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志愿加入拉萨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

务队，服从指挥，听从安排，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掷地有声的誓言出自 24岁大学毕业生李超的口中。

李超是一名“90后”的年轻志愿者。大学毕业后，李

超一腔热血地投身到了志愿服务队伍当中。今年，他原

本计划着回家和家人们一起过个幸福的团圆年，疫情爆

发后，单位电话通知李超回单位帮忙。挂断电话后，李超

来不及多想便辞别家人，提前结束休假，第一时间从济南

赶回了拉萨。

“因疫情防控任务异常重要，区内安居点、大型公

共场所随时都需要防疫物资，我所负责的工作就是区

内物资入库和出库统计，所以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为了

确保防疫物资及时供应，我第一时间赶赴柳梧新区参

与分流工作，经常加班到凌晨才下班。父母虽然全力

支持我的工作，但作为老人心里的担心是免不了的，他

们经常通过视频了解我的情况，在鼓励我做好工作的

同时也提醒我注意安全。虽然每天起早贪黑做事，感

觉有一点累，但有父母的支持、有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

帮助，我工作起来仍动力十足。我大学期间学的是医

学专业，救死扶伤是我的初衷，在大灾大难面前，能为

国家尽一份绵薄之力，我感到很荣幸。”李超回忆道。

李超毕业于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谈及参加

西部志愿者的原因时，李超告诉记者，在山东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就读时，一直有服务西部的打算，在学校大

力宣传和教育的影响下，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毕业后

毅然选择了投身西部建设。对个人而言，李超认为西

部志愿者的经历不仅是一种锻炼，可以增加社会经验、

开阔眼界。李超同届的毕业生共有 12 个人参加了西部

计划的志愿者，被分配到了西藏、新疆、四川等地从事

相关工作。

2020 年 7 月，李超荣获“疫情防控优秀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称号，并荣获拉萨共青

团疫情防控工作“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在西藏从事

志愿工作的 2 年多时间里，李超参加过无数次活动，除

了疫情防控工作，最让他难忘的是参加“梦想树——满

足堆龙德庆区各小学学生微心愿”活动。活动开展过

程中，学生们按要求画出自己心目中最美的人，每个人

的心中都有自己觉得最美的人，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

千个最美的人。在展示孩子们作品的时候，李超惊喜

地发现有好几幅作品画的都是他们志愿者，孩子们用

画笔传递出的暖意，让李超备受感动，更坚定了他投身

志愿 者 队 伍 的 决 心 。

“ 我 已 经 把 西 藏 当 成 了 自 己 的 第 二 个 故 乡 ，我

准 备 在 西 藏 长 期 奋 斗 。 我 的 志 愿 服 务 期 还 有 9 个

月 就 满 期 了 ，现 在 正 为 留 藏 准 备 考 试 ，希 望 通 过 努

力 能 够 如 愿 留

在 西 藏 ，为 西 藏

的 发 展 贡 献 一

份 自 己 的 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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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区又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纳金村路面上出现了一幅

幅创意十足的涂鸦作品。

以环保、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各种彩绘图案覆盖上了井盖，

使得原本黑乎乎的井盖一下变得活泼生动起来。

近日，团市委青年志愿者与纳金村青年志愿者联合开展

“创意涂鸦、垃圾分类”主题井盖绘制宣传活动。

志愿者们在井盖上绘制各种图案并配以文字，向居民群众

宣传垃圾分类的理念。为了让居民更好地实施垃圾分类，志愿

者现场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向过路群众面对面宣传垃圾分类

知识。活动当日，共发放宣传册 200张，环保袋 85个。

纳金村相关负责人表示，垃圾分类工作正在全面推进，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通过这样的集体活动，能够进一步鼓励

志愿者、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垃圾分类知晓率、参

与率，同时达到美化小区环境的效果。

垃圾分类，期待你的参与！垃圾分类，我们一起努力！

本报拉萨讯（记者 黄志武）近日，记者从拉萨市人民医院获

悉，该医院顺利通过国家脑防委卒中防治中心认证，步入国家级

标准卒中中心行列。

据了解，在市委、市政府及拉萨市卫健委的指导下，在北京市

援藏工作队北京宣武医院“以院包科”的帮助下，陆续派出第五第

六批“组团式”医疗援藏专家积极帮助拉萨市人民医院建设卒中

中心，并于今年 4 月 10 日正式启用。卒中中心的建设整合了神经

内科、急诊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检验科、放射科的力量，实

现多学科协作的无缝对接，强化精细管理、优化流程，在雪域高原

打造了一支高效运作的高质量卒中区域协同救治体系，真正体现

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自注册卒中中心建设时起，拉萨市人民医院按照国家卒中防

治中心建设的标准，逐步完成了卒中中心建设要求的基本条件与

资质，整合优化医疗资源，开设脑卒中筛查与随访常规门诊，加强

急性卒中患者早期识别与救治、院前急救系统与院内卒中绿色通

道，组织开展联合例会、质量改进会及典型病例讨论会，不断提高

脑卒中救治水平，为有效救治卒中患者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下一步，卒中中心将与相关临床、医技、职能科室不断加强卒

