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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西藏那曲地区尼玛县达果乡鲁玛俄布村至来多乡东赛村改建工程全一标段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建设完工，并已付清该工程所有民工工资，如该工程发生任何拖欠民工工资问题，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如有异议，请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本工程负责人李庆联系。

联系电话：18908909020
特此公告

西藏胜道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2月 27日

声 明
由我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昌都市洛隆县腊久乡至八宿县拥乡公路工程》现已全部完工，所有民工工资

已全部结清，无拖欠情况。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本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电话：15982893536
特此声明

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昌都市洛隆县腊久乡至八宿县拥乡公路工程项目经理部

2020年 12月 27日

公 告
西藏林芝唯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林芝卉杰园林绿化公司、信达电脑三个公司分别承担林芝市卷烟配送中心水电改造

项目、生活区绿化项目、科室制作制度牌项目，请以上三个公司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与我单位联系并提供结算资料
结算质保金，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人：田德淋 联系电话：0894-5885154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烟草公司林芝市公司
2020年 12月 27日

6349996 6322866
0891-

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西藏拉萨市曲水县藏族群众参加春耕仪式（3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奇迹 2020：

全面奔小康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2020 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十三五”即将收官，“十四五”正

待起航。

一年来，全国上下同心协力、顽强奋战，绘就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的“脱

贫答卷”。随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治理、文化建设等民生领域的发

展改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面小康的梦想，都化作一个又一个笑颜绽放的故事。

广西武宣县金鸡乡仁元村的返乡创业者覃永灵在养殖场内展示收获

的鸡蛋（6月18日摄）。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在河南省嵩县黄庄乡三合村，参加研学的小朋友们在制作完成手绘脸

谱后合影（8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马营村的梯田（9月 10日摄，无人机照片）。

2020 年 11 月 16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宣布固原市西吉县退出贫困县序

列，往昔干旱贫瘠已远去，今朝五彩斑斓入画来。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2020 年注定在历史上是非同寻常

的一年。从春到秋、从南到北，疫情、洪

涝、台风、病虫害……一场场灾害轮番

袭来，人们一度担心，粮食够不够吃？

菜价会不会涨？收入能不能增？

走过四季，乘风破浪。岁末回首，

你会看到，那田野里一张张农人饱经风

雨的面孔，映出了粮食“十七连丰”、主

要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喜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抓好农业生产，推进农村

改革和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亿万农民朋友正在奔向更好的日子！

【面孔1】
“大葱哥”驰援武汉前后

今 年 春 节 ，武 汉 疫 情 牵 动 全 国 人

民 的 心 。 河 南 省 嵩 县 闫 庄 镇 竹 园 沟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朱 德 林 总 觉 得 该 做 点

什 么 。 村 里 盛 产 大 葱 ，种 植 面 积 上 百

亩 。 他 动 了 给 武 汉 人 民 送 大 葱 的 念

头。

春节期间，联系不到生产刨葱机械

的厂家。附近村民得知要给武汉送葱，

300多位村民自发去拔葱。

朱德林回忆说，3 天时间，村民在冰

天雪地里拔了 80亩地的 10万斤葱。

怎 么 运 到 武 汉 ？ 这 又 成 了 难 题 。

不断有爱心人士帮忙，终于把大葱运到

武汉。

朱德林由此获得了“大葱哥”的绰号。

四川、山东、湖南……各地农民纷

纷自发给武汉送去一车车蔬菜、水果、

肉类等农产品。

最近，朱德林的事业也有了起色。

原本主要在本地卖葱的他，开始把闫庄

大葱卖到外地。

上个月，他在洛阳推销大葱时被人

认出，不到 3 小时一车大葱就被抢光。

各地朋友通过电话、网络抢购大葱。“卖

得可快了”，他特别开心。

明年，朱德林希望带动更多农户种

葱、打造品牌，把村里的大葱产业做大

做强。

【面孔2】
种地碰上“有生之年”

夏天，黑龙江连遭三次台风，辛宏军

家的 100多亩玉米成片“趴”在了地里。

家住兰西县兰西镇林盛村的辛宏

军种了大半辈子地，没料到今年种的玉

米碰到了最严重的倒伏。

“ 有 生 之 年 没 遇 到 过 。 台 风 一

过 ，苞 米（玉 米）刮 倒 了 ，地 里 头 全 是

水。”

