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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昌都电（记 者 周婷

婷）年初，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网站发布国家民委关于命

名第八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决定，昌都

市榜上有名。“十三五”时期，

昌都市民委以宣传教育和激

励表彰为载体，大力推动民族

团结创建工作，昌都市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广泛拓展，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

强化组织保障，狠抓工作

落实。昌都市始终把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专门设立办公室，并从 11

县（区）抽调人员组成工作专

班全脱产投入工作。同时建

立 领 导 小 组 议 事 制 度 ，定 期

召 开 创 建 工 作 部 署 会 、推 进

会、现场观摩交流会，实地进

行督导检查、考核考评，及时

发现创建工作中出现的新问

题、新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 和 问 题 ，督 促 指 导 开 展 查

漏 补 缺 工 作 ，在 全 市 形 成 了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有关部

门 协 同 配 合 、全 社 会 通 力 合

作 齐 抓 共 创 的 工 作 新 格 局 。

2020 年共开展民族团结创建

专题培训班 4 期，为创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工作提

供了人才支持。

健全工作机制，规范创建

流程。先后制定并下发《昌都

市争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总体实施方案》《创建工作计

划》等指导性文件，为持久深

入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市创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严格按

照指标要求，及时完善《昌都

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市测评指标体系》，相继制

定《昌都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市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昌都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办公室督导检查制度》等制度，编印下发《昌都市创建全国民

族团结城市指导手册》，进一步规范创建工作，使测评指标体

系更科学、更合理、更具有操作性，为创建工作提供了制度保

障。

强 化 督 导 检 查 ，注 重 补 齐 短 板 。 及 时 梳 理 汇 总 第 三 方

评估组及各级各类检查督导反馈意见，细化分解整改任务，

以督办通知等文件形式转发至 11 县（区）和市（中、区）直各

单 位 ，督 促 要 求 各 单 位 对 不 足 之 处 和 短 板 弱 项 限 时 整 改 。

并 组 成 专 项 组 多 次 开 展“ 回 头 看 ”工 作 ，对 问 题 整 改 情 况 进

行 实 地 督 导 检 查 ，确 保 问 题 整 改 到 位 。 同 时 要 求 各 县（区）

在 民 族 团 结 创 建 工 作 的 资 金 分 配 上 进 一 步 加 大 力 度 ，确 保

创建工作资金充足、保障到位。去年 6 月，昌都市顺利通过

第三方评估，10 月接受了国家民委工作组的验收调研，并通

过国家民委终评。

赵纯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湘妹子，也是

一名“藏二代”。1998 年 8 月，做了十年“留

守儿童”的赵纯花被父母接到了身边，从此

与昌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谈及“民族团结”的话题，赵纯花不由得

想起自己的父母，是他们的言传身教，让家

中 3个孩子从小拥有团结的意识和一颗感恩

的心。

这件事情还要从赵纯花来到昌都的第

二年说起。那年夏天，原本在家中排行最小

的她，变成了家里的老二——从妹妹升级成

了姐姐。所有的改变源于赵纯花的父母抱

回家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因为满

身病疮被人遗弃在泥巴路旁的厕所里。赵纯

花的父母带着婴儿去了无数趟医院，夜以继

日地照顾，最后办理完手续，这个孩子顺理成

章地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孩子。

“父母一再告诫我和哥哥，他就是我们

的亲弟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把他

当成家人，弟弟也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父母对西藏的爱，也感染着我。”在赵纯花的

心里，她爱的不仅仅是这个弟弟，还有西藏

这片土地。

2007 年 8 月，通过自己的努力，赵纯花

顺利考入了拉萨师范学院。在拉萨的 3 年

里，她学习到了许多关于西藏的历史文化、

风俗习惯。学习汉语言专业的她，非常喜欢

收集西藏的民间故事，她也愈加热爱雪域高

原。

在拉萨市一小当实习老师时，赵纯花认

识了同一届学数学专业的坚参，一个话不多

的小伙子。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早上七点上

课，他五点就会到学校路灯下看书，当时我

就想原来藏族男孩子这么勤奋，真的是自叹

不如。”随着交往越来越多，赵纯花发现，坚

参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虽然话不多，但做

事很勤奋，完全打破了她对藏族男孩子原有

的认知和看法。

毕业前，赵纯花很明确说要回到昌都发

展，而坚参也放弃了回乡的打算，偷偷把去

向意愿改成了昌都。

虽然都是在昌都，但坚参被分配到洛隆

县俄西乡小学任教，而赵纯花被分配到洛隆

县硕督镇小学任教。每到周末，不管是刮

风，还是下雨下雪，坚参都会骑着摩托车从

俄西乡到县城再到硕督镇看望赵纯花，这样

一坚持就是将近两年。

2012 年，坚参和赵纯花完成了藏汉联

姻，家人们非常支持并赶到洛隆为他们送上

了祝福。2013 年 12 月，这个小家迎来了第

一个孩子。2020 年 8 月，又迎来了第二个孩

子。父母笑称：“我们家把‘藏汉儿女’凑齐

啦！”

