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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高新区将打造自治区数字和信息化集聚区

很难想象，在藏东南边境小城墨脱

县，一项业余足球赛事能在春节前火爆

异常。这项名为“雅江杯”的比赛，到今

年已经举办 13届。

16 岁的门巴族少年旺前罗布是当

地最耀眼的“球星”。2014 年，他通过选

拔进入恒大足球学校。今年回家，他发

现这届比赛换了新场地。由广东佛山

援藏力量支持建设的一块 11 人制足球

场 已 接 近 完 工 ，所 有 比 赛 都 在 这 里 进

行。

这块建在山崖边上的球场，是墨脱

第一块标准的 11 人制足球场。这也是

旺前罗布不敢想象的“新年礼物”。

“孤岛”上的足球

如果从空中俯瞰过地形，就会明白

在墨脱找块平地修球场有多难。整个

县域被世界上最深的峡谷——雅鲁藏

布大峡谷贯穿而过，县城和各个乡、村

分 布 在 峡 谷 两 岸 的 狭 小 坡 地 上 ，宛 若

“挂”在陡峭的山体上。

由于东、北、西三面被青藏高原边

缘的高大山脉阻隔，且泥石流、滑坡等

地质灾害频发，墨脱曾长期不通公路，

如悬在高原东南部边缘的一块“孤岛”。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曾经闭塞的

地方，却生出了一片足球的热土。

旺前罗布的家在县城以西的德兴

乡巴登则村。他记得，小时候踢的“球”

是用胶带缠住的纸团，有时也用瓶子代

替。只能在村头的土广场上踢，但不敢

开大脚，因为“球”会掉到山下。

“小小的墨脱城，有太多的足球故

事！”现墨脱县完全小学副校长阿旺朗

杰说。他曾在西藏自治区体校接受过

专业足球训练，也是最早将足球带进墨

脱的人之一。

“我 2002 年回来当体育老师时，沿

途得翻雪山、搭帐篷，4 天才能走到县

城。”阿旺朗杰说，那时全县几乎没人知

道足球，他就从林芝市带几个球给学生

们踢，“不教战术，就让孩子们拼、抢，那

也比光跑步有意思多了”。

渐渐地，爱踢球的人多了起来，他

们开始平整学校的土操场，用木板钉出

两个球门踢比赛。有些乡里的朋友为

了来县城踢场球，要走好几个小时。

旺前罗布也徒步去踢过球。那时，

他代表乡小学去县里比赛，和队友翻了

几 座 大 山 ，从 摇 晃 的 铁 索 桥 上 跨 过 雅

江，三四个小时才到县里。他穿的是 25

元一双的回力鞋；没在草皮上踢过球，

踩在刚铺好没多久的草皮上“感觉要飞

起来”；不懂战术，完全不退防，就站在

前场等队友传球，但还真的进了两个，

帮助球队完成绝杀。

之后，一行人又浩浩荡荡走回德兴

乡，一路上在山崖上唱着门巴民歌。

在那段几乎“与世隔绝”的岁月里，

足球给边境小城中单调、孤独的生活，

带来了珍贵的昂扬精神。

新年前的“礼物”

