的农牧民群

众，大概有 166 个岗位。同时，招收了

一些当地的青年学生到黄金公司三门

峡技校进行纯岗位工人培训，让农牧

民群众向产业工人转变，大概有 120

人，岗位工资大概是每月 6000元左右，

建档立卡户有 30 多户。下一步，我们

要将建档立卡户引入到我们矿山的核

心部分。公司坚持在甲玛这片热土上

建一片矿山、绿一片环境、扶一方经

济、富一方百姓。”

本报拉萨讯（记 者 央金 南加洛

珠）为了提高未成年人的安全防范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拉萨高新区

在 康 乐 居 委 会（昌 乐 苑）组 织 开 展 以

“守护花开 关爱成长”为主题的防侵犯

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康乐居委会（昌

乐苑）群众代表共计 80余人参加。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孩子和家

长们发放《家庭教育指导手册》《致家

长 们 的 一 封 信》等 相 关

资料 200 余册，并就应该

注 意 的 性 侵 害 预 防 事

项 、如 何 帮 助 孩 子 们 做

好防性侵教育等内容进

行了宣讲，教导孩子们如何分辨和防

范侵害，筑起自我保护的安全网。

此次活动是高新区关爱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具体表现，向康乐居委会

（昌乐苑）居民群众科普了未成年人防

性侵的重要性，引导家长们进一步加

强 对 未 成 年 人 的 心 理 、生 理 安 全 教

育。同时，也使未成年人对如何维护

自身权益有了深入的认识。

下一步，高新区将继续以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为抓手，形成全

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

会文化氛围，让每个人都成为文明城

市建设的参与者、实践者和受益者。

“ 520 ”里 故 事 多
——梅中林在色达村的驻村见闻

本报记者 卢文静

西藏华泰龙吸收435位农牧民就业

农牧民转变成为产业工人

高新区

开展防侵犯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文 化 扶 贫 照 亮 小 康 路
——北京东城区助力当雄县牧区文化走出去

本报记者 卢文静

为了更好地引导广大居民群众关注垃圾分类，掌握垃圾分类知识技能，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拉萨市

通过举办趣味游戏、文艺表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通过学习垃圾分类常识，许

多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队伍中，争当垃圾分类的引领者、践行者、宣传者、督导者。

图为城关区洁达环卫保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本报记者 央金 摄
绿色“新时尚”

