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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西下，边巴迎着喜马拉雅北麓入秋的疾

风，一边打乌尔朵（藏语，牧人赶牛羊的投石工

具），一边大声吆喝着赶羊群回圈。尽管长年风

吹日晒在他脸上留下一道道“沟壑”，在海拔 4400

米的草场，心情欢快的边巴仍健步如飞。

今年 47 岁的边巴，是西藏日喀则市宗措村村

民。他还有个身份，是村里岗巴羊养殖合作社的“首

席羊倌”。放了 30多年羊的他，加盟合作社后第一

次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他说：“还是合作力量大！”

边巴所在的宗措村，是定日县尼辖乡乡政府

驻地。尼辖，藏语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然而，

因地处偏僻、无霜期短、风沙大、荒漠化严重等原

因，这座距离珠穆朗玛峰不足百公里的村庄，似

乎从未体验“向阳而生”的温暖。

几个月前，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驻宗措村

工作队队长刘国亮初来乍到，就听说了村里不堪

回首的往事。

“别人家的青稞长在地里，而在宗措村，不少人

家的粮食却长在拇指上。”刘国亮说，以前每到青黄

不接时节，村民们成群结队外出乞讨。“双手伸出大

拇指，说出‘咕叽咕叽’（藏语，请求的意思）的乞讨

语，就这样把青稞讨回家。”前几年宗措村的乞讨现

象虽然少了，但全村人均收入在县里仍排名倒数。

党的脱贫攻坚政策，让这座远近有名的贫困

村出现转机。

2015 年 4 月尼泊尔地震后，距离中尼边境不

远的宗措村震后重建。全体村民搬出危旧住房，

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又在上级帮助下，筹划起

了产业发展。打破资源匮乏瓶颈，成立合作社集

中养羊，成了村里的新选择。

村党支部书记索朗亲自挂帅，出资担任合作

社理事长。村干部外出学习，回村后又马不停蹄

走家串户，发动村民入股加盟。发现村民们犹豫

不决，索朗书记拍着胸脯承诺：“入股的人赚了是自

己的，赔了算在我头上。”2019 年 3 月，宗措村岗巴

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运转。（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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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西藏文化部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让中华文化始终是

西藏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西藏

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思想深深

扎根在群众心中。

艺术作品精品迭出

2019 年，经典话剧《不准出生的人》在拉萨、那曲、

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等地

进行巡演，历时两个多月，吸引线上线下观众 30 余万

人。该剧复排导演穷达说：“这部话剧像是一个时空隧

道，带着大家重回过去，真正做到身临其境。经历旧西

藏的苦，更懂新西藏的甜，回望历史才能更珍惜现在”。

《不准出生的人》只是我区文化工作发展的一个

缩影。

“十三五”以来，我区文化部门聚焦服务全区中心

工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文艺在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上

的重要作用，掀起以重大爱国主义题材、革命历史题

材、现实题材、“中国梦”等为主题的创作热潮，累计创

作剧（节）目 4000 余部。主题歌舞晚会《共产党来了苦

变甜》是近年来我区文艺创作中的精品力作；民族团

结主题话剧《共同家园》引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改

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话剧《八廓街北院》以小见大、反映

历史巨变，并被列入“全国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工程”创

作扶持剧目；脱贫攻坚题材藏戏《藏香情》唱响同奔小

康路的主旋律；藏戏《六弦情缘》荣获第五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艺会演“戏剧类剧目金奖”……五年来，西藏文

化艺术事业迈入繁荣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传统文化放出新彩

五年来，我区文化部门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推动非遗、文

物、古籍等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发展。截至 2019 年

底，我区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3 项；国

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县级代表性项目分别为 89 项、

460 项、487 项和 1364 项，代表性传承人分别为 96 人、

522 人、254 人、425 人。出台《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国

家级、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补助经费分别达到

2万元、1万元。

2019 年我区新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 处，全

区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0 处。目前，西藏博物

馆改扩建工程和新馆展陈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全区

古籍普查任务顺利完成，布达拉宫古籍、贝叶经保护

工作得到空前加强，各类古籍登记、修复、研究等工作

成果丰硕。今年，首批“云共享”珍贵古籍文献正式上

线，标志着我区迈入古籍文献“云阅读”时代。

公共文化共建共享

五年来，全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趋完善，

西藏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

截至 2019 年底，“十三五”期间中央支持政策和重

大项目全部落地，一大批文化基础设施相继建成。全

区共有 7058 个公共文化设施，基本建成区市县乡四级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现各市地有图书馆、群艺馆、博

物馆，县县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乡乡有综合文化活

动站，53%的县民间艺术团有排练场所。年均开展各

类惠民演出 8000 余场，累计覆盖群众约 1500 万人次，

推动落实剧（节）目大众化，广大群众文化饥渴问题得

到缓解。 （下转第四版）

文 化 惠 民 更 精 彩
—“十三五”以来西藏文化工作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十三五”，决战脱贫攻坚取得新突破
四版 时政新闻

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康乐新居是由 5 个县区的易地扶贫搬迁户组成的社区，共 714 户