后 来 ，县 里 的 中 小 学 陆 续 修 建 了

五 人 制 足 球 场 ，教 育 局 也 开 始 推 广 建

立 阳 光 足 球 队 ；墨 脱 队 在 林 芝 市 的 比

赛 中 屡 创 佳 绩 ，旺 前 罗 布 入 选 恒 大 足

球学校……这些都更坚定了墨脱人对

足球的信心。而墨脱与外界连通的第

一 条 公 路 —— 扎 墨 公 路 ，也 终 于 在

2013 年修通。

但是，墨脱依旧没有一块 11 人制标

准球场。

2019 年，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

墨脱县工作组进入墨脱。发现这里海

拔仅 1000 米左右，适合开展竞技类项

目，但全县没有一处大型公共体育活动

场地。他们将这一想法与当地干部交

流，决定实施墨脱县公共体育运动基地

建设项目。11 人制公共足球场只是项

目一期，二期将建设公共综合体育馆，

还将配套建一个小型污水处理厂。

建设中的一些特殊困难令设计和

施工团队始料未及。由于盘山路的转

弯角度过大，球场照明灯杆即便拆分成

三段，放在卡车上仍无法转弯，只能将

原定 30米的灯杆长度改为 25米；扎墨公

路桥梁有限载，一些钢结构构件只能拆

成更小的部分运输；施工期间，公路因

雨季地质灾害前后封闭一个多月，材料

运不进来……

“断路断网不断精神，停水停电不

停 斗 志 ，这 是 墨 脱 人 民 教 给 我 们 的 精

神。”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墨脱县

工作组组长叶敏坚说，克服重重困难，

场地在“雅江杯”开赛前投入使用，也是

献给墨脱人民的一份特殊“新年礼物”。

小城里的憧憬

刚刚结束的“雅江杯”吸引了 18 支

球队，仅德兴乡就有 4 支村级队伍参赛，

一支队伍还打进了决赛，最后在点球大

战中惜败。

比赛在这个人口仅 14000 多人的小

城中是过年前的大新闻。去年，墨脱的

硬化道路已通到每个村，许多乡亲们坐

着车来县里为球队加油。为一场球而

徒步翻山的日子，已成为历史。

“未来，公共体育场馆区域将是县

城一处新的城市活动中心，甚至可以将

林芝市乃至自治区级的比赛引入墨脱，

打造藏东南的体育产业和高原康养中

心。”墨脱县县长魏长旗说。

凭着艰苦奉献的精神，一代代“高

原孤岛”的建设者已为墨脱打下坚实的

发展基础。未来，这座风景宜人的边境

小城，或许将回馈给她的居民更多幸福

感、获得感，以及更加多元的生活选择。

过完年，旺前罗布又将返回广东。

他将面临足球生涯的关键时期，他希望

自己能成为职业球员，即便不能如愿，他

也想以后回到墨脱，成为一名足球教练。

“不管能不能培养出职业球员，让

像我弟弟那么大的孩子以后能在家门

口踢场正规比赛，也很好啊！”他说。

（据新华社拉萨电）

山崖上的足球场 西藏墨脱的“新年礼物”
新华社记者 罗博 王沁鸥 孙非

本报拉萨2月17日讯（记者 杨小

娟）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近

年来，全区民政系统结合实际开展基

本民生保障工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得到有效保障，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方面，全

区城乡低保 51296 户 152120 人，其中，

农村低保 37991 户，127683 人，城市低

保 13305 户，24437 人。2020 年城市低

保保障标准每人每月 847 元，农村每

人每年 4713 元，最低保障金实行差额

补助。2020 年，全区共发放城乡低保

救助金 6.09亿元。

特困人员供养救助方面，全区特

困人员 13304 人，集中供养 7085 人，分

散供养 6219 人，2020 年集中供养和城

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为年人均 13213 元，农村分散供养人

员基本生活标准为年人均 7070 元，发

放供养救助金 1.417亿元。

自治区民政厅在全区 697 个乡镇

（街 道）建 立 了 临 时 救 助 备 用 金 制

度。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全区共为包

括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众 24437 人实

施了临时救助，发放救助资金 7525.4

万元。全区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1910 人（次），其中救助区外 1363 人

（次）、未成年人 231 人（次），累计支出

救助资金 255.19万元。

本报拉萨2月17日讯（记者 袁海

霞 郑璐）日前，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拉萨高新区管理委员会与西藏高驰科

技信息产业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充分整合西藏信息化资源，共

同打造西藏数字和信息化集聚区，推

动我区信息产业的集聚化发展。

据了解，拉萨高新区致力于打造

西藏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尤其是数

字和信息产业发展。西藏高驰科技

信息产业集团作为自治区信息化建

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公司，

致力于推动数字和信息化集聚发展，

打造产业生态链，服务我区数字和信

息化高质量发展。

西藏高驰科技信息产业集团董事

长向巴次仁告诉记者，本次战略合作是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背景下，由拉萨

高新区管委会提供高新技术领域政策

支持，西藏高驰科技信息产业集团提出

高新技术产业业态发展意见、建议，并

动员和组织合作伙伴入驻拉萨高新区，

形成数字和信息化行业集聚区。

我区抓实社会救助保障提高群众满意度
2020年全区共发放城乡低保救助金6.09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申铖）记者

从财政部了解到，近年来，全国农业信

贷担保体系加快建设，业务规模加快

发展。截至目前，全国农担体系在保

余额达 2117.98 亿元，放大倍数 3.4 倍，

缓解了农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进

了乡村产业兴旺和农民就业增收。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2016 年 以 来 ，财 政 部 会 同 农 业 农 村

