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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阿里地委、行署始终坚持把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扎实开

展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工作，全面实

施“党委领导、政府主抓、各有关部门参与、社会各

界协同”的创建工作模式，有力筑牢了国家安全屏

障，确保了阿里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阿里地

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旗帜引领——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阿里地委、行署始终坚持把维护祖国统一、

加强民族团结作为阿里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

线和阿里工作的战略性任务。实行“党委领导、

政府主抓、各有关部门参与、社会各界协同”的创

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工作模式。

阿里地委、行署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对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行督促指导，从 2017 年开

始，抽调专干力量组成工作专班开展示范创建工

作，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安排 500 万元、2020 年

安排 1000 万元作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

创建活动资金，建立民族团结进步“八进”创建工

作机制，创新开展各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创

建活动。研究制订了《2015—2020 年阿里地区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规划纲要》《阿里地区推进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八进”实施方案》等 8 个

实施方案，推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教育带动——
构筑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阿里地区把宣传教育作为促进民族团结的

核心内容，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列入到大、中、小

学课堂当中，纳入到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

育全过程。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

祖国关系史教育。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

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土林环绕的札达县九年一贯制学校，有着

藏、汉、回、维 4 个民族 500 余名师生，学校坚持民

族团结教育从娃娃抓起，大力实施“金种子”工

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每周至少

开展 1 学时的民族团结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有效增进了广大师生对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认同感，将“五个认同”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2019年被评为自治区级民族团结模范集体。

近年来，阿里地区在国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纪念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重大节庆日开展

民族文化交流和艺术展示活动 460 场次、受教育

群众 3.6万人次。利用“五下乡”等活动，开展民族

团结特别是《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

建条例》宣传教育、举办民族团结模范事迹巡回宣

讲活动 160场次，受教育群众 1.6万余人次。地委

主要领导深入村（居）、寺庙、学校宣讲中央第七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地区各部门组织开展送民

族宗教政策法规“进千村入万户”活动，发放宣传

单、资料手册 10余万份。利用红色教育基地开展

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活动 200 余场次，打造

革吉直库红色遗址、改则进藏先遣连纪念馆 VR

网上展馆，网上参观人数突破 10万人次。通过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讲清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

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团结稳定是福，分裂

动乱是祸的道理，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

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截至目前，阿里地区各类媒体播报民族团结

新闻 420条，播报荧屏滚动宣传语 2100余条次，播

出公益广告 32 期，悬挂民族团结宣传横幅 340 余

条，电子屏滚动双语发布创建标语 4200余条次,开

通“阿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创建工作动态消息 300 余条。去年 10 月，阿里地

区被国家民委列入信息工作直报点，截至目前，国

家民委及其网站累计采用信息 12期，全地区民族

工作信息连续两年名列全区民委系统第一名。

2020年 8月 29日，阿里地区民族团结工作在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中予以重点报道。

共同繁荣——
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噶尔县狮泉河镇藏布居委会生活着藏、汉、

维、蒙、回等 15 个民族,辖区常住人口达到 2 万

余人。居委会每年都会举办新年团拜会和各族

群众代表联欢座谈会，在九月开展一次民族团

结表彰会，向社区内对民族团结工作有突出贡

献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近年来利用集

体经济资金累计慰问各族困难居民 200 余人、

无息贷款 20 余万元，成为阿里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社区的典范，并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称号。

阿里地区积极推进建立嵌入式社会结构和

社区环境，印发《“先进双联户”创建活动工作要

点》，明确“10+1”工作任务，因地制宜规划建设

多民族共居社区，积极引导各族群众和睦相处、

守望相助、互相学习、共同发展。鼓励各民族联

合创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招收多民族员工，鼓

励和引导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创业就业，内

地汉族群众到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推动实现各族

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近年来，阿里地区

国有企业共招收各民族员工 187 人。37 名西藏

籍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实现稳定就业。地、县统

战、民宗部门每年在藏历新年、肉孜节等节日期

间组织开展“心连心、手牵手，共庆传统佳节”和

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共唱国歌、结对子交朋友、共

学民族舞蹈等活动，受到各族群众热烈欢迎。

一个不少——
增进民生福祉共享发展成果
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工作的

有力推动下，阿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

得了长足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

及各族人民。

2019 年，阿里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62.4 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9989 元，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228 元。2016 年以来，