他 本 以 为 今 年 玉 米 将 大 幅 减 产 ，

“ 一 亩 地 能 打 个 三 四 百 斤 就 不 错

了 ”。

没想到，当地派来技术人员指导，

他也积极补救，最后产量跟往年比没减

多少。由于粮价提高，每亩地比往年还

多卖了 100多块钱。

今 年 ，村 里 引 进 了 辣 白 菜 加 工 企

业，满负荷生产可加工 5000 亩白菜。辛

宏军打算明年种 50 亩白菜，进行轮作，

提高收入。

对 于 来 年 ，他 希 望“ 年 头 比 今 年

好”，能有大型收割机帮忙收玉米，这样

“种多少地都不犯愁了”。

【面孔3】
种粮大户也要“乘风破浪”

和辛宏军一样，湖南省平江县的种

粮大户唐发根也没想到，今年种水稻会

这么难。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一度导致种子

肥料难买、地难下，他一度以为今年可

能赶不及种水稻了。等到情况缓解，他

赶紧买了 5 台抛秧机，用最快速度插完

了 2800多亩早稻。

几个月后，待稻谷迎来收割时，当

地又碰上了几十年难遇的持续阴雨天。

“连下了二十来天雨。”唐发根说，

“即使把稻谷抢收上来，没有太阳也没

法晒干，乡亲们急得团团转。”

他的 5 台烘干机派上了用场，接下

来的 20 多天里，他没日没夜帮大家烘干

稻谷。一些乡亲吃饭、睡觉都在他家。

唐发根估算，他陆续帮村民们烘干了超

过 2000吨稻谷。

年底算下来，他的水稻产量今年居

然超过了 2500吨。

今 年 全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达 13390 亿

斤，连续 6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突

破重重困难，全国农民最终迎来“十七

连丰”。

【面孔4】
坎坷“后浪”养鸡带来命运转折

养了 4 年鸡的丁转成今年终于成功

了。

在河南省嵩县城关镇王庄村的家

里，这个 29 岁的小伙子这几天正忙着收

鸡蛋。他行动不便，但每个步骤都十分

熟练。

由于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丁转成从

小被多家弃养，当地农民丁金栓收养了

他，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多年。丁金栓给

他取名“转成”，意思是“转到这儿就算

成了”。

“第一年我买了 2000 只鸡苗，由于

缺 乏 经 验 ，3 个 月 后 最 大 的 还 不 足 一

斤。”丁转成说，“去年由于圈舍夜里冷，

上 千 只 鸡 苗 几 乎 全 部 冻 死 。”今 年 的

5000只鸡，是他养得最好的一次。

4 年时间，摸索对了路，丁转成一家

顺利脱贫。

到今年底，经过 8 年持续努力，全国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丁转成明年的愿望是继续努力养

鸡、多挣钱，带父亲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面孔5】
“草莓研究员”立志打破

国外垄断

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阮继伟今年最开心的事，是团队的 4 个

草莓品种获得了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

种权证书。

新品种草莓能够在夏秋季开花结

果，拉长草莓上市季节。

这是国内第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日中性”草莓新品种，将打破该

品种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

在云南省富民县的国家高原云果

产业园里，阮继伟每天都要查看草莓开

花和挂果情况。8 年来，阮继伟团队针

对“日中性”草莓品种开展引种评价、繁

育和绿色栽培研究，累计推广绿色高效

栽培技术达 3万余亩。

不久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种

子和耕地问题得到高度重视。会议强

调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

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阮继伟又斗志满满。

【面孔6】
“60 后”新农人：“卖最土

的货，带更多的人”

