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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普玛江塘乡依然大风呼啸，

不时有小雪飘下。78 岁的村民达瓦顿

珠家里，牛粪炉子烧得正旺，暖意融融。

普玛江塘乡位于西藏山南市浪卡

子县境内，乡政府所在地海拔 5373 米，

是我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年平均气温

零摄氏度以下，群众世代以放牧为生。

“民主改革前全乡仅有 100 多户人，

都没有固定住房，带着一顶毡篷，赶着

牛羊四处逐水草而居。”达瓦顿珠说。

民主改革后，牧民们逐渐定居了下

来。为了防寒保暖，当地人发挥聪明才

智，掘地而居，建起了仅能容身的“地窝

子”。

所谓“地窝子”，就是往地下挖半人

多深、三四米见方的坑，用草皮封住顶，

留一个仅能弓腰而出的口。

“地窝子”低矮、狭窄、阴暗，通风和

采光都很差。没有灶，牧民们就用三块

石头支起锅烧水做饭。“现在想起来住

‘地窝子’很苦，但跟毡篷相比已经算是

不错的住所了。”达瓦顿珠笑着说。

改革开放后，西藏发展日新月异。

在普玛江塘，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群众

就 地 取 材 ，用 草 和 着 泥 土 建 起 了 有 柱

子、有门窗、有院墙的“草坯房”，面积一

二十平方米不等。牲畜转场时，群众就

把支撑房顶的木棍带走，到放牧点建起

新的“草坯房”。

“因为风太大，房子只能建到层高

不足两米，夏天下雨屋内漏水，冬天刮

风屋内全是灰尘。”达瓦顿珠说，“当时

我们家里有五口人，全家人把羊皮铺在

地上，挤在一起睡觉。”

达瓦顿珠住“草坯房”的生活一直

持续到本世纪初。

因为他家的房子建在湖边，存在一

定 的 安 全 隐 患 。 2003 年 ，在 政 府 帮 助

下，他选了一处安全地带，盖起了土石

结构的房子。

“建房的钱我自己只掏了 30%，政府

支持 70%。”达瓦顿珠说，“新房有 200 多

平方米，还请人定制了藏式家具，我当

时真没想到能住在那么好的房子里。”

让达瓦顿珠没想到的好日子还在

后面。2017 年，当地开展边境小康示范

村建设，普玛江塘乡的群众全部搬到了

政府新建的房子里。新房是钢筋混凝

土结构，卧室、厨房、阳光房等各类房间

宽 阔 明 亮 ，被 群 众 亲 切 地 称 为“ 小 康

房”。

如今的普玛江塘，一面面五星红旗

在家家户户的屋顶上迎风飘扬，群众在

政府新建的房子里，惬意而舒适地享受

着幸福生活。

“生活上方方面面都不用愁。”达瓦

顿 珠 说 ，“ 我 发 自 心 底 地 感 恩 党 和 政

府。” （据新华社拉萨电）

从地窝子、草坯房到小康房—

看最高海拔乡的生活变迁
新华社记者 格桑边觉 张宸

本报拉萨 4 月 7 日讯（记 者 李

梅英）6 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

副主席姜杰主持召开全区疫情防控

暨 新 冠 疫 苗 接 种 工 作 专 题 会 ，传 达

学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全国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

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下

一步疫情防控和疫苗扩面接种相关

工作。

姜 杰 指 出 ，随 着 旅 游 旺 季 的 到

来，商场市场、宾馆饭店、景区寺庙等

场所人流、物流、车流增多，特别是国

内个别地方突发疫情，又给我们敲响

了警钟。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侥幸心理，继续把疫情防控

作为当前首要任务，严格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各项措施，持

续 强 化 精 准 防 控 ，重 点 关 注 入 境 人

员、确诊治愈患者和边境地区、进口

冷链食品，慎终如始做好各项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

姜杰强调，新冠疫苗接种是当前

重点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和区党委、政府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强对重点人

群、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的接种安排，

力争做到“应种尽种”，切实维护好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要压实责任，多

措并举保障疫苗供应，结合市地实际

合理制定接种计划，细化方案，分类

有序开展接种工作。要提升接种能

力和服务水平，配齐接种点储存等配

套设施，强化疫苗安全监管，规范接

种服务流程，确保安全接种。要按照

“愿接尽接，应接尽接”原则，领导干

部带头接种，强化正面宣传引导，提

高群众接种意愿。要强化协调联动，

建立健全应急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

疫苗接种常见不良反应，真正把疫苗

接种这件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姜杰在疫情防控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专题会上强调

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首要任务 科学有序推进
疫苗接种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本报拉萨 4月 7日讯（记者 袁海

霞）6 日下午，我区召开极高海拔地区

生态搬迁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深

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

部署，研究解决森布日安置点配套项

目资金缺口有关事宜，安排部署下一

阶段工作。自治区副主席、极高海拔

地区生态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江白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森布日极高海拔地区