全地区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6183 户 23159 人全部

脱贫，7 县实现脱贫摘帽，139 个贫困村退出，贫

困发生率下降到 0，2018 年、2019 年荣获自治区

综合评价优秀地市。

尤其是近年来阿里地区整合资金 25.66 亿

元，统筹建设了日土县甲岗村、噶尔县典角村等

37 个宜居宜业宜游的边境小康村，受益群众 2 万

余人，群众自发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

设者”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力促进了边境一线

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稳固。

和谐稳定——
全面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

阿里地区始终依法保障各族人民在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益，贯彻执行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实施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

条例，充分保障阿里各族人民依法当家作主、依

法参政议政、依法自主管理民族事务的权利。推

动基层事务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推进公众参与

共建共治共享，推动城乡社区民族事务治理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健全多部门联合参与的协

调处理机制，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

纷。畅通各民族群众合理合法表达利益诉求渠

道，规范投诉处理程序，推进覆盖城乡的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

作为狮泉河镇派出所的一名普通藏族女干

警，努增七年如一日地把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员

当作亲人，随时为群众分忧解难，7 年来累计为

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争取了价值 9 万余元的

生活物资和现金帮扶，为阿里全面提升民族事务

治理现代化水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创新举措——
建立创建工作长效机制

2017年以来，阿里地区常态化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

校、进军营、进寺庙、进家庭“八进”活动，使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达到 100％全覆盖，为创

建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

础。

同时，持续加大教育基地和示范点位的培育

力度，坚持把培育树立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重点工作，目前全地区

共有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5

个，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1

个，地区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54

个。2017 年以来，地委、行署每年召开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表彰大会，60 个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

80 名先进个人受到地委、行署表彰，33 个民族团

结先进集体和 45 名先进个人受到自治区党委、

政府表彰，3 个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 3 名先进个

人受到国务院表彰。

让 民 族 团 结 之 花 常 开 长 盛
—阿里地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达珍

从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到成都

市，在导航软件上看，最短的距离超过 3000公

里，开车需要近 50个小时。一个月的时间里，

老丁在这条路上跑了个来回。

老丁到阿里来是为当地孩子们捐建图书

馆的，他把自己的文化公益事业做到了西藏

至西。

老丁名叫丁志。2008 年，汶川发生大地

震后，老丁从老家安徽奔赴四川，成为一名前

线志愿者。后来，他留在成都，在宽窄巷子里

开办了一家咖啡馆，咖啡馆里不仅能喝咖啡，

还有可以 24 小时免费看书的书吧，成为了来

往此地的文艺人群的聚集地。

也是从那时起，从事公益事业的想法在

老丁的心里悄然发芽。由他发起的“壹丁图

书捐赠活动”，已向云南、四川、西藏等地的 56

所中小学捐赠了超过 10万本图书。

在老丁看来，捐书跟捐钱不一样，钱花了

就没了，而书籍可以给孩子们带来知识，尤其

是那些偏远艰苦地区的孩子。

长期从事公益事业，让老丁在公益圈里

变得小有名气，他的身旁也围聚了一大帮来

自全国各地不同职业的爱心人士。今年 9 月

初，他带着 20余名志愿者，驾着装满图书和书

架的货车从成都出发，踏上了赴阿里捐建图

书馆的漫漫公益长路。

“我做公益不是简单地把书递到对方手

上就完事了，而是要为学校建图书馆，不仅送

书，还要送书架、书桌和各类学习用品，把读

书的氛围营造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让文化扎

根、书本飘香。”老丁如是说道。

从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学到普兰县霍

尔乡小学、巴嘎乡小学、多油村小学和九年

一贯制学校，再到札达县香孜乡小学，老丁

和 志 愿 者 们 一 路 西 行 ，一 路 建 着 图 书 馆 。

尽管舟车劳顿、高反严重，但大家火热的心

还 是 让 捐 建 图 书 馆 的 计 划 进 行 得 非 常 顺

利。

在普兰县九年一贯制学校里，老丁和大

伙分工有序、手脚麻利地从货车上搬下材料，

把书架和书桌依次装好，再把数千本新书逐

一摆放整齐，最后在墙上钉下“壹丁图书馆”

