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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让我魂牵梦萦的故乡
郭志云

2020 年 8 月 5 日，我在襄汾老家见到

了 3 位来自西藏的客人，他们的到来，让

88 岁的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西藏，我

梦里的故乡，不知不觉中，我与她相别已

有 32个年头了。

1959 年 6 月初的一天，在山西省临

汾市曲沃县委组织部工作的我接到上级

的通知，让我赶紧处理好手头工作，安排

好家人，准备赴西藏工作。从太原出发

前，组织上还给我们开了动员会，我当时

积极性特别高。可当我们乘坐的汽车爬

到唐古拉山口时，我才发觉进藏远比我

想象的更加艰难。路途颠簸加之高寒缺

氧，我们当中的好些人呼吸困难，头痛欲

裂。那时候，虽然我们都很紧张，但没有

一个人后退。大家互相支持，相互鼓励，

终于到达了拉萨。

在拉萨稍作休整后，我分到了山南

隆子县加玉区工作。为了更好地和当地

群众交往交流，宣传党的政策，我带着铺

盖和数量不多的大米、白面住到了当时

加玉区最穷的一个群众索朗多布杰家。

每每到吃饭的时候，索朗多布杰一

家人总是把家里仅有的糌粑往我碗里

放，宁可自己饿着也要让我吃饱，我也总

是把蒸好的大米和馒头递到他们的手

里。在和索朗多布杰一家人的相处中，

我学会了如何烧牛粪炉子、打酥油茶、捏

糌粑，亲人般的相处让我感觉像在家里

一样，也赢得了索朗多布杰一家人及附

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群众们亲切地称

呼我为“阿爸书记”。

民主改革工作结束后，按照党中央

和上级的安排，我们全力动员群众抓生

产，而修通水渠方便灌溉成为了当务之

急。第二天，由乡村干部、农民群众、木

工巧匠组成的勘测组便出发了，途中，有

人被荆棘划伤了腿，加之长时间赶路和

勘测地形导致大家又饥又饿，等抵达引

水地点时，所有人都精疲力竭。附近的

藏族群众见我们又饥又渴，赶快给我们

送来了糌粑和茶水。最终，经过勘测，我

们研究决定人工造渠，在荆棘丛中挖渠

引水，在悬崖峭壁上撑起木质水槽，附近

的藏族群众也踊跃参与。这次人工造渠

引水让百亩旱地变成水田，潺潺流水声

中，群众们欢呼雀跃。

1961 年 10 月，我调到隆子县三安曲

林区担任边防区委书记。这里有藏族、

珞 巴 族 等 多 个 民 族 。 群 众 信 息 闭 塞 。

为更好地向群众宣传党的好政策，促进

民族团结，我和同事多次下乡调研，最

终决定，充分利用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往

来 这 一 良 机 ，广 泛 发 动 乡 村 干 部 和 群

众，用自己亲身感受，向前来进行小额

贸易的珞巴族群众大力宣传党在西藏

的 政 策 和 民 主 改 革 后 发 生 的 巨 大 变

化。同时，还多次召开边民座谈会，邀

请各民族代表开展座谈。在会上，参会

同志坦诚相待，充分尊重各自不同的风

俗习惯、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经过多

次的交往、交流，加强了民族融合，相互

尊重、相互帮助成为各族群众的普遍共

识。

随后的几年里，我的爱人和孩子们

也先后进藏读书、工作，并与当地群众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我还有 3 个孙子

分别在曲松、丁青、拉萨工作。如今，每

每聊及我们一家人在西藏的生活，儿孙

们总是很兴奋，孩子们觉得，西藏，留给

我们一家人太多温暖的回忆，也留下了

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

富——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同甘共苦。

（本报记者 王莉 林敏 张思雨 整理）

个人简介：

郭志云，男，88 岁，汉族，山西

襄汾人。1932 年出生，1948 年 2 月

参加革命，1950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59 年 6 月进藏。在藏工作

30 多年间，先后担任西藏山南隆子

县加玉边防区区委书记、隆子县委

农牧部部长、山南地区中学校长、

山南地区文教局副局长、洛扎县委

副书记、山南地区农牧局局长等职

务。1988 年离休，现居山西省临汾

市襄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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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郭志云老人（中）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王莉 张思雨 摄

