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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开展“扫黄打非·绿书签行动”倡议活动

绿色阅读助力健康成长

本报拉萨 4月 25日讯（记者 杨小

娟）日前，记者从 2021 年全区旅游工作

会议上了解到，2020 年，我区乡村旅游

接待游客 1061 万人次，实现收入 12.17

亿元，旅游业带动农牧民转移就业 12.5

万人、25.9 万人次，实现总收入 6.3 亿

元。我区旅游在全国旅游市场复苏率

中排名第一，率先在全国实现复苏与

正增长。

据 了 解 ，“ 十 三 五 ”期 间 ，全 区 共

打 造 具 备 旅 游 接 待 能 力 的 乡 村 旅 游

点 300 多 个 ，特 色 旅 游 小 镇 26 个 ，家

庭 旅 馆 达 到 2377 家 ，带 动 2.15 万 户 、

7.5 万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实 现 脱 贫 ，

超额完成旅游带动 7.2 万贫困人口的

脱贫目标。

自治区旅游发展厅厅长王松平表

示，下一步全区旅游行业将紧紧围绕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继

续压实疫情常态化防控责任，深入推

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资源

开发利用水平，增加旅游产品有效供

给，提升“地球第三极”品牌影响力，深

入推进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

乡村旅游成为我区经济增长新亮点
2020年共接待游客1061万人次，实现收入12.17亿元

本报拉萨 4月 25 日讯（记者 格

桑伦珠 实习生 尼玛拉珍）4 月 24 日,

西藏当代陶瓷文化研究院成立大会

和授牌仪式在拉萨举行。首届西藏

陶 瓷 文 化 发 展 学 术 研 讨 会 同 日 举

行。来自区内外的陶瓷艺术家、文化

领域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西藏陶瓷

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 历 史 上 ，陶 瓷 通 过 茶 马 古 道 、

丝绸之路运到西藏；现而今，在文化

振 兴 的 时 代 背 景 下 ，我 们 要 萃 取 藏

文 化 的 精 髓 ，通 过 创 意 和 匠 心 融 合

到 陶 瓷 产 品 中 ，让 更 多 人 感 受 到 藏

文化的魅力。”西藏当代陶瓷文化研

究院院长宋明说。

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

次 仁 表 示 ，依 靠 我 区 独 特 的 文 化 资

源 、陶 瓷 文 化 研 究 领 域 专 家 学 者 的

集体智慧以及各地陶瓷文化的不断

交 流 交 融 ，西 藏 当 代 陶 瓷 技 艺 一 定

会 迎 来 更 好 的 发 展 ，为 中 华 民 族 优

秀传统文化添彩。

下一步，西藏当代陶瓷文化研究院

将积极开展我区陶瓷文化的历史资源

发掘、整理、研究、传播工作；参与民间

陶瓷文物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研究工

作；举办具有西藏陶瓷特色的文化艺术

展览、讲座、教育等系列非营利性公益

活动；推进陶瓷文化与科技、时尚等元

素融合发展，合作引进区外陶瓷文化企

业，探索研、产、学、创、展结合的西藏陶

瓷文化协作新机制。

西藏当代陶瓷文化研究院在拉萨成立 本报狮泉河 4月 25日电（记者 达

珍 洛桑旦增）近日，阿里地区“扫黄打

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阿里陕西实

验小学开展以“护助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抵制有害出版和信息”为主题的“扫

黄打非·绿书签行动”倡议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 PPT 图文

形 式 ，向 学 生 讲 解 什 么 是“ 扫 黄 打

非”、为什么要开展“扫黄打非”等内

容，并通过列举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让

青 少 年 学 生 进 一 步 了 解“ 文 化 垃 圾 ”