中防治的宣传、多学科间救治模式的发展以及卒中防治培训，为

拉萨市乃至西藏自治区的脑卒中防治作出积极贡献。

今年以来，城关区统筹脱贫攻坚、整合

资金，实施了 19个包括农村饮用水、道路、生

态等在内的民生项目，打通了便民利民的

“最后一公里”，也为乡村振兴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

记者日前来到城关区蔡公堂街道白定

村协沟牧业六组道路改造及便民桥建设项

目施工现场时看到，一辆铲车正在将原来的

土路一点点铲平，把路面拓宽到 4.5 米的乡

村道路标准。因为开工较晚，这个冬季，住

在山脚下的白定村七八户牧民还无法享受

到平整的水泥路面带来的出行便利。但他

们相信，这个日子正一天天临近。

白定村第一书记次仁维色告诉记者，虽

然现在住在六组的人不多，但是如果路修好

了，不仅能够为六组村民们的出行带来便

利，还可以发展旅游产业，带动六组村民增

收致富。

“在冬天，日照时间短，土路容易结冰，

老百姓出行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等路修

好之后，群众出行便捷且安全。我们准备将

这条路开发成旅游线路，市民群众可以到协

沟牧业六组休闲娱乐，欣赏这个地方美丽的

风景。”次仁维色满怀期待地说。

通 往 幸 福 的“ 最 后 一 公 里 ”注 定 不 容

易。因为开工较晚，加上冬季严寒降雪等原

因无法施工，山上的几户牧民还要等到明年

春季才可以感受到家门口有硬化路的幸福。

相比较而言，纳金街道嘎巴村牧业组的

13 户牧民幸福就要来得早一些。当记者来

到嘎巴村“村村通”道路硬化工程施工现场

时，工人们正在给最后一段路浇筑混凝土，

两条水泥路即将合龙。这意味着住在 1公里

多外山腰上的牧民将彻底告别以往坡陡、坑

大、灰多的土石路。

城关区纳金街道嘎巴村“村村通”道路

硬化工程负责人何松泉介绍说：“正在施工

的是最后一段混凝土路面的浇筑，完工之

后，再把剩下的防撞墙、伸缩缝等小的附属

工程做完就可以通车运行了。”