国家减灾委督查检查我区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郑国光率队 罗布顿珠出席汇报会

本报拉萨 10 月 18 日讯（记 者

刘斯宇）近日，自治区拉萨市墨竹工

卡县农牧区“溪桥工程”公益项目在

日多乡拉龙村拉龙沟正式启动。“溪

桥工程”一期首批 25 座便民“溪桥”

集中建成，将惠及农牧民群众 3492

户 1.6万余人。

墨 竹 工 卡 县 在 充 分 调 研 的 基

础 上 ，结 合 农 牧 民 所 期 所 盼 ，于 今

年 7 月正式启动建设一期“溪桥工

程”的 25 座“溪桥”，总投资 1450 余

万元。“溪桥”建设采用工厂预制的

方式，统一设计、统一预制、统一施

工 ，大 大 降 低 了 建 设 成 本 ，缩 短 了

建设周期，且桥梁跨度大、桥面宽、

安全性好，人员、牲畜、车辆都可以

通过，极大提升了农牧民出行的便

利性。

据悉，“溪桥工程”计划 3 年内在

墨竹工卡县农牧区兴建 100座以上便

民“溪桥”，2020 年建成 25 座，2021 年

完成 40座，2022年完成 35座，覆盖全

县 8个乡镇 40个行政村，惠及农牧民

群众 1.46万户 5.6万人。

墨竹工卡县首批便民“溪桥”建成

“来尝尝森布日的苹果，晒足了阳

光，又大又红又甜！”

“我们的麻花、锅巴和炒米都是青

稞做的，营养丰富，口感香脆，是非常

美味的小零食。”

“这款女靴设计时尚，采用真皮制

作，上脚非常舒适，您穿多大码？我给

您拿一双试穿一下。”

18 日，自治区会展中心内人头攒

动，2020 年西藏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成

果展在这里举办。记者在山南馆内看

到，前来选购扶贫产品的市民络绎不

绝，成排的展销柜台上整齐地码放着

各类农产品。高原苹果、蓝莓汁、青稞

炒米、黑青稞啤酒、藏香、食用油等生

态种植产品吸引着顾客选购。

为了让大家更为直观地了解各类

农产品的品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试

吃区，高原苹果、蓝莓汁、黑青稞啤酒、

葡萄酒等特色产品吸引了顾客前去品

尝。

“这个苹果不错，我尝了一下，味

道特别好，可以多买几斤。”“这个加查

县产的蓝莓汁酸甜可口，孩子们一定

喜欢，我买了四瓶。”试吃台前热闹非

凡，销售员卖力地介绍产品，顾客则忙

着询价、挑选、付款。

山 南 市 产 业 组 工 作 人 员 鲁 忠 良

说：“这次产业扶贫成果展，山南市共

组 织 了 53 家 企 业 209 种 产 品 参 加 展

销 ，有 乃 东 县 的 藏 缘 冰 川 气 泡 水 、隆

子县的黑青稞啤酒、措美县的哲古牦

牛 肉 、桑 日 县 的 葡 萄 酒 等 等 ，都 是 我

们山南的特色产品。目前来看，销售

情况还不错，仅 17 日当天，销售额就

达 到 了 25 万 元 ，今 天 已 经 超 过 了 30

万元。明天我们还邀请了两名‘网红

’来 直 播 带 货 ，相 信 到 时 候 销 售 会 更

加火热。”