部、银保监会大力推进全国农担体系

建设工作，积极构建机构框架，着力

完善政策制度，全国农担体系已初步

建成。

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20 年，全

国农担业务规模年均增长 91%。通过

降低担保费率和加强银担合作，农担

项目综合融资成本基本控制在 8%以

下，较当地农村综合融资成本下降明

显 。 同 时 ，通 过 政 策 限 定 和 督 促 指

导，多数农担公司强化了风险防控意

识，在产品设计中融入风控因素，总

体实现了风险可控。

财 政 部 农 业 农 村 司 表 示 ，下 一

步，将会同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坚

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着力推动全

国农担业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助

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更加

有力的支撑。

全国农担体系在保余额超 2100亿元

春节、藏历新年期间，我区各图书馆照常开放，不少市民利用假期到图书馆阅读喜欢

的书籍，为自己“充电”。

图为市民在自治区图书馆看书学习。 本报记者 次旺 唐斌 摄假期“充电”忙

（上接第一版）

吴英杰指出，当前，我们正处于巩

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

有机衔接的关键时期。村（居）“两委”

班 子 要 突 出 政 治 建 设 ，切 实 增 强 凝 聚

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确保基层

党组织听党话、跟党走，善团结、会发

展，能致富、保稳定，遇事不糊涂、关键

时刻起作用；要着眼于改善民生，教育

引导群众转变观念，通过劳务输出、土

地入股等方式积极参与产业发展，拥有

稳定的增收渠道；要依托良好自然环境

和原生态山水风光，坚持“宁可荒也不

要慌”的原则，科学合理研究制定发展

规划，帮助群众找到发家致富的科学路

径，把美好蓝图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生

活，让广大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

实惠；要坚持困难麻烦由政府解决、把

方便实惠送给群众，深入思考群众需要

什么、想要什么等问题，切实解决好各

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要因

地制宜做好村污水处理排放规划建设

等工作，努力让西藏的水更清、天更蓝、

空气更清新；要沉下身心、紧接地气、发

挥优势，以心换心与农牧民群众广交朋

友、深交朋友，用实际行动加强民族团

结，让群众见到党的干部、听到党的声

音，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

怀送到各族群众心坎上。

农历春节和藏历新年本应是与家

人团聚的日子，但广大一线劳动者今年

积极响应国家“就地过年”倡议，节假日

不停工，始终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各

施 工 现 场 依 然 是 一 片 热 火 朝 天 的 场

面。调研中，吴英杰驱车冒着风雪，沿

着 蜿 蜒 崎 岖 泥 泞 的 盘 山 公 路 从 海 拔

4550 米的多雄拉山直下到海拔 2200 米

左右的老虎嘴隧道，深入实地考察了派

墨 公 路 建 设 情 况 ，与 施 工 人 员 亲 切 交

谈。吴英杰说，节日期间，你们放弃与

家人团聚，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为新

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祖

国边疆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你

们是“三牛”精神的践行者，我代表自治

区党委、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你们

的家人表示亲切慰问。希望你们再接

再厉，科学组织施工，加强安全生产，确

保派墨公路早日建成，造福各族群众；

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绿色施工，保护

好沿线的一草一木，守护好这方净土。

当 了 解 到 派 墨 公 路 建 成 后 ，墨 脱

至林芝市距离将缩短为 180 公里，极大

改 善 墨 脱 群 众 外 出 难 问 题 后 ，吴 英 杰

十分高兴，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增强

“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 ”、做 到

“两个维护”，坚定坚决地贯彻习近平

总 书 记 和 党 中 央 各 项 决 策 部 署 ，树 牢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着 眼 长 远 ，立 足 当

前 ，正 确 处 理 好 重 大 项 目 和 民 生 项 目

的 关 系 ，切 实 增 强 抓 好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的 责 任 感 使 命 感 紧 迫 感 ，全 力 以 赴 支