成立近 20 年来，拉萨 SOS 儿童村始

终坚持“一切为了孩子”的原则，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儿童抚育的全过

程，如春风化雨，滋润每一个孩子的心

田。拉萨 SOS 儿童村逐渐成为一个文

明和谐的美丽“新”村。

初秋的拉萨，阳光明媚。走进儿童

村，村子里红花绿树，安静祥和。记者

来到 7 号家庭看到，妈妈格桑卓玛正在

给孩子们开早会、交代事情。因为部分

学校已经开学，家里只剩下几个毕业班

和读大学的孩子。虽然人数少了一半，

但六七个兄弟姐妹和妈妈，已经算得上

是一个大家庭了。在一起团聚的时光，

每个人都开心快乐，家中处处洋溢着甜

茶般温暖香甜的味道。

开完会，平措扎西和姐姐白玛来到

书房，在湖南上大学的白玛抓住暑假最

后的几天时间，给弟弟辅导藏文作业，

还不忘叮嘱一些生活琐事。

“他不是要上高中了嘛，第一次去

内地，我跟他说一些在内地上学的注意

事项，在外面得学会照顾自己，还要做

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人。”白玛笑着向

记者解释道。

15 岁的平措扎西即将离开生活了

10 多年的大家庭，去青海读高中。提起

一家人平日里的生活，这个羞涩的大男

孩说出几个短短的词句：打篮球、复习

功课、帮妈妈做家务。言语虽然简洁，

却浓缩了他满满的幸福回忆。

另一边，卓玛和一个姐姐在厨房里

正准备帮妈妈做午饭，摘菜、洗菜、聊家

常……“妈妈比较辛苦，我想帮她分担

一些家务活，也是锻炼自己。”卓玛说。

从 2001 年拉萨 SOS 儿童村成立至

今，当了 19 年妈妈的格桑卓玛先后抚养

了 14 个孩子。要教会每一个孩子生活

习惯的养成、待人接物的道理、自强自

立的品格，对普通的妈妈来说，这是难

以想象的。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格

桑卓玛有她自己的一套管教办法，定好

日常生活和学习方面的规矩，让孩子们

从小树立规矩和纪律意识，用良好的家

风培养孩子的文明习惯。

“拿节约来说，我告诉孩子们买东

西不能买太贵的。但孩子们都会有想

要的东西，我就会定一个价格，然后让

他们自己选，想买的东西不能超过这个

价格。”格桑卓玛说。

从 勤 俭 节 约 到 讲 究 卫 生 ，从 早 起

早 睡 到 勤 奋 学 习 ，从 团 结 互 助 到 共 同

进 步 …… 在 妈 妈 的 言 传 身 教 下 ，不 同

年 龄 段 的 孩 子 ，一 个 个 都 健 康 快 乐 地

成 长 。 这 其 中 ，离 不 开 像 白 玛 和 平 措

扎西这样“大手牵小手”的故事。

“我印象最深最感动的事情是，有

一年我休假了，便将照顾孩子们的任务

交给了一个男孩，等我回来的时候，发

现他把孩子们照顾得特别好，家中里里

外外收拾得也很干净。我放假两个月，

他帮了我两个月，我感觉特别幸福。”格

桑卓玛回忆道。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上大学参

加工作，格桑卓玛欣慰地笑了。可这个

把自己青春全部奉献给孩子的单身妈

妈并不容易，要教育好孩子，她这个最

好的老师也需要不断去学习进步、不断

去充实和完善自己。

为了让 17 个像格桑卓玛一样的“妈

妈”都能成为合格且优秀的妈妈，拉萨

SOS儿童村也做了不少功课。

拉萨市民政局党组成员、拉萨 SOS

儿童村村长琼吉说：“妈妈们为了全心

全意抚育这些孩子，几乎都放弃了自己

的婚姻和家庭，她们非常伟大。但是妈

妈们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成长有重要

的影响作用，所以我们对妈妈的要求是

非常严格的。每周我们要进行培训，包

括文化理论、青少年教育的学习，还有

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等。可以说在如何

教育孩子这方面，各位妈妈都已是行家

里手了。”

琼吉村长介绍，除了从妈妈抓起，

形成文明家风，拉萨 SOS 儿童村还以创

建文明单位为抓手，激励干部职工和妈

妈、孩子积极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中，

主动不断创新孩子教育管理工作思路，

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积极主动投

入到孩子的生活、学习中，参与到孩子

的成长教育中，以寒暑假、传统节日为

重点，精心组织开展法律、文体、科技、

疾病预防、消防知识、感恩回馈、联谊等

主题活动，培养孩子们爱党爱国的道德

情操、知书达理的文明习惯以及多才多

艺的特长爱好。

“ 我 们 从 自 身 点 点 滴 滴 的 行 为 做

起，争当文明家庭、争做文明单位、争当

文明人，同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重点教育内容来培养孩子，因为我

们的孩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他从小就

是在党和政府的优惠政策下长大的，我

们 应 该 让 他 们 知 道 惠 从 何 来 、惠 在 何

处。”琼吉说。

争做文明人，遍开文明花。琼吉告

诉记者，拉萨 SOS 儿童村，将努力让每

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都参与到共建文

明活动中，最后，共享文明建设成果。

本报拉萨讯（记者 黄志武）近日，净

土健康产业“双创”高峰论坛暨项目推

介会在拉萨市拉开帷幕，热情好客的拉

萨人用“天然、健康、安全、绿色”的雪域

产 品 向 世 界 发 出 邀 约 。 来 自 北 京 、江

苏、江西、贵州、湖北、青海等 50 家外地

企业和 110 家区内企业，共计 212 位企业

代表参加了此次推介会。

在净土健康产业“双创”项目签约

仪式上，来自区内外的 12 家企业现场

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合作意向金额达 3

亿元，达成合约金额 5000 万元。“此次

论 坛 和 推 介 会 对 净 土 健 康 产 业 发 展 、

品 牌 营 销 、产 品 分 销 等 工 作 起 到 了 建

设 性 作 用 ，拉 动 了 净 土 健 康 产 品 的 销

量、推动了拉萨净土健康产业发展，使

创 业 者 获 得 投 资 ，促 进 了 企 业 之 间 的

交流，实现了拉萨净土健康产业与‘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联姻’。”拉萨

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 经 理 袁 春 元 介 绍 ，此 次 高 峰 论 坛 和

项目推介是拉萨市深化净土健康产业

发 展 的 有 效 举 措 ，是 推 动 拉 萨 市“ 六

稳”“六保”的有力抓

手，是对外展示和宣

传 拉 萨 市 净 土 健 康

产 业 发 展 成 果 的 前

沿窗口。

滋 润 每 个 孩 子 的 心 田
—拉萨 SOS儿童村文明家风养成记
本报记者 黄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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