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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过，次旺白登像往常一样在单位对面的公园附近开

始晨跑。晨跑后，简单吃个早餐，回宿舍换上警服，签到、点名，开

始一天忙碌的工作……两年多来，来自林芝市察隅县的次旺白登

早已适应、融入了广东佛山的工作和生活。

“我是 2018年 6月份过来的，刚开始对这里的环境、饮食、气候

都不太习惯，在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帮助下渐渐地适应了，也爱上

了这里的美食。现在，我在网络上学粤语，大部分能听得懂，但说

得不太好。”如今，已是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均安分局刑警中队民

警的次旺白登说。

次旺白登是 2017年通过区外公务员考录到广东省实现就业的

林芝市高校毕业生之一，从适应环境、到熟悉业务，在领导和同事的

帮助下，两年多来，次旺白登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公安民警。

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均安分局刑警中队副中队长麦锦开说：

“次旺白登从学校出来后，就考进我们这里的公安队伍，一直从事

刑警工作。他很勤快、很勤奋，工作也很上心，组织交代他侦办的

每个案件都能顺利完成。”

2017 年，刚从河北环境工程学院毕业的次旺白登，和其他人

一样，择业成为头等大事。是留在家乡备战区内的公务员考试，

还是选择其他创业就业方式？正在犹豫的时候，通过就业援藏得

知广东佛山警队的招录信息，从小就有警察梦的次旺白登义无反

顾参加了考试。

次旺白登的父母在西藏生活了一辈子，从未离开过西藏，更

别说去广东了。知道自己心爱的儿子要跨越千里就业，他们的心

里充满了不舍，也有着些许顾虑，但看到次旺白登眼里的坚决，最

后还是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次旺白登说：“一开始，家里人比较担心，毕竟人生地不熟，路

途又遥远。后来，在我的叔叔和舅舅的劝导下，父母最终决定同

意我来广东工作。”

2018 年 6 月，次旺白登正式成为佛山警队的一员。对刚入警

队的他而言，一切都是陌生的。大学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警察

的专业知识，面对这份崭新的工作，次旺白登有些茫然。

“次旺白登是一名新同志，我作为他的老大哥，会跟他交流工

作上的经验心得。他学得认真、学得快，脑子很灵活。有时候出

去一起干活，他也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我们日常工作帮助很

大。周围的同事和领导对他评价都很高。”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

均安分局刑警中队民警康国文说。

刚入警时，领导、同事们为了让次旺白登更快地融入警队工

作中，平时经常给他“开小灶”，教他怎样取证、如何审讯，还提供

了很多培训、实践的平台和机会。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次旺白登

也付出了双倍的努力。

次旺白登说：“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从接触到熟悉、最后能一

个人独立办案，我这两年学到了很多，家里人也对我比较放心。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尽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快节奏的生活、紧张忙碌的工作、更加宽阔的平台、多彩的南

粤文化，这些曾让次旺白登以为不能融入的小顾虑，如今已经成

为了他的喜好。工作之余，他会约上几个朋友，品尝美食、散步珠

江之畔，或是选择在热闹的公园和家人朋友视频聊天。对在佛山

工作和生活，次旺白登越来越适应了。

采访中，次旺白登告诉我们，眼下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自

己的努力，学到更多的警务知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更出色

的成绩。

国以人立，业以人兴。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以

来，林芝市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努力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教育

事业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办好教

育事业，最根本的就是牢牢把握住提高教

育质量这一战略主题，把国家和自治区的

各项政策与林芝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林芝市教育局党组书

记、副局长雷振鹏说。

立德树人全面落实
教育投入稳步增加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

了船上的白帆，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

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

媚的风光......”在林芝一中，学校为教育学

生铭记革命历史、继承光荣传统、弘扬民族

精神、立志报效祖国，向全校师生推荐了

100 首爱国歌曲在全校范围内传唱，并多次

举行“唱红歌、跟党走”师生歌咏比赛。

近年来，林芝市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

举”，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持续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

反分裂斗争教育和民族团结示范学校、班级、

宿舍创建工作，深入开展“四讲四爱”“三联三

进一交友”“手拉手心连心”“三官讲法进校园”

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累计开展各类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 4000多场次、示范性综合实践活

