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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初心本色 践行使命担当

我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春日的雪域高原处处焕发出生机。天刚放

亮，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江村村民李守远便穿好

胶鞋，步履匆匆来到蔬菜大棚。近期，西葫芦、西

红柿、苦瓜等蔬菜到了采摘季，李守远和妻子尼

玛忙得不可开交。

“这几天是西葫芦采摘售卖的关键时期，菜

价也不错，一刻都耽误不得。”猫着腰，喘着粗气，

李守远熟练地将绿油油的西葫芦拾进桶里。

在江村，李守远夫妇只是职业化农民大军中

的一员。近年来，凭借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江村

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村”。

跟土地打了 30 多年交道的江村村民边巴，见

证了西藏蔬菜产业的飞速发展。“现在人们不仅

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圣女果、水果椒、秋葵等一些

‘时髦菜’也摆上了百姓餐桌。放在过去，吃这些

菜想都不敢想。”边巴的思绪飘回从前。

在旧西藏，蔬菜是奢侈品的代名词，吃菜更

是上层贵族的特权，很多农奴甚至一辈子都未曾

品尝过蔬菜的滋味。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

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

实现和平解放。翌年，进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战

士在西郊的一片荒滩上，用一把把十字镐开垦出

2300 余亩耕地种植蔬菜、粮食。这片农场被称为

“八一农场”。

“那年秋天，这片土地迎来丰收，萝卜、白菜、

土豆等农作物长势喜人，有的白菜个头大到小孩

子都可以坐在上面。”原十八军政委谭冠三之子

谭戎生说，当年解放军种植的蔬菜产量，创下当

时西藏蔬菜产量的历史最高水平。许多群众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世代生活的土地上竟

能长出这么好的蔬菜。

西藏和平解放 70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将“菜篮

子”工程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工作，各市地通过推进

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建设，解决了气候等因素对蔬菜

生产的制约问题，蔬菜产能得到显著提高，市场旺季

蔬菜供给能力达到85%以上。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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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宜 5月 5日电（记者 胡文

王珊 张猛）“十三五”以来，林芝市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西

藏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坚决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进一步筑牢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美丽林芝。

据悉，“十三五”以来林芝市环境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持 续 达

100%；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监测达标率为 100%，主要江河

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巴宜

区成功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区），林芝市成功创建全国第二批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林 芝 市 制 定 印 发《林 芝 市 各 级

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

作职责规定》《林芝市党政领导干部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责 任 追 究 实 施 细 则

（试 行）》等 24 个 规 范 性 文 件 ，厘 清

各级各部门生态环保工作职责，进

一步健全环境治理责任体系。成立

了巴宜片区和波密片区 2 个县域生

态环境监测站；组建市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队，整合市相关部

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

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并取得实效，“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成果持续

巩固。

下一步，林芝市将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中保护、保

护中发展，为我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贡献林芝力量。

林芝市构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格局

筑 牢 国 家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本报拉萨5月 5日讯（记者 拉巴桑

姆）记者日前从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了解到，截至 2021 年 3 月底，拉萨市

有效注册商标达 25785 件，占全区注册

商标的 64%。全市驰名商标 16 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 21 件，地理标志产品 6

个，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 19 件，有效专

利 5633件。

据了解，今年第一季度开展行政

指导 50 余次，新增有效注册商标 1795

件、专利授权 321 件，注册商标、授权专

利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同时，为拓宽

农牧民增收渠道，挖掘具有发展潜力、

市场前景好的农产品，通过知识产权

行政指导，拉萨相继成功注册了“拉萨

酸奶”“尼木藏鸡”“斯布牦牛”等 21 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中，市属 15 家

商标企业被中华商标协会授予“中华

品牌商标博览会金奖”，达成合作项目

9个，签约金达 1000多万元。

“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我们以驰

名商标、地理标志商标、涉外商标以及

高价值专利为重点，查处侵权假冒注

册商标、违法使用商标等行为。”拉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次仁卓嘎说，

“2020 年，拉萨市查处知识产权侵权违

法案件 55件，罚没金额 89.08万元。”