的牌匾，仅花费 3 个小时的时间，一座功能完

善、新颖活泼的图书馆就顺利竣工。

经不住学校师生的热烈邀请，老丁还欣

然提笔，为大家作了“读书点亮心灵，书香瑞

泽人生”的题字，他黝黑的脸庞上满是欣慰的

笑容。

在多油村小学里，校长巴桑德吉看着崭

新的图书馆，由衷地说道：“他们从遥远的内

地过来，花费如此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为了

给阿里的孩子们建图书馆，让孩子们得到更

好 的 成 长 ，这 样 的 情 怀 让 人 发 自 内 心 地 感

动。”

吴烨，一位来自成都的“80 后”小伙，在老

丁的咖啡馆里与老丁结识后成为朋友，并自

愿加入了此次公益团队。尽管一路上的高反

把壮实的他折磨得够呛，但每到一处，他依然

充满干劲地投入到图书馆的建设当中。

“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也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为西藏的孩子们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情。”吴烨爽朗地笑着说道，“下次我还会再

来的。”

6 座图书馆、1.4 万余本图书，这是老丁此

行为阿里地区的孩子们带来的礼物。除了这

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书本外，他还在孩子们幼

小的心中埋下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激发

了孩子们立志读书、回报社会的志向。

本报狮泉河10月 21日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达珍）

记者日前从阿里地区旅游发展局获悉，今年 5月至 10月，阿

里地区累计接待游客 102.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2.11 亿

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随着阿里地区交通条件的逐步改

善，阿里地区积极打造精品旅游路线，阿里南北环线、阿里

大北线、国道 219新藏线和象雄文化精品内环线 4条旅游线

路已日趋成熟。

此 外 ，阿 里 地 区 分 别 和 新 疆 喀 什 、青 海 玉 树 以 及 那

曲等邻近市旅游部门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通过加强

区域合作，让“藏西秘境·天上阿里”“游第三极峡谷·品

古 象 雄 文 化 ”阿 里 旅 游 品 牌 的 知 名 度 和 美 誉 度 不 断 提

升。

此外，在河北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的大力支持下，阿

里旅游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援藏工作队积极协调河

北省旅游厅编制阿里地区“十四五”旅游发展规划，目前

已经完成初稿；主动对接西藏旅投集团，对古格王国遗址

景区提档升级，成功盘活古格王朝假日酒店；协调推动注

册资本 3000 万元的阿里地区风云旅游公司成功落地，实

现河北援藏旅游招商零突破；邀请阿里地区有关负责人

参加第四届河北省旅发大会和第 24 届中国北方旅游交易

会，面向河北周边五省市 300 家旅行社推荐阿里旅游线

路，组织西藏旅投阿里分公司在成都宽窄巷子举办了“藏

西秘境·天上阿里”旅游摄影展，联合地区科技局、阿里天

文台组织了 2020 年阿里地区日环食直播活动；从河北遴

选 7 家旅行社到阿里实地旅游踩线，选派 4 名讲解员到石

家庄西柏坡培训，抽调了 15 名阿里旅游从业人员赴冀进

行两个月的培训。

老丁的故事：

行 千 里 路 送 万 本 书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阿里地区

5月至 10月旅游收入突破 10亿元

阿里地区小学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文艺汇演。 （图片由阿里地区民宗局提供）

狮泉河镇群众在“民族团结月”签名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扎西罗布 摄

普兰县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师生们与志愿者们在新建的图书馆里合影。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扎西罗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