动 30批次、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研学旅行 19

次、受教育师生达50万人次。

林芝市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每年市、县

区两级财政对教育投入的比例不低于 20%。

五年来，全市累计投入教育资金达 65.9 亿

元，由 2015 年的 9.9 亿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14.5亿元，援藏投入教育资金达 2亿元；建成

了各类学校（幼儿园）149 所，建设教育项目

400 多个，新建改建学校校舍面积达 23 万平

方米，新建教职工周转房 4.9万平方米，建设

“教工之家”83个，实现中小学“教工之家”全

覆盖，极大改善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

件，持续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

师德师风建设不断加强
教师队伍结构更加优化

“包吃、包住、包基本学费的‘三包’政

策，是党和政府的特殊关怀。你们要懂得

感恩，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之

才……”这是被广大学生称为“超级阿爸”

的教师索朗朗杰经常对孩子们说的话。

林芝市坚持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

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在教师队伍中广泛

开展“一考三评”和师德建设“三学三评两

提升”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打造一支爱岗敬

业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涌现出了以“感动中

国人物”“最美乡村教师”格桑德吉、被广大

学生称为“超级阿爸”的索朗朗杰、“全国民

族团结先进个人”平措次仁为代表的一批

师德师风先进典型。

同时，林芝市按照“国培作示范、区培

抓重点、市县保全员、校本重教研”的教师

培训总要求，组织教师参加各类培训 2.3 万

人次。持续开展教师教学技能大练兵活

动，全市教师参与率达 95.87%，教师业务能

力不断提升。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长

教师交流轮岗和上派下挂制度，近三年来

交流轮岗 230 人次。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艰苦偏远地区教师待遇不断提高。启

动实施名校长、名教师培养工程，示范引领

作用逐步显现。通过专招引进，教师队伍

结构进一步优化。

软硬教育设施持续健全
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升

截至目前，林芝市 7 个县区县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全部通过国家评估验收，县域

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五个 100%”教育

目标全面实现；全市已建成计算机网络教

室 79 间，交互式教学终端 922 套，精品录播

教室 22间，常态录播教室 57间，完成了林芝

教育城域网双链路建设，实现了市直学校

万兆到校，县区直、乡镇学校千兆到校的目

标；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

林芝市连续 5年稳居全区第一。

2019 年 ，林 芝 市 高 考 上 线 率 达 到

98.55%，中考平均分同比提高 26.9 分，创历

史新高；小学各学科监测结果在 2018 年全

区教学质量监测中均居第一。林芝市八一

中学 2018 年度获得全国民族团结先进单

位，林芝市一中、达木珞巴民族乡小学 2019

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此外，

林芝市建有各类运动场地 641 个，创建全国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5所。

“让人民群众对林芝教育的认同感、信

任感、质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雷振鹏表

示，林芝市教育系统将更加主动适应教育

发展新形势、新常态，确保到 2025 年教育改

革取得明显进步，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全面

提高，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

学、社会积极主动参与、各方合力推进的教

育工作格局更加完善，教育水平大幅提升，

林芝市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迈上新

台阶。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 胡文）近日，首届西部农

民工返乡创业大赛决赛在重庆举行。林芝市“古玉山

珍——高原黄牡丹”项目代表西藏自治区参赛，获得

优胜奖。

大赛通过报名召集，经过层层筛选，重庆、四川、青

海、西藏、内蒙古、广西、甘肃等省（区、市）的 16 支优质

项目团队突出重围，进入决赛。入选项目涵盖新一代农

业技术、生态种养、绿色种植、智慧农业及农产品深加工

等诸多领域。大赛采用“8分钟现场路演+5分钟评委点

评”模式，由专业评委对项目从创新示范性、社会价值、项

目团队、发展现状和前景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据了解，西藏察隅县松卡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

“古玉山珍——高原黄牡丹”项目是代表西藏自治区

参赛的唯一一个项目。该项目注册资金 150 万元，经

营范围主要是对生长于西藏察隅县古玉乡的野生黄

牡丹进行加工，经天然晾晒风干制成，为纯天然、无添

加的绿色茶饮。公司成立 3年来，带动 300多户当地农

牧民增收 80余万元。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 通讯员 杨雪敏）作为一个集自然景

观观光、游乐活动体验和文化、商业活动、农业观光节点体验为一

体的综合类观光游乐园，工布江达县田园东玛自今年 10 月试营业

以来，备受市民和游客的青睐。工布江达县裕丰扶贫综合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旗下的田园东玛是工布江达县投资最大、领域最广，