“大家都说，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对于

我来说，能爱着西藏的孩子，交往着藏族的

朋友，是无比幸福的。西藏让我安了家，成

为我生命中第二个温暖的家园。”虽然每年

要回老家看看，但在赵纯花心中，最熟悉、最

安逸的地方还是西藏。“第二家乡”这颗种子

在她的心上扎了根、发了芽，开出了最美的

“民族团结之花”。

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海有舟可渡，

山有路可行，此爱翻山海，山海皆可平……

他来自河南安阳，她来自西藏山南。离

家千里之外，两人相遇结缘，最终千里姻缘

一线牵，组成了“团结家庭”。

“人海茫茫，人与人之间能够从相遇相

知到相亲相爱，是必然，也是偶然。如果因

为爱慕，结成连理，那便是值得珍惜一生的

情分。”谈起与妻子索朗卓玛之间的感情，王

健的脸上满是笑容。

日久生情坠入爱河

2010 年，王健从河南远赴拉萨，入伍参

军于拉萨某部队。退役后，他参加公务员考

试被录取分配到昌都市芒康县木许乡人民

政府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山南姑娘索朗卓玛也来

到了木许乡工作。刚从学校步入社会不久，

又离家千里之外，陌生的环境让她有些举足

无措。

军人出身的王健乐观开朗，他主动上

前：“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找我就行了。”简

单的一句话，却让索朗卓玛感到了暖意。

相处久了，王健对眼前这位做事认真负

责、为人亲和的藏族姑娘动了情，便开始主

动追求。

同在异乡，又时常同出同进，王健的一

言一行，索朗卓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这

个老实忠厚的男人也多了分关注。

“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他也有一点好感，

他总是很热情地帮助我，所以听到他告白的

时候我心里还是特别开心的。”2013 年 6 月，

索朗卓玛答应了王健的追求，两人确定了恋

爱关系。

登门拜访定终身

虽然两人的感情愈加浓烈，但索朗卓玛

的心里还是压着一块石头——什么时候把

恋情告诉自己的母亲。

在王健的鼓励下，索朗卓玛最终说出了

口。和预想的一样，她的母亲不同意。很长

一段时间里，索朗卓玛总是忧心忡忡，一边

是自己敬爱的母亲，一边是自己喜欢的人，

谁都难以割舍。

同在山南的哥哥和姐姐开始帮索朗卓

玛出主意，并安慰她，“你一个人在那么远的

地方工作，有个人照顾你是好事，只要是你

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就坚持下去，阿妈这边有

我们陪着，你不用担心。”

看着闷闷不乐的索朗卓玛，王健也坐不

住了，和索朗卓玛商量后决定去她家登门拜

访，用实际行动感动她的母亲。

“父母其实都是心疼自己的孩子，我把

诚意表达给她的妈妈看，再加上我当过兵，

肯吃苦，感觉老人家对我的第一印象还是不

错的，最后妈妈终于放心了，最重要的是卓

玛开心了。”回忆起第一次登门的经历，王健

侃侃而谈。

在家人和朋友的祝福下，2016 年 11 月，

王健和索朗卓玛组建了自己的小家。第二

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为这个家增添了更多

欢声笑语。

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我们一个来自河南安阳，一个来自西

藏山南，相聚在木许。我们全家人遵纪守

法、互敬互爱、爱岗敬业、乐于助人、家庭和

睦，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在索朗卓玛看来，

两人虽说来自不同地方，是不同民族，但和

大多数家庭一样，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没

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

当问及日常相处之道时，王健分享了自

己的经验：“多年来，我们俩在生活中相互照

顾、相互信任，在工作中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遇到困惑时相互开导、相互帮助。我们

都相信，只要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待事

物，思考问题，多为对方考虑一些，那任何事

就都不是事了。”