的危害，提醒大家要自觉主动远离各

类 侵 权 盗 版 书 籍 以 及 有 害 的 读 物 和

网 络 信 息 ，养 成 绿 色 阅 读 、文 明 上 网

的良好习惯。此外，现场还通过有奖

竞答的方式，向青少年学生发放优秀

少儿读物、绿书签及其他学习用品共

1500 余本。

本报拉萨 4月 25日讯（记者 史金

茹）25 日上午，2021 年自治区基层宣讲

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拉萨举行，7 市地

共 900余名基层宣讲骨干参加培训。

据介绍，此次培训在课程安排上

注重理论学习与实地参观相结合，聚

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西藏

和平解放 70 周年，突出党史学习教育

有关内容的培训，特别安排了集体参

观谭冠三纪念园、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纪念馆，让学员在实地参观中感受党

的思想伟力，牢记党的恩情，坚定不移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通过培训学

习，使学员把握宣讲重点、明确宣讲任

务、掌握宣讲技巧、提升宣讲能力，为

做好今年的理论宣讲工作打下坚实基

础。

来自日喀则市昂仁县宁果乡的基

层宣讲员岗瓦告诉记者：“我一定会好

好珍惜此次学习机会，认真学习，全面

掌握宣讲内容，回去以后把学到的内

容讲给乡亲们听。”

2021年自治区基层宣讲员培训班开班
900余名基层宣讲骨干参加培训

三方签署合作协议

加强进藏主通道客货枢纽
本报拉萨4月25日讯（记者 王雅

慧）记者从西藏航空有限公司获悉，

日前，西藏航空有限公司与四川省机

场集团有限公司及成都市双流区人

民政府共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进一

步建强进藏主通道客货枢纽。

据了解，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后，

西藏航空将设立航空物流公司，开展

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为主运营基地

的航空货运业务，建设具有高原特色

的航空货运枢纽。

“作为我区本土航空公司，我们

将不断提升保障能力、客货运输能力

和服务水平，为不断丰富我区与全国

各地的空中交通网络贡献力量。”该

公司负责人表示。

中共林芝市委老干部局积极搭建

平台，组织引导全市广大退休党员干部

开展观看红色电影、听退休党员老干部

讲党史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退休

党 员 干 部 们 纷 纷 表 示 ，将 认 真 学 习 党

史，对党忠诚、为党分忧，继续发挥余

热。

图为退休党员干部职工在市老干

部活动中心开展学习党史活动。

本报记者 格桑吉美 摄

退休不忘

学党史

“ 被 授 予 如 此 高 的 奖 项 ，我 很 激

动。在这几年的奋斗过程中，我深深地

感受到了党中央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高

度重视，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我带领

群众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信心。”2

月 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巴桑次仁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称号。

自 2015 年 担 任 那 曲 市 嘉 黎 县 麦

地卡乡党委书记以来，巴桑次仁把脱

贫攻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因地制

宜 ，带 领 全 乡 群 众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牛

粪加工厂、家政服务中心、加油站、纯

净水加工厂等一批产业先后在麦地卡

乡 建 立 起 来 ，带 动 当 地 百 姓 增 收 致

富，麦地卡乡也于 2018 年实现脱贫摘

帽。

立足实际 发展特色产业

上任之初，巴桑次仁便在全乡开展

走村入户，对麦地卡乡的自然环境、资

源禀赋、社会经济概况进行了详细了

解，“乡里要发展旅游业、服务业有很多

制约条件，传统的畜牧业要实现快速发

展也存在很大制约。”

在巴桑次仁冥思苦想脱贫计策时，

他了解到，乡里刚从林芝购买了专供暖

气设备使用的颗粒燃料，又联想到了牧

民家门口堆放的牛粪，顿时产生了将牛

粪加工成颗粒燃料的想法。

经过前期的论证和实验后，麦地卡

乡新型燃料颗粒加工厂项目开工建设，

2017 年建成投产。“牛粪颗粒燃料减少

了传统燃料带来的污染，运输、储存都

极为方便，效益也不错。”巴桑次仁介

绍。

工厂投产以来，实现总产能 877.3

吨，总收益 965125 元，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 251户 1070人增收。

抓住机遇 解决牧民就
业问题

“现在发展不好的，以后可能会高

速发展；现在没有的，以后会像雨后春

笋一般冒出来，关键是谁先抓住机遇。”

巴桑次仁经常给身边的人说要打开眼

界，多出去寻找可能的机会，抓住发展

的机遇。

因 工 作 需 要 ，巴 桑 次 仁 常 常 在 拉

萨、那曲、嘉黎县和麦地卡乡之间奔波

往返。各地的发展差异使巴桑次仁感

慨良多：“摆脱单靠政策扶持，实现自主

脱贫、不返贫，就必须解决牧民的就业

问题。”