持项目建设，切实守护好神圣国土、建

设好幸福家园。

在色季拉山隧道建设工地，吴英杰

详 细 了 解 工 程 建 设 和 现 场 作 业 情 况 。

得知川藏铁路项目建设采取订单式培

养的方式，已经培养了近 1000 名电焊等

西藏本土工程建设人才，解决了一批当

地 群 众 就 业 的 困 难 后 ，吴 英 杰 十 分 高

兴，他指出，规划建设川藏铁路体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

高 度 重 视 、对 全 区 各 族 人 民 的 亲 切 关

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我们要贯彻“三

个赋予、一个有利于”高质量发展要求，

抢抓战略机遇，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

“两路精神”和“三牛”精神，在保证工程

质量前提的基础上，科学组织施工，加

班 加 点 抢 工 期 ，确 保 工 程 扎 实 有 序 推

进；要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办好相关

院校的交通等紧缺专业，培养更多本土

专业人才。希望国有企业要自觉履行

社会责任，切实发挥好援藏优势和项目

的辐射、带动作用，为西藏高校毕业生

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更多吸纳当地群众

和施工设备参与项目建设，有效促进当

地群众就业增收。希望相关部门和工

程建设项目部突出思想政治建设，科学

组织施工，狠抓安全生产，总结推广成

果，努力把色季拉山隧道建成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民生工程、优质工程，努力把

川藏铁路建设成为西藏各族群众的团

结线、幸福路。

（紧接第一版） 要正确处理好保护生

态和富民利民的关系，执行最严格的

环保标准，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

展，打造绿色矿区；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发 扬 好“ 三 牛 ”精

神，为职工群众多做实事、好事，建设

和谐矿区；要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

和民族团结，主动团结各民族职工、

群众，共建团结矿区；要正确处理好

央企在藏资源开发和解决当地农牧

民增加收入的关系，更多吸纳当地群

众就业。

齐扎拉一行还考察了职工食堂，

与一线工人共进工作餐。

（上接第一版）

老家在四川的网约车司机邓师

傅今年也选择留在西藏过年。“响应

政府号召就地过年，虽不能与家人团

聚，但在日喀则也可以体验到不一样

的年味。新的一年，希望能接待更多

五湖四海的游客。”

春到高原，西藏各地别有一番景

致，明媚的阳光为山川河谷披上万道

金光。冰雪在春风里消融，柳树吐露

新芽，雪域高原充满生机。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通嘎社区二

组居民巴桑旺久，新年前收到了社区

分 红 的 3500 元 现 金 和 10 斤 酥 油 。

“2018 年我们社区脱贫摘帽，现在所

有居民都住上了二层小楼，身份从村

民向市民转变，相信未来的日子定会

越过越好。”他说。

走进西藏山南市贡嘎县森布日

村，一排排精致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

周边学校、医院、市场等基础设施一应

俱全。这里的居民于 2019年从高海拔

的那曲市双湖县、安多县搬迁而来。

恩惠苑社区是拉萨市近郊的易

地扶贫搬迁社区，在这里同样享受着

幸福新生活的还有来自林周县、空港

新区等地的 700 多户人家。现今，居

民们已脱贫致富融入了新生活。

（记者 周婷婷 新华社记者 陈尚

才 张兆基）

（上接第一版）

2021 年年初，调研组再次来到欧

巴家时发现，欧巴的妻子白玛虽然生

病在家，干不了重活，却能编出做工

精良的藏毡、毛毯等传统手工品。于

是，该团从市区为白玛找回手工编织

教 学 视 频 ，并 拿 着 样 品 为 白 玛 找 销

路，现在白玛每月能为家里增收 900

多元。家里富足了，白玛的脸上也多

了许多自信的笑容。

翻开该团2020年扶贫工作日志，记

者看到这样一组数据：一年来，回访调

研脱贫户 13 次，排查消除各类返贫苗

头；对村庄中 10名贫困学生助学帮扶，

定期走访慰问，并组织大学生士兵辅导

学习，捐款2万余元；组织军医义务巡诊

10余次，为患病群众上门看病 500余人

次，解决村民看病难问题；组织种植技

术骨干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大棚温室蔬

菜种植知识辅导30余人次；为贫困村民

捐赠春耕种子、化肥和应急过冬物资，

价值10万余元……薄薄的工作日志里，

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鱼水之情感人肺腑。

从穷山窝到幸福村，从贫困户占

比四分之一到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

活，西藏军区某团始终把驻地群众的

幸福生活放在心头，用实际行动把使

命和担当写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服

务人民的最前沿。

“作为驻地部队，就要把‘保一方

平安，促一方发展’当作自己的责任。”

该团政委谭廷洪介绍，新年伊始，该团

党委已成立完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制订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

医疗扶贫等多项帮扶措施，还建立“一

户一册”帮扶台账，动态跟进帮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切实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努力构建安全绿色和谐团结矿区

军民携手，耕耘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