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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一天，在一座新建的藏式

房屋前，洛松新巴正按照屋主的要求

进行装修工作，木工、贴瓷砖、刷漆、贴

墙纸……两个月后，新房的装修工作

就完工了。

“冬季建筑工地停工了，我就四处

装修房子，还能挣不少钱。”洛松新巴

说。

25 岁那年，洛松新巴从老家昌都

市 卡 若 区 卡 若 镇 多 然 村 搬 到 了 达 修

村，组建了家庭，一同住在山上破旧的

老房子里。由于山上条件差，加上需

要照顾年迈的岳母、身患慢性病的妻

子，以及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洛松新

巴基本没有什么去外地打工的机会。

好在洛松新巴对修建房屋、装修

屋子、搬运泥沙等活儿也很在行，于是

每到冬闲季节，他就在家附近打打零

工挣钱补贴家用。

2015 年，洛松新巴被精准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 年，他报名参

加 了 农 牧 民 驾 驶 培 训 班 并 拿 到 了 驾

照 。 2017、2018 年 ，通 过 精 准 扶 贫 优

惠贷款政策，洛松新巴先后购入一辆

四桥车和一辆商混车，并在村“两委”

的帮助下，在村集体经济昌益商混站

和 三 丰 砂 石 场 跑 运 输 ，2017 年 ，洛 松

新巴家顺利脱贫。“今年，买车的贷款

全部还清了，8 月份还拿到了村集体

经济分红，每人有 1700 元呢！”洛松新

巴开心地说。

现在，洛松新巴的妻子拥青卓嘎

的慢性病也逐渐好转，偶尔还能打打

零 工 。 儿 子 泽 仁 塔 新 今 年 毕 业 后 在

昌都市经开区工作，女儿宗珠德西也

考 上 了 大 学 ，一 家 人 的 日 子 过 得 越

来越好。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明年我想带

着村里的年轻人试着承包建筑工程，

帮助大家增收致富。”洛松新巴目光坚

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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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家 有 业 有 幸 福
——记洛松新巴一家的脱贫故事
本报记者 桑邓旺姆 陈志强