据悉，近年来，山南市立足贫困地

区资源禀赋和现有产业基础，大力发

展特色种植、畜牧养殖、产品加工、乡

村旅游、商贸物流、民族手工艺等 10 类

扶贫产业，培养致富能人，带领贫困群

众实现脱贫增收。“十三五”以来，投入

资金 44.8 亿元规划实施产业项目 217

个，辐射带动 2.8万余人增收。

“参加成果展两天来，我们的销售

收入非常可观，将进一步带动当地贫

困群众增收致富。”贡嘎县产业组工作

人员永措充满信心地说。

全国扶贫日这天，阿里地区也开

展 了 扶 贫 日 宣 传“ 一 条 街 ”活 动 。 活

动 中 ，阿 里 地 区 脱 贫 攻 坚 指 挥 部 各

专 项 组 、各 成 员 单 位 及 地 区 扶 贫 开

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等 40 多个

部 门 、企 业 结 合 各 自 工 作 实 际 ，制 作

了 以“ 决 胜 脱 贫 攻 坚·建 成 小 康 阿

里 ”为 主 题 的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宣 传 展

板 ，发 放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相 关 资 料 ；设

置 政 策 宣 传 咨 询 台 ，播 放 脱 贫 攻 坚

纪 录 片 。 此 外 ，还 开 展 了 义 诊 、免 费

送 药 、健 康 卫 生 知 识 宣 传 活 动 ，充 分

展 示 阿 里 地 区 脱 贫 攻 坚 开 展 以 来 取

得的显著成就。

17 日 ，昌 都 市 脱 贫 攻 坚 指 挥 部 、

昌都市委宣传部组织昌都市（中、区）

直 各 单 位 分 别 在 解 放 广 场 和 茶 马 广

场开展第 7 个全国扶贫日宣传及义诊

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各单位宣传

点 上 有 序 摆 放 着 昌 都 市 扶 贫 相 关 展

板和各种宣传手册，用丰富生动的图

片 、翔 实 具 体 的 数 字 材 料 ，介 绍 近 年

来 昌 都 市 扶 贫 工 作 取 得 的 各 项 成

果。同时，活动还组织各大医院同步

开展义诊活动，并向市民免费赠送药

品。

贡秋扎西，卡若区贡秋农机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当天，他在现场和

观众分享致富经验时说：“创业初期，

我遇到了很多困难，也受到了别人的

冷嘲热讽，家人也不理解。后来，在国

家各项优惠政策的扶持下，我通过自

己的努力创业成功。现在，我感到很

满足，生活也很幸福。”在一旁分享致

富 经 验 的 德 吉 社 区 居 民 斯 朗 激 动 地

说：“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我

住 上 了 新 房 子 ，过 上 了 好 日 子 ，幸 福

是 奋 斗 出 来 的 。 以 后 ，我 会 更 加 努

力，靠自己的勤劳双手致富奔小康。”

扶贫产品消费增收两头旺
—我区开展第7个全国扶贫日活动见闻

本报记者 潘璐 温凯 桑邓旺姆

本报拉萨10月 18日讯（记者 潘璐）近年来，我区退役军人

事务厅全面落实退役军人工作各项重点任务，加快推进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持续做好

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退役军人保持优良传统，做到退

役不褪色。

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充分发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安置主渠

道作用，完成 3344 名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审核接收安置档案 97

份；统筹推进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388 名退役军人参加高

职教育，641 名退役士兵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就业创业扶持

力度，组织 9 家驻藏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拥军优抚服务，引导退役

军人多渠道就业、多门路创业；支持退役军人到县区、乡镇、村

居工作，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边境小康村

建设，为巩固基层政权发挥积极作用。

在元旦、春节等节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慰问残疾军人、困

难军人军属、“三属”等优抚对象和企业军转干部，发放慰问金

和生活困难补助 136 万元；发放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退役金 60.26

亿元、冬季取暖费 3065.58 万元、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 1.04 亿

元 ，拨 付 优 抚 对 象 医 疗 保 障 资 金 1903 万 元 ，抚 恤 补 助 资 金

1.2 亿元；协调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将 7 市（地）共 99 名

军休干部组织关系转接至居住地街道社区，纳入基层党组织管

理，促进我区退役军人流动党员管理工作规范化。

同时，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在全区深挖退役军人模范典型，

开展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最美退役军人”“模范退役军人”等评

选活动，我区 1 名退役军人荣获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将

每年 3 月确定为自治区“双拥月”，研究出台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双拥月”活动暂行办法；开展烈士家属和后代工作生活状况以