从解决出行难到解决吃水难，农牧区人

居环境的综合整治，既是啃下脱贫攻坚最难

啃的硬骨头，也是在为建设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乡

村奠定坚实基础。

走进白定村四组巴桑家中，巴桑的妻

子正在用洗衣机洗衣服。要是在往年，一

到寒冷的冬季，别说洗衣服，就连饮用水都

不一定能得到保障。今年，城关区实施了

包括白定村在内的多个饮用水维修改造工

程，解决了部分偏远村落农牧民饮用水安

全问题。

次仁维色告诉记者，以前蓄水池容积不

够 ，可 能 会 导 致 冬 天 结 冰 ，存 在 断 水 的 情

况。现在蓄水池总容量是 200 立方米，已经

解决了白定四组、六组全体老百姓的吃水问

题。即便到了冬日，老百姓也不再为用水的

问题发愁了。

党的好政策造福百姓。19 个扶贫项目

的落地实施，有的解决了民生难题，有的巩

固了脱贫成果，有的正在为群众增收作贡

献，成为小康路上的助力器，助推乡村兴旺、

助力群众幸福。

“每天按时打卡上下班，一家人的生活越过越好，心里别提多开

心了！”如今的拉巴已从一个闲散的贫困户变成了一个闲不住的实

干者。

今年 38 岁的拉巴，是当雄县纳木湖乡纳木湖村五组人。前些

年，拉巴家的生活过得并不轻松，家中的生产资料仅有 22 只羊。

拉巴还要时常带着轻度残疾的妻子，靠在纳木湖扎西岛上卖纪念

品获取收入，艰难地维持着一家４口人的生活。

2016 年，拉巴一家被纳入纳木湖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解决了

吃、穿、住等最迫切的问题。拉巴始终铭记党的恩情，生活改善

了，但仍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不想给政府“拖后腿”。

近年来，通过国家精准扶贫相关惠民政策的宣传引导，在村

“两委”、下沉干部、驻村工作队的真帮实扶下，拉巴迅速改变了

“等靠要”不良思想，主动提出要在国家的帮助下，学习生产技能，

并积极参与县、乡党委、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为早日摆脱贫困

做准备。同时，随着思想意识的转变，拉巴对孩子教育也格外重

视起来。为了能够让女儿斯塔拉姆和仁增卓嘎在更好的环境中

学习，夫妻二人毅然决定送两个孩子到拉萨上学，希望孩子能接

受更好的教育，

如今，依靠自力和技能提升，拉巴在拉萨市农业银行当保安，

每月工资 4000 元，妻子扎桑在拉萨市当环卫工人，每月工资 3500

元，家庭年收入达到了 9 万余元，一家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

道。

“党和国家就好比一个家长，他有很多孩子，我们不能都等着

家长救济，更需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摆脱贫困，走上致富路。”拉

巴如是说。

“ 年 轻 人 应 该 一 路 向 前 ，为

自己梦想而打拼。”对 90 后创业者

强巴尊珠来说，现在的每一天都是

有充实的。1995 年出生的强巴尊

珠大学毕业后，选择了自己热爱却

在父母眼中极为艰难的创业路。

今年 25 岁的强巴尊珠，是拉萨

市尼木县塔荣镇人，家中 7 口人，父

母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并照顾爷爷，

哥哥旦增赤列在林芝打工，弟弟次

旺旦增在西藏登山队工作，妹妹目

前正在读大学。

2019 年 7 月，强巴尊珠从江西

服 装 学 院 广 播 电 视 编 导 专 业 毕

业。虽然自己的大多数同学都选

择毕业后考公务员，这对刚走出大

学校园的大学生而言，无疑是比较

不 错 的 选 择 ，而 在 强 巴 尊 珠 的 心

中，却有着另一个梦想，那就是开

办一家属于自己的传媒公司。

强巴尊珠从小就热爱摄影，在

学校就立志毕业后要从事摄影相

关 工 作 的 他 ，一 直 怀 揣 着 这 个 梦

想。在课余时间，他都会学习和积

累拍摄经验，让自己对摄影有更多

的了解。大学毕业后，在了解到尼

木县人社局组织意愿创业高校毕

业生参加 SYB（创办你的企业）创业

培训班这一消息后，强巴尊珠立即

报名并参加了培训。

通过培训，强巴尊珠对于创业

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并于 2019 年 10 月与另外 2 名大学生联

合创办了西藏古玛热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平面设

计、文艺创作、影视节目策划等内容。目前，西藏古玛热影视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员工 5人，均为高校毕业生。

“创业非常苦，有时候出现的问题你自己都想不到。但只

要有梦想，有努力的方向，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我觉得年轻人

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事业，不必墨守成规，应该为了梦想去努

力。”强巴尊珠说。

公司的创办，让强巴尊珠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梦

想，也更用心地去拍摄每一部片子。３个热血青年，凭着热情

的服务态度和努力，凭着精湛的摄影技术和踏实的办事风格，

公司成立以来，已先后承接各类项目 30余个。

强巴尊珠表示，虽然目前企业创办时间不长，收入也相对

较少，但是他会进一步加强学习，与公司其他员工一起提升自

身专业化水平，把公司做大做强。眼下要做的，就是认真完成

每一次拍摄任务，积累人脉，扩大公司的知名度，为更多的需求

者拍出他们满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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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黄志武）为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作用，

近日，布达拉宫雪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启动了爱国主义研学实践

活动。拉萨市 11所中小学校师生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爱国主义研学实践活动还将举办以“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

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演讲比赛，选拔 18名学生担任该基地“小小讲

解员”，并将进行为期两周的讲解员培训，通过参与讲解活动让学

生深入了解西藏历史，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拓宽眼界。拉

萨市第一小学德育主任仁青卓嘎说：“这是我们学校第二次参加此

类活动。在去年的‘小小讲解员’比赛中，我校取得了很好的成

绩。我们希望通过爱国主义研学实践活动让学生正确认识我们祖

国的历史，增强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

据了解，布达拉宫雪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 2009 年挂牌以来，

持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取得良好成效。“下一步，基地将在全

区范围内举办爱国主义研学实践活动，让更多的学生走进雪城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进一步了解西藏历史，了解社会变迁。”布达拉宫

管理处雪城管理科副科长旦增多吉说。

布达拉宫雪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启动爱国主义研学实践活动

市人民医院卒中中心

通过国家脑防委卒中防治中心认证

城关区19个民生项目打通便民利民“最后一公里”—

让“民生答卷”写满获得感
本报记者 黄志武 本报通讯员 刘梦婕

井盖会说话——

创意涂鸦 垃圾分类
本报记者 黄志武

图❶：志愿者正在给井盖涂鸦。

图❷❸❹：涂鸦后的井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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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

从脱贫攻坚中收获新希望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在抗疫一线奏响青春之歌
——记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李超
本报记者 央金 见习记者 格桑央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