家庭档案：

洛 松 新 巴 ，男 ，出 生 于

1979 年 5 月，现居住在昌都市

卡若区卡若镇达修村易地扶

贫搬迁点，家中有五口人。曾

经 ，洛 松 新 巴 一 家 居 住 在 山

上，交通极为不便。2015 年，

洛松新巴被精准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2017 年，洛松新

巴一家搬进了“水电路讯网、

科教文卫保”齐全的达修村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且在两个

村 集 体 经 济 工 作 ，并 享 受 分

红。

搬进安置点当年，洛松新

巴就贷款购买了一辆四桥车，

2018 年，洛松新巴再次贷款购

买了一辆商混车，2019 年，他

的家庭总收入达 50160 元。现

在，脱贫摘帽的洛松新巴一家

生活得幸福美满。

上图：洛松新巴驾驶着自家的四桥车。

下图：洛松新巴夫妻和儿媳（中）坐在新家里聊家常。

本报记者 桑邓旺姆 陈志强 摄

“我是农民出身，1967 年出生于拉萨

市达孜区唐嘎乡洛普村。”在普布次仁的

办公室里，面对记者，望着墙上那一面面

锦旗，普布次仁的记忆回到了过去。

普布次仁还记得，在他小的时候，由

于家里孩子多、负担重，已经上小学 6 年

级的普布次仁不得不辍学回家。一家人

一年忙到头，也只够混个温饱。于是，普

布次仁央求父母让他跟随村子里的一位

老 师 傅 学 木 匠 手 艺 。 这 样 一 学 就 是 4

年。为增进技艺，后来，他来到蔡公堂，

在这里他又拜了一位师傅，既当学徒又当

工人，期间还学了房屋设计。“前两年，师

傅给我的工资是每天 2.5元。干了一段时

间，师傅觉得我为人老实又勤恳，就把我

的工资提高到每天 5.5 元。”聊到这里，普

布次仁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后来，普布次仁敏锐地发现，拉萨市

里对手工制作的藏式家具需求量比较

大，这是一个好商机。于是，他在拉萨市

人民医院旁边盘下一个门面，开了一家

家具店，出售自己制作的家具。虽然店

面不大，但他制作的家具不仅质量好而

且款式新颖，得到了许多顾客的青睐。

这给普布次仁带来了回头客的同时，也

给他带来了新的机遇。

开店一年后，在一位名叫刚组的银行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普布次仁顺利拿到了

5 万元贷款，盘下了旁边的店面扩大经

营。家具的种类也丰富了起来，各种藏式

桌子、床、柜子等一应俱全，生意也越来越

好，当年利润就达 3万元。

在交谈中，记者发现普布次仁的右

手缺了半截食指，一问才知是制作家具

时不幸被机器轧断的。正当记者为此感

慨不已时，普布次仁却说：“人一辈子哪

能不受点挫折，成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

风顺。”

富裕起来的普布次仁并不满足于现

状，他将自己多年前学习的房屋设计运用

到工作中，开始承包建筑工程，并成立了

玉雄施工队。2005年，他以 800万元的注

册资本成立了拉萨市达孜县玉雄建筑安

装有限公司。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

如今，公司的注册资金达 5000万元，旗下

产业有家具厂、房地产、商混站、沙场等，

拥有固定员工 150 多名、流动员工 300 多

名。

事业有成的普布次仁没有忘记家乡

的父老乡亲，想起自己小时候吃过的种

种苦头，他不忍心看到孩子们也遭受同

样的境遇，便积极投身家乡的教育和扶

贫事业。

达孜区唐嘎乡小学是位于普布次仁

家乡的一所学校。在该校未与达孜区小

学合并前，他每年都会拿出 3 至 5 万元来

资助学校的贫困学生。为了丰富学生的

课余生活，他还拿出 20万元，为孩子们搭

建了一个舞台。

为响应达孜区“百企帮百村”倡议，

2015年至2018年，普布次仁为达孜区桑竹

林村 3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送去慰问金 50

万元，公司还为当地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每月发放工资5000至7000元不等。

采访结束时，记者遇到了公司商混

站负责人贡嘎朗杰。他说：“我是 2018

年从西藏职校毕业的，公务员考试失利

后就在公司工作，不但包吃包住，每月

还 有 5500 元 工 资 ，公 司 还 缴 纳 五 险 一

金，待遇相当不错。”据了解，公司里像

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还有 6 人，而且在

300 名流动员工中至少有一半是大学毕

业生。

普布次仁：

敢闯敢拼，致富不忘乡亲
本报记者 普琼 平措尼珍 边巴

本报拉萨 12 月 27 日讯（陈航

行）为进一步提升我区重大主题新闻

宣传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在西藏民族大学举办

为期 5 天的自治区重大主题新闻宣

传 和 突 发 事 件 舆 论 引 导 专 题 培 训

班。12 月 27 日上午，专题培训班开

班仪式在西藏民族大学秦汉校区举

行，来自全区的 90 多名新闻工作者

学员参加了开班仪式。

据 介 绍 ，在 全 区 上 下 掀 起 学 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热 潮 之 际 举 办 此 次 培 训 ，主 要 任 务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坚 持 马 克 思 主 义 在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的 指 导 地 位 ，坚 持 正

确 政 治 方 向 、舆 论 导 向 、价 值 取 向 ，

进一步提高我区重大主题新闻宣传

质 量 和 突 发 事 件 舆 论 引 导 水 平 ，切

实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

中 央 和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的 决 策 部

署 上 来 ，为 推 动 新 时 代 西 藏 长 治 久

安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建 设 团 结 富 裕 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