通过实地调查，2017 年 8 月，在巴

桑次仁的带领下，麦地卡家政服务中心

在嘉黎县成立。

麦地卡家政服务中心由麦地卡乡

政府主导经营，成员由麦地卡乡在嘉黎

县的扶贫户和搬迁户组成，业务涉及搬

家、货运、装修、保姆、家教、临时钟点工

等。

万 事 开 头 难 。 在 中 心 成 立 之 初 ，

从乡里搬迁至嘉黎县的贫困户参与积

极性不高，于是，巴桑次仁带领全乡干

部 ，走 访 贫 困 户 ，认 真 记 录 他 们 的 顾

虑，同时向他们详细地解释、说明中心

的运作模式、工人工资保障、福利等问

题。

“并不是每次走访都很顺利，我记

得有一户村民，我们去了 5 次，才见到

户主。”最终，在巴桑次仁坚持不懈地

劝说动员下，麦地卡乡搬迁至嘉黎县

的绝大部分贫困户都加入到家政服务

中心。

自建成以来，麦地卡乡家政服务中

心运营良好，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436

人，实现总收益 446.45万元。

实现长期致富 确保脱
贫不返贫

“我们要结合实际，围绕市场需求

精准发展产业，实现长期致富，确保贫

困户脱贫不返贫。”巴桑次仁决定在乡

里建立加气、加油站，并深入分析了该

项目的可行性，“该项目是私企运营、乡

政府主导、贫困户入股的形式，风险由

企业和政府承担，充分利用私企运营的

灵活性和政府整合资源的优势，在运营

方面是可行的；选址在林提乡，位于交

通主干道旁边，与多个乡的距离都比去

市、县加油的路程短，具有较好的区位

优势。”

在巴桑次仁的带领下，麦地卡乡加

油站正式投入运营，仅运营半年，加油

站收益就达到 100万元。

在 与 巴 桑 次 仁 的 交 流 中 ，记 者 还

了解到，麦地卡乡曾打造过麦地卡矿

泉 水 品 牌 ，但 受 资 金 、技 术 等 原 因 制

约，缺乏竞争优势，项目搁浅下来。后

来，随着乡里的产业发展走上正轨，麦

地卡乡纯净水加工厂项目的建设也提

上日程。

去年下半年，麦地卡乡纯净水加工

厂开始试运营，以每桶 15元的价格进行

销售，带动全村 34人就业。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经营规

模，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麦地卡乡

纯净水的影响力，使麦地卡乡纯净水走

进那曲、拉萨市场，带动更多人持续增

收。”巴桑次仁说。

一腔为民情 倾注麦地卡
—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巴桑次仁
本报记者 万靖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春拉 柳新

勇）世界文化遗产罗布林卡金顶鎏金

屋面修缮工程近日开工。据悉，此次

工程主要涉及罗布林卡 9 处古建筑金

顶群、屋面阿嘎土及附属文物的抢救

性保护与修缮。

罗布林卡藏语意为“宝贝园林”，

始建于 1751 年，是历代达赖喇嘛夏宫，

也是西藏规模最大、营造最美、古迹最

多的池苑式宫廷建筑。2001 年，罗布

林卡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扩展

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罗布林卡管理处文物科负责人边

巴卓玛告诉记者，经过常年风吹日晒

雨淋等的自然侵蚀，目前古建金顶群

及相关配套文物设施出现氧化变黑、

渗水等情况。

据悉，为罗布林卡金顶鎏金屋面

修 缮 工 程 国 家 下 拨 专 项 资 金 3868 万

元，工程将对金色颇章、康松司伦、格

桑德吉颇章、新宫等 9 处古建筑的超过

855 平方米的金顶群进行鎏金修缮，也

将对超过 1 万平方米的屋面阿嘎土及

相关附属文物设施进行抢救性保护与

修缮。

“我们将严格按照文物保护的原

则，做到文物古迹最小干预化保护与

修缮。同时，为确保工程质量与文物

安全，我们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由罗布

林卡管理处工作人员和殿堂管理员等

近 30 人组成的项目监管小组，全程参

与监督管理。”边巴卓玛说。

世界文化遗产罗布林卡金顶鎏金屋面修缮工程启动

本报拉萨 4月 25日讯（记者 央金

卓玛 实习记者 芮怡星）为进一步提高

全社会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23 日，自

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

局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西藏业务受理

窗口、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拉萨市中

级人民法院宣讲员对 35 家企业代表进

行了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培训。

培训内容涉及商标、专利注册基

本 流 程 、民 法 总 则 、知 识 产 权 促 进 运

营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此外，拉萨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宣讲员就