生态搬迁安置点自开工建设以来，在

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高位

推动下，相关市地和区（直）各部门找

准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切实解决安

置点建设资金，有力推动安置点各项

工作任务，取得显著成绩。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部

门职责分工，主动认领森布日安置点

配套项目，围绕中央预算内重大基础

设施、产业投资重点，切实加强与国

家部委的沟通衔接，力争将森布日安

置点配套项目纳入国家“十四五”规

划，对不能纳入“十四五”规划的项目

按照行业归口积极予以支持和倾斜，

确保森布日二期配套项目建设积极

有序推进。

我区召开极高海拔地区生态搬迁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
江白主持

本报山南4月7日电（记者 王雨霏 通讯员 丹增曲珍）近日，山南市委网

信办机关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山南市博物馆，开展“参观博物馆 体验

雅砻文化”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爱国热情，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参观了“历史陈列馆”“民俗民风展”“传统艺

术展”“文档文书展”等主题展厅。一段段历史文字、一件件珍贵文物展示

了山南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参观结束后，党员干部纷纷

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思想得到了升华，进一步增强了历史责任感和文化

自信，今后，将更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山南市委网信办

开展“参观博物馆 体验雅砻文化”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东莞4月 7日电（记者 张猛 王珊）近日，林芝市赴粤订单定向式就

业“粤菜师傅”培训班在广东省东莞市稻香中菜厨艺职业培训学院开班。

来自林芝的 15 名学员将在广东参加为期 3 个月的培训。培训结束后，由稻

香集团推荐到旗下优秀餐饮企业就业。

本次培训是林芝市第五期“粤菜师傅”培训班，采取“走出去”的方式，

根据学员特点量身定制培训方案，选取经验丰富的厨艺教师因材施教，为

学员提供最先进的培训设备、最优秀的培训师资、最浓厚的培训氛围，进一

步提升林芝市高校毕业生和农牧民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学员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

林芝市

“粤菜师傅”定向式就业培训班开班

本报拉萨 4月 7日讯（记者 李梅英 通讯员 李莎）近日，中国移动西藏

公司启动 2021 年“担责任、树清风、办实事”反腐倡廉教育月活动，着重学

习全面从严治党深刻内涵、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要求、警示教育案例等方面内容。

中国移动西藏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将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史明理中涵养清廉

之风、在学史增信中筑牢清廉防线、在学史崇德中汲取清廉力量、在学史

力行中争作清廉表率，切实为公司“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思想

保障。

中国移动西藏公司

启 动 反 腐 倡 廉 教 育 月 活 动

本报拉萨 4月 7日讯（记者 张尚华）

记者从农行西藏分行 2021 年党建和经营

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0 年以来，该行创

新产品体系，延伸服务网络，履行社会责

任，扎根农村改革，不断探索金融扶贫的

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写下了金融助

力脱贫攻坚的“农行篇章”。日前，在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农行西藏

分行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

据 悉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末 ，农 行 西

藏分行农户贷款余额首次突破 300 亿元

大关，户均贷款达到 8.54 万元；2016 年以

来 累 计 在 扶 贫 重 点 县 投 放 贷 款 2079 亿

元 ，余 额 达 到 1089.4 亿 元 。 累 计 投 放 个

人精准扶贫贷款逾 62.69 亿元，扶持贫困

户 23 万户，业务总量占全区金融机构的

99.8%。

加 大 扶 贫 贷 款 投 放 力 度 。 首 创“ 钻

金银铜”四卡纯信用贷款产品，成为西藏

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四卡”贷款余额达 255.27 亿

元 ，贷 款 户 数 达 42.31 万 户 ，受 益 农 牧 民

200 多 万 人 ，占 全 区 农 牧 民 总 人 数 的

70%。

积极推动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一

号工程”，创新推出“雪域惠农 e 贷”特色产

品。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发放线上信贷产

品“惠农 e 贷”62.16 亿元，创新产品项下累

放贷款 2569笔，金额 2.84亿元。

提升金融服务“三农”水平，大力推进

金 融 服 务 平 台 建 设 。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末，设立“三农”金融服务点 5448 个，覆盖

率 达 95.29%；实 现 全 区 5261 个 行 政 村 掌

上 银 行 村 全 覆 盖 ；建 设 有 效 场 景 70 个 。

同 时 ，创 新 推 出“3+2”流 动 金 融 服 务 模

式，构建了“物理网点+自助设备+互联网

金 融 +‘ 三 农 ’金 融 服 务 点 +流 动 金 融 服

务”五位一体的金融服务体系，惠及全区

广大农牧民群众。

本报巴宜 4 月 7 日电（记 者 张

猛 王珊）“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

地 非 人 间 。”春 日 正 盛 ，雅 鲁 藏 布 大

峡谷桃花的相继盛开为这片山川增

添 了 更 加 秀 丽 的 风 光 ，成 为 今 春 休

闲 旅 游 赏 花 的 热 门 话 题 。 近 日 ，林

芝 雅 鲁 藏 布 大 峡 谷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揭 牌 暨 大 峡 谷 狂 欢 夜 隆 重 举