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开班式要

求 学 员 们 珍 惜 学 习 机 会 ，把 此 次 培

训作为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一次

交 流 研 讨 ，珍 惜 与 专 家 面 对 面 沟 通

交流的机会，加强理论学习，钻研新

闻业务，努力掌握新知，争取学有所

获 ，学 有 所 成 。 要 把 培 训 学 习 与 做

好 新 闻 宣 传 工 作 结 合 起 来 ，充 分 发

扬“ 缺 氧 不 缺 精 神 ，艰 苦 不 怕 吃 苦 ，

海拔高境界更高”的“老西藏精神”，

坚持“四向四做”，践行“四力”要求，

着力讲好西藏故事，弘扬主旋律，传

播 正 能 量 ，不 断 巩 固 壮 大 主 流 思 想

舆 论 ，坚 持 守 正 创 新 ，牢 记 职 责 使

命，更加奋发有为，不断推动新时代

西 藏 新 闻 宣 传 工 作 迈 上 新 台 阶 、取

得新进步。

据 了 解 ，本 次 专 题 培 训 班 邀 请

了 来 自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中 国 传 媒 大

学、西北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等高等

院 校 新 闻 院 系 以 及 人 民 网 、陕 西 省

部分媒体的 11 位学者、专家为学员

们授课。

自治区重大主题新闻宣传和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拉萨 12月 27日讯（记者 刘

斯宇）近日，拉萨经开区月王藏医药

文化展示厅成功获颁西藏首个食品

经营许可电子证书。食品经营许可

电子证书的推行节省了办证时间，提

升了办事效率，真正实现“一次也不

用跑”。

作为西藏食品经营许可证电子

证 书 试 点 单 位 ，拉 萨 经 开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国 务 院“ 放 管

服 ”改 革 要 求 ，加 速 食 品 安 全 监 管

数 字 化 转 型 ，简 化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条

件 、许 可 流 程 ，缩 短 许 可 时 限 ，加 快

推 行 电 子 化 审 批 ，持 续 提 升 食 品 经

营许可工作便利化、智能化水平。

据 悉 ，申 请 的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事

项 通 过 审 批 发 放 电 子 证 书 后 ，不 用

再 提 供 纸 质 版 许 可 证 ，申 请 人 可 通

过 省 级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管 理 系 统（网

上 申 请）企 业 端 网 站 进 行 申 请 、查

看 审 批 情 况 并 可 自 行 下 载 或 打 印

电 子 证 书 。 电 子 证 书 与 纸 质 证 书

具 有 同 等 效 力 ，食 品 经 营 者 可 将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电 子 证 书 通 过 经 营 场

所 电 子 屏 幕 进 行 展 示 ，也 可 打 印 后

张 贴 或 摆 放 在 经 营 场 所 显 著 位

置 。 变 更 许 可 证 信 息 后 ，应 及 时 更

换 电 子 屏 幕 展 示 件 或 电 子 证 书 打

印 件 ，不 得 伪 造 、涂 改 、转 让 电 子 许

可 证 书 。 依 法 办 理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注 销 手 续 的 ，其 电 子 许 可 证 书 将 同

步注销。

我区首个食品经营许可

电子证书在拉萨经开区诞生

本报拉萨12月 27日讯（杨振中 王新刚 次仁顿珠）党旗引领航向，誓词

激励斗志。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使全体党员不忘入

党初心，近日，定日县人武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温入党誓词活

动。

活动中，定日县人武部全体党员官兵整齐列队、军容严整，面对鲜红的党

旗郑重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通

过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官兵为了实现新时代党的强军

目标而奋勇前进的热情。

定日县人武部

开 展 重 温 入 党 誓 词 活 动

本报拉萨 12月 27日讯（记者 晓勇 格桑伦珠）由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西藏觉罗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西藏文艺》创刊 40 周年庆典

暨第二届“双年奖”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

据悉，《西藏文艺》由自治区文联主办，1980 年创刊。40 年来，《西藏文

艺》共发行 246 期，先后 3 次出版集锦丛书，刊登了 10 多篇长篇小说、400 篇

中短篇小说、600 篇散文、2400 多首诗和 150 多篇译文。先后 3 次被评为西

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出版工作者协会的“优秀期刊”，荣获 1 次“园丁奖”，

并被列入全区农家书屋项目选题库，为西藏藏文文学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庆典会当天，第二届《西藏文艺》“双年奖”评奖委员会对 8篇获奖作品进

行点评，并为获奖作者颁奖，我区作家、编辑、专家学者等 60余人参加庆典。

本报拉萨 12 月 27 日讯（记 者 罗梦

瑶 刘欢）26 日 ，由 自 治 区 体 育 局 、自 治

区 体 育 总 会 、拉 萨 市 体 育 局 主 办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西 藏 自 治 区 分 行 冠 名 支 持 的