及生活困难退役军人和烈军属、烈属摸底统计；推动落实现役

军人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和享受农牧民子女教育“三包”政

策；持续开展“蓝天春蕾”“情系驻地、精准助学”等捐资助学活

动；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应征入伍，保障了兵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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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 尔 县 狮 泉 河 镇 康 乐 新 居

是阿里地区最大的易地扶贫搬

迁 项 目 ，目 前 已 经 入 住 群 众 近

700 户、2700 余人。功能完善的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方便快捷的

“水电路讯网”让康乐新居成为

阿里城镇建设的样本。

图 为 噶 尔 县 狮 泉 河 镇 康 乐

新居（无人机拍摄）。

本 报 记 者 旦增 本 报 通 讯

员 普索朗 摄

新
居
新
生
活

本报拉萨 10 月 18 日讯（记 者

索朗琼珠）13 日至 16 日，全国自然

灾 害 防 治 工 作 综 合 督 查 检 查 第 八

组组长、国家减灾委秘书长郑国光

一 行 在 我 区 开 展 督 查 检 查 。 督 查

检 查 组 一 行 先 后 调 研 自 治 区 应 急

管 理 厅 、气 象 局 指 挥 调 度 、信 息 化

平台建设及预警发布情况，查看了

拉 萨 中 心 城 区 水 系 修 复 及 生 态 治

理工程等建设情况，听取了自治区

减灾委情况汇报，并向自治区反馈

了督查检查意见。区党委常委、自

治 区 常 务 副 主 席 罗 布 顿 珠 出 席 会

议并讲话。

郑 国 光 指 出 ，西 藏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坚 决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将自然灾害防

治能力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加快实施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

进 一 步 深 化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体 制 机

制改革，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

能 力 现 代 化 取 得 积 极 成 效 。 下 一

步，要把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作为长

期 性 、基 础 性 工 作 纳 入 自 治 区 党

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优

化 方 案 任 务 、细 化 机 制 举 措 ，压 实

责任，形成合力，统筹协调，推进重

大项目落地见效，不断提升自然灾

害防治能力和水平。

罗布顿珠表示，全区各级各有

关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论述

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精神，坚持生命至上、人民

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决策部署，积

极 推 进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体 制 机 制 改

革，大力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九项工

程建设，全力解决推进不平衡、协调

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建立健全长效

工作机制，把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做

得更深入、更扎实、更有成效，全面

提高我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本报拉萨 10 月 18 日讯（记 者

刘斯宇）10 月 15 日至 18 日，在藏全

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组成

的联合调研组先后赴拉萨市尼木、

曲水、达孜、林周县和城关区就脱贫

攻坚成果的巩固提升，农牧业产业

生产经营对农牧民增收带来的实际

收益和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调

研。18 日下午，调研组在拉萨市人

民政府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拉萨市

工作情况汇报。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

主任王峻率队。

调研组指出，拉萨市脱贫攻坚

成效显著，为全区历史性消除绝对

贫困作出了积极贡献。脱贫攻坚取

得了决定性胜利，有效发挥了产业

对脱贫攻坚的支撑作用，农牧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

调研组强调，要坚持党对脱贫

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发挥全

党合力促攻坚的制度优势。保持政

策稳定性、连续性，接续推进巩固脱

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

补齐农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

板；大力支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不

断夯实农牧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

基 础 。 产 业 发 展 要 在 精 准 上 下 功

夫，要在特色上下功夫，要在完善利

益联结上下功夫，要在推动农牧业

提质增效上下功夫，要在推动产业

带动就业上下功夫；要深入贯彻落

实 中 央 第 七 次 西 藏 工 作 座 谈 会 精

神，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

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在藏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
人大代表联合开展专题调研
王峻率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