基层工作经常需要走村入户，需要与当

地群众交流，宣传各类惠民政策。作为一名

汉族干部，由于语言方面存在障碍，王健时

常会有很大的工作压力。索朗卓玛便当起

了王健的藏语老师，“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她

对我说藏语，听不懂的就再讲一遍普通话，

从她身上我也了解到了很多藏文化，这对我

开展日常工作很有帮助。”而索朗卓玛在工

作中遇到问题时，王健也会耐心帮助她解

决，渐渐地，索朗卓玛的办公水平也得到了

很大的提升。

团结同事人缘好

对于这对夫妻，同事们总是赞叹有加：

“夫妻俩的感情很和谐，家庭也幸福美满。

他们为人低调，也乐于帮助别人，我们也都

很喜欢和他们相处。”

确实，在生活中，王健和少数民族同事

互相支持、互相谅解、互相帮助，打成一片。

不仅是同事，老百姓也十分喜欢王健夫

妇。从 2016年起，除了平日里的走访，每逢藏

历新年，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王健夫妇都

会一起去慰问 4户结对认亲困难户，为他们送

去慰问品，和他们唠唠家常，增进感情。

王健夫妇一直坚持认真学习和模范执

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旗帜鲜明地反对分

裂，同各种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言行

进行坚决的斗争，用实际行动维护木许乡团

结祥和。

王健和索朗卓玛，用自己的幸福诠释着

“三个离不开”的思想，以实际行动践行着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正是无数这样

的民族团结家庭扎根雪域、奉献西藏，将民

族团结之花浇灌得日益绚丽。

日前，国家电网昌都供电公

司的巾帼志愿者开展了“敬老爱

老家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

践行民族团结。

图 为 志 愿 者 为 独 居 老 人 打

扫卫生后和老人合影。

本报记者 周婷婷 摄

“值得珍惜一生的情分”
—王健和藏族姑娘索朗卓玛的西藏情缘
本报记者 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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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心 呵 护 民 族 团 结 之 花
—— 记 昌 都 市 洛 隆 县 小 学 副 校 长 赵 纯 花

本报记者 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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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健入户与当地村民交流了解民情。 本报记者 周婷婷 摄

如果说，最美的风景在路上，那么最温暖的故事就在拉萨

SOS 儿童村，那些温馨感人的民族团结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充满

阳光的村落里。

李华目前在拉萨 SOS 儿童村从事翻译与秘书工作。作为

一名孤儿，李华从小在儿童村长大，她体会了儿童村的温暖，懂

得了感恩。2000 年 9 月，李华来到拉萨 SOS 儿童村，将这份温暖

延续在拉萨 SOS 儿童村，用她的爱努力关怀着拉萨 SOS 儿童村

的孩子们。

“自从来到拉萨 SOS 儿童村，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里，和孩

子们一起成长，一起收获快乐。在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我

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藏语。我非常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孩

子们。”李华开心地说。

李华和一名藏族老师达瓦次仁组成了家庭，还有一个可爱

的儿子，夫妻二人相处得非常和睦。达瓦次仁在林周县中学工

作，一周或两周才能回一次拉萨。李华不仅要一个人照顾儿

子，还要照顾丈夫的父亲，以使丈夫能更安心地工作。

在拉萨 SOS 儿童村，李华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和儿童村一

起成长，她早已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在这里，她感受到了

领导的关心，感受到了同事的关怀，同样也把关心与关怀传递

给了同事和孩子们。在工作上，她积极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劳

任怨，认真做事，努力学习业务知识和理论知识。在助养工作

中，她总是积极主动联系被助养孩子的家庭，把孩子们一点一

滴的成长通过照片和文字汇报给助养人，让助养人更清楚地了

解孩子的成长，放心将助养款交给儿童村。

“李华虽然是一名汉族同志，却和同事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她还能用藏语跟同事们交流。当同事需要帮助时，她总是毫不

犹豫地给予帮助。同事的孩子病了，她会第一时间去看望。大

家有困难也喜欢找她帮忙、谈心，她总是耐心聆听，并提出自己

的建议。同事们都称她为‘李大姐’，这个称呼饱含了大家对她

的尊重和认可。”拉萨 SOS儿童村村长琼吉说。

“人相亲，情相融，心相印，我们就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相亲

相爱的一家人。”李华告诉记者，在拉萨 SOS 儿童村工作，她收

获了很多，从同事身上收获关爱、友好，从孩子们身上收获开

朗、阳光。

拉萨SOS儿童村工作者李华：

把儿童村当自己的家
本报记者 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