2020 工 行 杯 藏 棋 冬 季 段 位 赛 暨 全 国 藏

棋 保 护 与 发 展 研 讨 会 在 拉 萨 举 行 。 比

赛 为 期 两 天 ，分 为 久 棋 团 体 组（自 治 区

代 表 队 及 七 市 地 代 表 队 共 八 支 队 伍 参

加）、久 棋 中 学 组 、久 棋 小 学 组 、密 芒 少

儿 组 等 比 赛 组 ，共 有 216 名 选 手 参 加 了

本次比赛。

据介绍，藏棋历史悠久，主要分为“久

棋”“密芒”两大棋种，还可细分为数十个

中小棋种。2018 年，藏棋被列入西藏自治

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此 次 比 赛 是 继 2019 年 冬 季 和 2020

年春季之后的第三次藏棋段位赛，经过

前两次段位赛，参赛选手逐步形成了较

强的竞赛意识，这次比赛能够充分感受

到 大 家 你 追 我 赶 的 比 赛 氛 围 。”自 治 区

藏棋协会主席尚涛说，段位赛让藏棋有

了 衡 量 标 准 ，希 望 通 过 段 位 赛 的 推 进 ，

让藏棋走向世界，使藏文化得到更好传

播。

“学习藏棋最大的收获是可以让我的

心静下来，而且感觉自己数学学得比以前

好了，逻辑思维能力强了。”来自林芝市米

林县中学的比赛选手旦真平措说。

据悉，在 26 日晚举行的全国藏棋保

护与发展研讨会上，来自区内外的 60 余

位专家学者就 2021 年在西藏举办首届全

国藏棋公开赛、久棋在奕客平台上线、筹

备成立中国民族智力运动协会等重要议

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同时，还有其他 30

余位全国各地专家通过网络参加了此次

会议。

2020工行杯藏棋冬季段位赛在拉萨举行
《西藏文艺》创刊 40周年庆典暨

第二届“双年奖”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

本报拉萨12月 27日讯（记者 晓勇）近日，内地西藏班毕业生丹臻群佩

携最新力作《共进与赋能：内地西藏班 35年 35人口述史》将在北京、上海、重

庆等地开展全国巡回分享签售会。这是首部内地西藏班口述史，是作者丹

臻群佩历时一年半，通过对 35位各行各业多民族亲历者进行 6300分钟面对

面深度访谈，经整理形成 108万字口述文稿，新书首发仪式于 27日在拉萨风

马旗书城举行。

据悉，《共进与赋能：内地西藏班 35 年 35 人口述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作者丹臻群佩充分挖掘并精心整理了自 1985 年内地西藏班办

学至今的 35 年里，奋斗在各个行业，包括汉族、藏族、门巴族等最具代表性

的 35位毕业生的求学经历和奋斗历程。

首部内地西藏班口述史即将面世

本报拉萨 12月 27日讯（记者 王

杰学）近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全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首场新

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委员、二级高级检察官、新

闻发言人沈小丁介绍了全区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开展情况，相关负责人回

答了记者提问。

据 介 绍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制 度 实

施 以 来 ，我 区 检 察 机 关 坚 决 贯 彻 落

实党中央、区党委、高检院的决策和

部 署 ，自 觉 把 开 展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工

作置于检察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局中思考谋划，紧盯“4+1 领域”突

出问题，积极构筑生态环境、资源公

益保护检察屏障，着力保障“千家万

户 舌 尖 上 的 安 全 ”和 药 品 安 全 ，“ 亮

剑”保护国有财产和受损社会公益，

加 强 英 烈 权 益 检 察 保 护 ，推 进 依 法

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等。截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 ，共 摸 排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线 索 2514 件 ，立 案 1595 件 ，向 有 关

部 门 发 出 诉 前 检 察 建 议 1006 件 ，向

社会发布民事公益诉讼公告 36 件，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民 事 公 益 诉 讼（含

刑 事 附 带 民 事）30 件 和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1 件，均得到法院判决支持，切实

履 行 好“ 公 共 利 益 代 表 ”职 责 使 命 ，

维 护 好 国 家 和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积 极

回 应 新 时 代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需

要 ，推 动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工 作 成 为 新

时代全区检察工作转型创新发展最

大的亮点。

西藏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首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