次仁卓嘎介绍，拉萨市通过筹备

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强化知

识产权行政指导，组织市属商标企业

参加中国国际商标节，加大宣传展示

拉萨特色优势产品品牌，推动西藏特

色优势向品牌优势转化，增强了企业

发展的动力。

推动特色优势向品牌优势转化

拉萨市有效注册商标量近2.58万件

做完了五台手术，走出阿里地区人民医

院住院部时，日光还很明亮，北京来的大夫

王克明，下意识看了看时间。已是“夜里”八

点多，西南风呼呼地吹，医院外狮泉河桥头，

喂海鸥的人、外地来的卸货工人都已散去。

四月末的狮泉河镇还留在冬天里。这

里日照漫长，日落后温度零下。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西藏自治

区人民医院的援藏医疗专家在阿里地区卫

健委和“中华儿童慈善基金会丽格 18 岁专项

基金”协助下，为当地农牧民唇腭裂患者开

展了免费救治。

“我们希望通过手术，让更多唇腭裂患

者重拾自信。”王克明是此次义诊活动的发

起人、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面颈部

整形美容二中心副主任医师。

男孩多吉（化名）两岁了，他会用咧嘴笑

来代替说话沟通。笑起来，上唇咧开两处大

豁口，鼻翼被豁口的张力拉得很开。

千分之一概率的唇腭裂患者中，嘴唇双

裂是更小概率的先天畸形。但在阿里地区，

此次义诊活动最终完成的 19 台唇腭裂手术

中，就有 2名双侧唇腭裂患者。

这一次，多吉的父亲接到县卫健委的报

名通知后，带上儿子来到了狮泉河镇。

多吉的手术安排在 4月 30日。男孩呼吸

渐渐平缓，然后沉睡，王克明先是在他的上

唇豁口处画上线，一边和搭档讨论，反复设

计切口位置，方才下刀，切开，缝合。

多 吉 的 手 术 持 续 了 一 个 多 小 时 ，尽 管

“缺的组织太多”，但医生手起针落间，男孩

的嘴唇缝合得针脚柔滑均匀。“唯一不太满

意的是唇珠做得不太好，不够好看。”身为科

班出身的整容科医生，王克明对美有更多一

些追求。

麻醉醒来，多吉哭着，被医生抱出手术

室，试图用手去撕唇上的纱布——在那之

下，有他疼痛且新生的嘴唇。 （下转第二版）

援藏医生王克明：

“让更多唇腭裂患者重拾自信”
本报记者 赵瑞阳

图为 4月 27日，在噶尔县牧民家，王克明医生（右一）查看患儿恢复

情况。 麦启煊 摄

5月 5日是“立夏”节气，当天，在拉萨市慈松堂水上公园，不少市民和游客在此游玩，感受惬意时光。

本报记者 洛桑 摄

清风拂面
横塘新荷

拉林铁路作为川藏铁路的重要一段，即将于今年 6

月通车。这条铁路全长 435 公里，设计时速 160 公里，是

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

全线 16 次跨越雅鲁藏布江，地质条件复杂，桥隧比

高达 75%……在青藏高原修铁路，难度不言而喻。遇山

开隧，遇水架桥，13 万名建设者先后参与拉林铁路建设，

用青春、奉献、担当筑起一条“神奇的天路”。

赵卫星：“有幸工作第一站到雪域高原”

“90 后”小伙赵卫星，2016 年大学毕业应聘到中铁广

州局。尽管学的是铁路建设相关专业，他却从未想过，

职业生涯的第一站会是到雪域高原修铁路。

“刚来时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头也晕晕的，早晨还流

鼻血。”尽管年轻，赵卫星初上高原时身体还是出现了明

显不适。而他很快投入到工作中，不适也在忙碌中逐渐

消退。

藏木特大桥是拉林铁路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横跨雅

鲁藏布江，主拱跨径 430 米，平均一节段钢管拱的重量就

达 200多吨，再加上当地天气多变，架拱难度非常大。

高山峡谷间，风力最高可达十二级。为在大风间隙

抢时间，施工人员经常凌晨 5 点起床，确保下午 4 点大风

来临前结束工作。

“我和同事每天一起早起，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

才架拱完成。”赵卫星说，“那段时间虽然很累，但大家朝

着一个目标努力，没人抱怨，也不敢懈怠，看着桥梁一点

点延伸，我是发自内心地欢喜。”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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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综合讯 记者从区党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自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充分运用红色基

因库、讲好红色故事、开设红色展览、观看

红色影片、加强文艺创作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红”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树牢理想信念，增强政治定力。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持续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

在察民情上下功夫，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倾听民声、汇集民意，明确问题导

向、实践导向、需求导向。围绕党史学

习教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目标，坚持将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紧扣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切实

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形 成 长 效 机 制 ，提 高 人

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在第 26 个世界读书

日 ，我 区 开 展“ 读 书 日·
读党史”系列活动，把读

书与学党史有机结合起来，在百年党史

这部“大部头”中涵修养、夯基础、长才

干、守信仰，凝聚全区干部群众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的精神信念。由区党委宣

传部主办、新华书店承办的 2021 年“书

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拉萨

市新华书店举行。启动仪式上，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优秀出版物作

者颁发荣誉证书，宣读《2021 年“书香西

藏”全民阅读倡议书》等。西藏藏医药

大学、林芝边境管理支队、山南市东辉

中学开展“读书日·读党史”、阅读分享

会等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学生对党的

光辉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学习热情

高涨。东辉中学八年级（6）班学生格桑

卓玛说：“日常课堂上老师讲过党史故

事，结合今天的阅读分享会，我更加坚

定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

决心。”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分 9 支宣讲

分队赴全区七市（地）、部分县（区）、区

（中）直单位、区属高等院校开展集中宣

讲活动。同时，我区各县（区）、乡（镇）

充 分 利 用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所 、

站），依托“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

动现有载体，发挥“五级宣讲员”队伍体

系作用，特别是广泛发动全区基层宣讲

员，注重邀请老干部、老战士、老党员，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伟大变迁，以身边

人、身边事讲变化、谈体会、话发展，用

“带酥油味、飘糌粑香”的故事，入户宣

讲、草场宣讲、地头宣讲，确保全区农牧

民党员和群众乐意听、听得懂、有启示、

能受益。

日前，我区印发《关于在全区两新

组织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安

排部署全区两新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要求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全覆盖、重创新、

求实效，进一步增强两新组织党员“一

颗红心跟党走”的政治自觉和“砥砺奋

进志不移”的使命担当，做到了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林芝市志愿者联合会组织志愿者观

看大型文献记录片《旗帜》，全面生动了

解党史，感悟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蕴

含的生生不息思想伟力。西藏众源建材

集团党支部开展“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专题教育，感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

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自治区快递行

业党委、山南市乃东区天马商贸有限公

司党支部利用建立党员微信群等方式，

定期推送党史百年天天读等学习内容。

自治区律师行业党委在“西藏律协”公众

号上每天定时推出“讲百年党史”学习课

程，目前已推出 69节课程，并举办“学党

史、知党情、跟党走”线上答题，有 300余

名党员律师参加答题强化培训学。那曲

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行业党委组织向广

大市民免费赠送药品 600 余盒、一次性

医用口罩 500余副、84消毒液和酒精 300

余瓶，价值 1.3万余元。

（记者 王雨霏 唐启胜 旦增旺姆 史

金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