3152 人。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便农牧民群众就近就便就业，增加居民收入，2017 年开始，这里

成立了服装、地毯加工厂，搬迁后的农牧民群众既掌握了技能，也改善了生活条件。

图为搬迁群众在康乐新居服装加工厂缝制衣服。 新华社记者 田金文 摄
巧手“缝”出好日子

本报拉萨 10 月 27 日讯（记者 唐

启胜）26 日上午，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常务副主席、区国安指挥部总指挥

庄严先后来到拉萨河 2 号闸、拉萨河

河 势 控 导 工 程 现 场 、色 拉 寺 、布 达 拉

宫 广 场 便 民 警 务 站 、小 昭 寺 ，实 地 调

研安全生产、寺庙依法治理和社会面

治安秩序情况，看望坚守一线的工作

人员。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中 央 第 七 次 西 藏 工 作 座

谈会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

照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部 署 要 求 ，树 牢

底 线 思 维 ，增 强 忧 患 意 识 ，狠 抓 既 定

部署落实，推动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

区党委常委何文浩、白玛旺堆一

同调研。

在拉萨河 2 号闸北闸头，庄严一行

详细听取了中华文化主题公园项目汇

报，深入了解该项目的主题立意、设计

规划、建设内容等情况。庄严指出，必

须坚持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

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深入

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

导各族群众在文化休闲中进一步铸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增 进“ 五 个 认

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拉 萨 河 河 势 控 导 工 程 总 投 资

4.4369 亿元，计划明年 5 月下闸蓄水。

庄严一行详细了解施工调度、安全生

产、工程进度等情况。他强调，要严守

安全生产底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履行好属地责任和监管责任，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措施，

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确保

建成民心工程、民生工程。

（下转第三版）

庄严在拉萨市调研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和寺庙依法治理工作时强调

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狠抓部署落实
推动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本报拉萨10月 27日讯（记者 郑璐 袁海霞）记

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27 日上午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区各级民政部门建

立健全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不

断提高救助标准：城市低保标准从 2015 年每人每

月 590 元 提 高 至 2020 年 每 人 每 月 847 元 ，增 长

43.5%；农村低保标准从 2015 年每人每年 2350 元

提 高 至 2020 年 每 人 每 年 4713 元 ，增 长 100.5% ；

2020 年集中供养和城市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 13213 元，农村分散供养

的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 7070

元；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集中收养孤儿基本生活

保障金二类区由每人每月 1000 元调整为 1059 元，

三类区由每人每月 1200 元调整为 1271 元，四类区

由每人每月 1350元调整为 1430元。

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饶边疆介绍，自 2015 年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各级民政部门扎实

推动民政领域脱贫攻坚工作有序开展，完成了民

政兜底保障脱贫攻坚各项任务。“截至今年 9月底，

全区共有 153564 名城乡低保对象，13722 名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对象。全区各级民政部门共实施包括

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众临时救助 17454 人次，累计

支出救助资金 4815.51 万元，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 （下转第三版）

西藏民政兜底保障脱贫攻坚扎实有力

农村低保标准五年间提高一倍

本报拉萨 10月 27日综合讯 连日

来，我区各市（地）委书记带头宣讲中央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确保中央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日前，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白

玛旺堆面向全市党员干部，宣讲中央第

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他强调，全

市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刻领会

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的重大部署，牢固

树立底线思维，增强斗争精神和斗争能

力，坚决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要

深刻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大部署，发扬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

结的优良传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要深刻领会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

重大部署。要深刻领会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坚持困难麻烦由

政府解决、把方便实惠送给群众，确保各

族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要深刻领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大部署，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

山，巩固好消除“无树户”和拉萨“绿色围

城”、水系改造成果。要深刻领会加强边

境地区建设的重大部署。要深刻领会加

强党对西藏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大部

署，自觉经常对标对表党中央要求，做到

在大是大非前敢于亮剑、在大风大浪中

敢于搏击。

日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

芝市委书记马升昌来到波密县向干部群

众宣讲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

神。马升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就推进新时

代西藏工作作出战略安排，围绕让群众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提出一系列优惠政

策，必将让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致富路

越来越宽、生活越来越好。大家一定要

懂得共产党的好，懂得党的优惠政策的

好，多关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的利好政策，从中增强干事创业的信心，

积极掌握实用技术，主动到企业工作，依

靠勤劳双手追求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日前，昌都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昌都市

委书记阿布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

准确领悟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

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谋深抓实学习宣

传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的具体措施，自觉对标对表抓好落实，营

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要锤炼忠诚干

净担当过硬本领，更好肩负起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昌都的职责使命。阿布还

来到卡若区沙贡乡卡洛村村委会宣讲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阿

布结合昌都发展实际，紧紧围绕中央第

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昌都取得的

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用鲜活真实

的事例深入解读了中央第七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精神，引起了大家强烈共鸣。

（下转第三版）

确保会议精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市（地）委 书 记 带 头 宣 讲

从 经 济“ 晴 雨 表 ”

看 中 国 经 济 复 苏 活 力
八版 时政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