上半年餐饮业遭受重创，同时也困

住 了 餐 桌 上 的 一 种“ 味 道 ”—— 花 椒 。

在重庆市江津区画眉湾家庭农场，7000

棵花椒树果实一度销售无门。

“再难都挺过去了。”农场负责人、52

岁的“60 后”新农人周鸿说，通过“电商

平台+网络直播”，农场形成了线上线下

销售“双通道”。

5 年来，周鸿通过微信朋友圈、直播

带货等方式销售农副产品，卖出鸡蛋超

过 1000万个，覆盖全国 30多个省份。

“卖那么多货，全部自己养、自己种

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就让整个村的

人帮着养、帮着种。”周鸿说，已经有 100

多户农户加入了农场。

新的一年，周鸿希望能带动更多村

民增收致富。他要“卖最土的货，带更

多的人”。

目前，越来越多的“新农人”为乡村

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发展新业

态，带动一个个传统村落走向现代化种

植，走向乡村振兴。

（参 与 采 写 周楠 杨静 王建 唐

铁富）

（新华社北京12月 25日电）

走过四季：

乘风破浪的“三农”面孔
新华社记者 董峻 黄垚

冬日拉萨，8 点多天才亮。我们定

了 6 点的起床闹铃，要去山南市隆子县

玉麦乡看望卓嘎、央宗姐妹，单程 300 公

里，中途翻越两座雪山，必须赶早出发。

卓嘎、央宗姐妹是大家熟知的“时

代楷模”。去年 11 月，她俩第一次到江

苏，走访了开山岛、华西村等地，和王仕

花等楷模见面，结对共建“时代楷模”互

助联系点。从开山岛临走时，王仕花特

地赠送卓嘎、央宗姐妹在开山岛升起过

的一面国旗，“希望以后有机会去西藏

玉麦走走你们的巡边路，在你们那里看

到这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这次去玉麦，正为延续这份情谊，

看看江苏能为玉麦做点什么，同行的还

有援藏干部、拉萨市委宣传部卞光辉副

部长和另外两位同事。

车窗外零下七八度，我们在车里昏

昏欲睡。慢慢地，远方的山尖开始染上

朝晖，仿佛在轻轻唤醒冰冻的高原。我

们一路向东，走林拉公路，转 302 县道往

南，再走 560 国道，沿途有不少风景名

胜。

四小时后，我们的车开始攀爬第一

座 雪 山—— 海 拔 5300 米 的 果 本 拉 山 。

沿途大石头上时常可见边防军人手绘

的五星红旗。在山路最高处，我们下车

欣赏风光，并献上洁白的哈达。回头看

来时路，才发现山腰上有用石块拼出的

红色大字：祖国万岁。没错，山川如此

壮丽，守护好每寸疆土是我们应尽的义

务。

玉麦乡党支部书记达瓦，在曲桑村

岔路口等我们。他是拉萨人，在玉麦一

待就是十几年，有时巡边负重 20 公斤以

上，一走五六天，脚趾甲也会翻开；有时

遇到雨天，他把塑料布铺在地上睡过。

“可舒服了！”达瓦告诉我们，他要做草

籽一样的戍边人，撒到哪里都能生长。

达瓦的车在前方领路，我们向此行

第二座雪山——海拔 5000米的日拉雪山

进发。藏语里“日拉”是朦胧的意思，因

为印度洋暖湿气流，这里常年云雾蒙蒙，

湿气很重。过去每年 11 月到来年 5 月，

大雪封山后交通就断了。如今进入玉麦

乡的道路，是在 2018年完成升级的。

雪珠击打车窗，窗外闪现出水墨长

卷：苍劲的松树、飘逸的松萝，在云雾中

若隐若现。盘山路层层升高，路边不少

棱角分明的滚石，连瀑布都冻住了，让

人怀疑时间也会凝固。

下午三点，从半山腰俯瞰新玉麦，

经过重新规划和建设，在雪山环抱下，

俨 然 一 座 现 代 化 的 高 山 峡 谷 度 假 小

镇。崭新的藏式建筑上，家家户户都升

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像一簇簇跳动的红

色火焰。小广场前树立着格外醒目的

八个大字：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如今，卓嘎、央宗姐妹各自居住的

是 200 多平米的两层藏式小楼，门口还

挂着“综合服务中心”门牌，兼有小卖

部、游客集散地、家庭旅馆等功能。宽

敞的客厅里，陈列有各类获奖证书、锦

旗，悬挂着领袖像。

卞光辉副部长向两位可敬的老人

表达了问候，并送上藏汉双语的书法作

品“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卓嘎说，去年到江苏，对开山岛印

象最深，觉得王继才、王仕花夫妇 32 年

守岛的经历和她们“很像”。在开山岛

升国旗的时候，王仕花悄悄抹了一下眼

角，被卓嘎看到，她主动上前握了握王

仕花的手，“真的就像姐妹”。2019 年 11

月 23 日，一面曾经在开山岛飘扬过的五

星红旗，在雪域高原冉冉升起。跨越山

与海、飞越 3600 多公里，这场意义非凡

的升旗仪式，特别是两地同唱国歌的情

景，通过江苏媒体的网络直播，令很多

网友动容。

姐妹俩很想邀请赠送国旗的王仕

花，亲自来玉麦升一次国旗，亲眼看看

玉麦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答应她们

一定帮助实现这个愿望。

临走前，我请卓嘎、央宗姐妹录一

段贺岁小视频，她们特意换上漂亮的民

族服装，很开心地用藏语说：“祝江苏人

民新年快乐，扎西德勒！”夜已深，我们

匆匆告别卓嘎、央宗姐妹。明年，江苏

或将为玉麦援建一座活动中心，我们还

会带着江苏援藏医生来看望她们。

大雪无痕，玉麦乡格外静谧。我仿

佛看到，从江苏开山岛、华西村，到 3600

公里外的西藏玉麦乡，无数面鲜红的五

星红旗，正在迎风飘扬。

（作者为江苏第九批援藏干部，拉

萨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五星红旗在祖国大地高高飘扬
夏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