专注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扶贫龙头企业，也是工布江达县农

牧民转移就业的主要平台之一。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工布江达县巴河镇拉如村的田园东玛，

色彩缤纷的风车过道绚丽梦幻，各式各样的游乐设施欢乐满满，

各色花卉争相怒放的休闲茶吧环境幽雅。正值周末，不少市民纷

纷驱车来到园区，度过闲适安逸的一天。

沿着滨河景观带深入园区，工人们三五成群，正忙着修剪草

坪。这些工人都是附近村庄的群众，有的是从园区开始建设就一

直在这边工作，有的是试开园后到景区来的。从在家务农到有合

同、有保险、有稳定工资的一名企业职工，甲热村村民、田园东玛

的种植工人欧珠达瓦谈起现在的工作喜笑颜开。

花果蔬菜种植是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带种植工人占园

区工人数量的一半。目前，田园东玛有种植工人 35 人，均为当地

农牧民群众。此外，园区的服务区吸纳了 10余名当地群众就业。

午后的休闲茶吧里，娇艳的花卉与青翠的蔬菜长势良好，不

少市民三两而坐，在充满自然气息的茶座上喝茶聊天。服务员曲

吉措姆的身影穿梭在茶吧的各个角落，忙着为顾客泡茶、送饮料。

在为农牧民群众提供大量岗位的同时，园区还积极吸纳本地

籍高校毕业生就业。老家在巴河镇堆果村的高校毕业生索朗帕

姆于今年 7月来到公司，短短几个月，各项工作已游刃有余。

田园东玛项目建设之初，裕丰扶贫综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

致力于促进园区发展和带动当地农牧民群众就业增收。2017 年

至 2019 年，公司通过项目建设劳务用工、当地材料供应和扶贫入

股带动群众增收 1141 万元。试营业以来，吸纳长期务工并签订劳

动合同的农牧民群众和大学生 50余人。

据了解，田园东玛将于明年 4 月正式营业，届时将为当地农牧

民提供就业岗位 60 个，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 40 个，这座小小观光

游乐园将成为农牧民群众就业增收的新渠道。

好男儿志在四方
——次旺白登在广东的从警故事

本报记者 张猛 本报通讯员 刘春娟

工布江达县田园东玛：

小 小 观 光 游 乐 园

带 动 就 业 好 平 台
“雪域江南”立德树人育未来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林芝教育事业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张猛 胡文

林芝职业技术学校

开展免费西点培训

为进一步挖掘当地红色资源、弘扬红色文化、激发红色效能，波密

县坚持以红心党建品牌创建为抓手，在 318 国道沿线波密段合理设置

红色文化宣教点，以波密县委红楼为主，着力打造集党性教育、红色旅

游、红色宣传为一体的主链条。

图为波密县委红楼的工作人员在为慕名而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红

楼历史。 本报记者 张猛 胡文 摄

工布箭歌是流行于林芝市，与响箭比赛这一民间体育活动相生相伴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

如今，这门古老的表演技艺不但没有失传，而且仍然持续焕发活力并被搬上舞台，成为当地群众

和各地游客喜闻乐见的文艺娱乐活动。

图为巴宜区布久乡群众在当地举行的响箭比赛上表演工布箭歌。 本报记者 张猛 摄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 胡文）近日，林芝职

业技术学校开展免费西点培训，30 余名来自林芝

各县区的学员参加培训。

培训邀请林芝职业技术学校和某酒店专业西

式面点老师，采取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授课。授课中，老师面对面给学员们讲

授各式面点的制作技巧、流程和注意事项，并进行

实践演示，边操作边讲解。在老师的讲解和示范

下，学员从打蛋、筛粉、使用烤箱等环节入手，在老

师的指导下亲手制作各种面点，互相交流学习心

得。

此 次 培 训 注 重 培 训 效 果 ，改 变 以 往“ 填 鸭

式”的教学方式，利用校企合作平台，发挥专业设

备、资源优势，吸引社区居民体验学习，使群众在

家门口零距离掌握简单、实用、有特色的西点技

能，丰富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提高群众生活品质，

达到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目

的。

林芝市绿色茶饮创业项目

在西部农民工返乡创业大赛中获奖

载 歌 载 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