我区知识产权相关案件受理情况及案

件类型进行了讲解。

“作为企业代表，通过此次培训，

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知识产权和

商标专利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此次

培训解答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方面的疑问，希望市场监管部门继续

加强对区内企业的指导，为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西藏地球第三极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代表俞静说。

我区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主题活动

在那曲市索县江达乡 9 村，陈喜军

和嘎措不仅用真心、真爱共同缔造了幸

福温暖的藏汉联姻家庭，也用时间和真

情谱写了一曲“藏汉一家亲”的民族团

结故事。

这一家的故事，还需要从 10年前讲

起。陈喜军是甘肃人，10 年前来到索县

江达乡做生意，在江达乡开了一家杂货

店。当时为人朴实的陈喜军经人介绍

认识了江达乡 9村村民嘎措。两人相处

一年后，嘎措率真善良的品质和陈喜军

勤奋聪明的品行深深地吸引着对方，随

着感情不断升温，他们作出了结婚的决

定。得知两人要结婚的消息，双方亲戚

朋友都没有阻挠，大家都说：“民族不同

没什么，只要小两口能把日子过好，能

够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婚后生活的甜美，他们孕育了爱情

的结晶。2014 年大儿子出生，为生活在

出租房里的夫妻二人，带来喜悦的同时，

也激发出两人拥有自己房子的强烈意

愿。“我们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小家。”这一

句是夫妻两人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没过多久，小两口用自己的积蓄，

成功在妻子嘎措户口所在地江达乡 9村

修建了属于自己的房屋，陈喜军也成为

了江达乡 9村的一员。

随着大女儿和小女儿的出生，让嘎

措自顾不暇，心疼妻子的陈喜军果断把经

营多年的杂货店转让给他人，并依靠自己

的一技之长，在自家院里开起一间摩托车

修理及零件销售店铺。

成为江达乡 9 村村民，陈喜军不忘

认真学习民族团结各项政策，以尊重不

同民族信仰和生活习惯为原则，跟邻里

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一心。

村民开着摩托车来到陈喜军家中，

叫他帮忙修理摩托车，他熟练地拿起工

具修起车来……这一幕是在陈喜军家

门口常见的场景。平日里，陈喜军积极

帮助村民修理摩托车，以合理的价格销

售摩托车零件，顾及店面生意之余，热

情友善的陈喜军也会经常到有需要帮

助的村民家中，为其用电焊修理门、加

装隔断以及修理线路等。

长期和村民们的交往交流，陈喜军

渐渐学会了藏语，现在他已经能用流利

的当地话与群众进行交流，村民还给他

取了一个藏族名字——扎米。而得到

群众极大信任的“扎米”在村集体合作

社负责人选举过程中，被村民一致推选

为村集体合作社采购员。

“扎米到 9村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夫

妻俩都特别好，他用技术为我们修理摩

托车。以前我们摩托车出问题时要到

乡里修，现在在村里就能修理，对群众

很有帮助，平时村民需要他帮忙时，他

也会积极帮忙。”索县江达乡 9村村主任

扎拉提及陈喜军时这样说。

提起从恋爱到步入婚姻的殿堂，陈

喜军和嘎措微笑的嘴角溢出了满满的

幸福。多年来，夫妻俩遇事商量，从不

红脸吵架，两人共同努力经营着自己美

满幸福生活，成为村里的模范夫妻。

“现在生活很幸福，他平时修理摩

托车，我在家里看孩子，干家务。”嘎措

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

陈喜军和嘎措的爱情故事，只是众

多民族团结家庭故事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索县县委、县政府和江达乡党委、

政府积极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引导

广大农牧民群众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

者和践行者，开创了各族群众团结友

爱、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陈喜军和嘎措的民族团结故事
本报记者 曲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