行。

在揭牌仪式现场，伴随着《辉煌

林芝》《弦子》等一系列充满地域文化

特色的歌舞表演，一幕幕雅鲁藏布大

峡谷的壮丽辽阔画面，一处处雅鲁藏

布江畔和谐幸福的生活场景，向观众

描绘着大峡谷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

更展现了这片土地上欣欣向荣的发

展景象。

“ 第 一 次 观 看 具 有 西 藏 风 情 的

歌 舞 ，非 常 有 特 色 ，真 是 人 美 、舞

也 美 。”来 自 河 南 郑 州 的 游 客 黄 玉

说 。

“这次选择春天来林芝，就是为

了观看南迦巴瓦峰和林芝的桃花，这

几天的游玩让我们觉得林芝的美景

名不虚传。”游客何洪江说。

近 年 来 ，雅 鲁 藏 布 大 峡 谷 景 区

深入推广旅游节会品牌，坚持“文旅

融合”，通过春来赏花，夏至游船，秋

寻彩林，冬看落雪等主题活动，实现

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淡季不淡、

旺季更旺”。同时，雅鲁藏布大峡谷

景 区 坚 持 以 旅 游 产 业 助 推 精 准 扶

贫，以旅游产业发展实现富民强县，

全 域 推 进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依 托 得 天

独厚的资源优势，聚力实施“旅游攻

坚”工程，让当地更多农牧民吃上旅

游饭。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 人 表 示 ，现 在 景 区 的 设 施 更 加 完

善，有了游客中心、候车大厅、温泉、

西藏第一座悬崖秋千以及南迦巴瓦

露 营 基 地 等 ，雅 鲁 藏 布 大 峡 谷 正 以

全 新 的 姿 态 迎 接 国 内 外 游 客 的 到

来。

农行西藏分行深耕金融服务助推乡村振兴
截至2020年 12月末，农户贷款余额突破300亿元

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揭牌

“刘老师，我被昌都市康巴文化艺术

团录取了。您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转告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的老师们，谢谢他们

多年来的培养。”电话里，永西拉姆无法

掩饰内心的兴奋，向老师汇报了这一好

消息。

在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学习 7 年后，

2020 年，永西拉姆回到昌都，成为昌都市

康巴文化艺术团的一名成员。

和永西拉姆一同毕业的还有 42 名

学 生 。 为 促 进 昌 都 文 化 事 业 的 发 展 ，

2012 年，由天津援藏工作队牵头，昌都

与天津达成共识，由天津为昌都委培一

批文艺特长生。这是昌都第一个艺术

特长生整班委托培养项目，也是昌都市

艺术特长生专项培养项目中人员最多、

门类最全的专业艺术特长生定向培养

计划。

对此，天津艺术职业学院高度重视，

成立领导小组，专门设立“西藏昌都班管

理办公室”统筹教学和学生日常管理有

关工作。

经过系统学习，昌都班委培生专业

技能提升显著，学习期间，昌都班学生共

参与校内校外演出 50 余场：2018 年参加

在昌都市举办的“弘扬民族文化，放飞青

春梦想”西藏昌都班综合专业毕业汇报

演出，2019 年赴北京、石家庄和太原参加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演

出活动……

同时，昌都市委、市政府要求市委

组织部、市人社局、市文化局等相关单

位严格落实委培生就业问题。2018 年，

第一批 15 名非舞蹈专业学员毕业后，通

过“单招单录”的方式，就业于康巴文化

艺术团。

在 2020 年的招录工作中，昌都市根

据相关规定，严格按照发布公告、报名、

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政审的步骤

和环节进行招录，最终共有 43 人顺利通

过。

昌 都 市 康 巴 文 化 艺 术 团 的 曲 艺 演

员泽珍，曾在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学习。

昌都市第一部话剧《铸魂达玛拉》、昌都

解 放 70 周 年 文 艺 汇 演 中 都 有 她 的 身

影。她说：“我学的曲艺专业，现在学成

归来，我要发挥专长，为昌都市文化事

业发展多作贡献。”

“现在大家都说我唱歌唱得好，可

我 以 前 没 有 一 点 声 乐 基 础 ，都 是 在 天

津 学 到 的 科 学 发 声 方 式 ，这 让 我 在 演

唱 民 族 歌 曲 时 更 放 松 ，也 更 动 听 。”通

过 在 天 津 的 系 统 学 习 ，昌 都 市 康 巴 文

化艺术团声乐演员拥忠巴措变得更加

自信。

如今，昌都市康巴文化艺术团人才

济济,昌都市文化局（市文物局）党组书

记德嘎旺姆说：“新人的加入，不仅弥补

了康巴文化艺术团演职人员年龄参差

不齐的现状，更重要的是使团里的人才

困境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感谢天津对

昌都文化事业的支持，给这些孩子们带

来学习深造的机会，让他们能更好地成

长。”

学 成 归 来 续 写 津 昌 情 谊
—记昌都赴天津艺术特长生委培项目

本报记者 周婷婷

开春以来，西藏各农区加大水利设

施建设力度，积极改造整修农田灌溉干

渠、支渠，努力提高春播灌溉能力。

图为山南市扎囊县农民正在整修

田间灌溉水渠。

本报记者 格桑吉美 摄

兴修水渠

保灌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