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要闻
2021年6月7日 星期一

主编：周辉 责编：罗梦瑶2

在芒康，尤其是地处滇藏线上的木许乡、纳西民

族乡和曲孜卡乡，一直以来都是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

的幸福之地。各民族之间团结友睦、互敬互助的美誉

远播区内外，纳西民族乡更是被作为民族团结示范教

育基地重点打造。

一条澜沧江将芒康的南部三乡串联在了一起，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如涛涛江水般绵延不绝。

白族小伙成为藏家女婿

夏日，木许乡小学校园内鸟啼虫鸣，朗朗读书声

不绝于耳，雷云春在这里一呆就是 15年。

出生在云南丽江的雷云春毕业后到木许乡小学

当老师。十多年来，学生走了一届又一届，老师换了

一批又一批，而他就像校园操场旁的柏树一样，坚守

在这里。这里不仅有让雷云春难以割舍的学生，还有

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

2012 年，与妻子四朗旺姆相恋 6 年后，雷云春怀着

忐忑的心情向双方父母表明结婚的想法，没想到双方

父母一致赞成。不久后，他们便在木许村举办了藏式

婚礼。

成为一家人后，雷云春首先要解决的是与岳父岳

母的交流问题。“我刚跟爱人相处那会儿，爱人要充当

我和岳父岳母之间的翻译，当时觉得这样交流很费

劲。”雷云春说，他暗下决心要学习藏语并教会岳父岳

母说汉语。

在学校，雷云春积极向藏族教师请教藏语发音和

语法；在家里，他尽量用藏语同爱人交流。经过长时

间练习，雷云春逐渐掌握了藏语交流，更好融入了家

庭。

语言关过了，但饮食习惯又成为了新的挑战。雷

云春每次去岳父岳母家，岳母都会拿出风干牛肉和糌

粑，给他倒上一碗酥油茶。吃惯了炒菜米饭的雷云春

一开始不太能接受。

于是，雷云春想了个办法，经常买菜拎去岳父岳

母家，给他们做凉拌木耳、豆干炒肉、素炒小白菜等

家常菜。时间长了，岳父岳母不仅能吃云南菜，还接

受了“白族生皮”、宣威火腿等白族特色食物。而雷

云春也跟着家人喝起了酥油茶、吃起了风干牛肉、团

起了糌粑。

爱喝酥油茶的思政老师

2004 年 7 月，从贵州师范大学毕业的张伟进藏

工作。两年后，调至芒康盐井开展蹲点教学调研。久

而久之，黝黑脸庞、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的张伟

成为了“当地人”。

说张伟是“当地人”，不仅仅因为他在芒康待的时

间久，更多的是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张伟的妻子白玛旺姆是盐井小学的语文老师，相

处的日子久了，他俩一拍即合。

“岳父岳母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结婚后要相

亲相爱，共同为幸福生活而打拼。”张伟对岳父岳母始

终怀有一份感激之情。

婚后，相处的日子多了，张伟的岳父岳母逐渐爱

上了偏麻辣、多油的贵州炒菜，张伟也喜欢上了喝酥

油茶、吃糌粑，有时还会主动请岳父岳母给他打点酥

油茶、团些糌粑吃。

作为盐井中学的思想政治学科带头人，张伟不仅

会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还会将“五

个认同”融入到自己的授课和课外知识延伸中。引导

各民族同学尊重彼此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在求同

存异中增进彼此感情，互帮互助提高学习成绩。

多民族融合的幸福大家庭

岁月匆匆，白驹过隙。一晃眼，才仁尼增和丈夫

结婚已经 20 多年，两人头上的青丝中已有了些许白

发。客厅醒目位置挂着“昌都市民族团结先进家庭”

和“芒康县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荣誉奖牌。

才仁尼增出生于纳西民族乡纳西村，是纳西族；

她的丈夫出生于纳西民族乡上盐井村，是藏族。

当年，两人通过媒人牵线搭桥走到了一起。婚

后，他俩恩爱互敬，但由于藏族和纳西族在语言、服

饰、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新婚初期的夫妻俩也会

为选择穿藏族服饰还是纳西族服饰而产生分歧。

但多年来，大家互相理解包容，从来没有因为文

化 和 习 惯 的 差 异 而 发 生 过 不 愉 快 的 事 情 。 更 有 意

思 的 是 ，才 仁 尼 增 的 哥 哥 娶 了 回 族 女 孩 ，她 的 弟 弟

娶了汉族女孩，他们在这个大家庭里生活的和睦幸

福。

问及多元化大家庭的“幸福密码”，才仁尼增说

道：“互敬互重、理解包容、互帮互助、团结和睦。”

在藏、川、滇三省（区）交界处的三江大地上，各民

族休戚与共，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相信在

党的团结带领和各民族的团结拼搏下，芒康的民族团

结石榴花会开得更盛。

盛开在澜沧江畔的“幸福花”
—昌都市芒康县民族团结故事集锦
本报记者 周婷婷 本报通讯员 蔡生万 本报拉萨6月 6日讯（记者 丹增平

措）6 月 4 日，区政协机关组织党员干部

在“两路”精神纪念馆开展参观学习活

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

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的指示精

神，重温我们党经略西藏的光辉历史，

不断将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

区政协副主席王亚蔺、江措拉姆

参加。

参观学习中，大家认真听取讲解

员介绍，参观展厅内的历史文物和图

文视频等资料，感悟“老西藏精神”和

“两路”精神，上了一堂深刻、鲜活、生

动的特别党课。大家认为，老一辈军

民修筑川藏、青藏公路的英雄历史，孕

育形成了“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

神，树立了世界屋脊上不朽的精神丰

碑。大家表示，要赓续共产党人精神

血脉，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三更”

专题教育为契机加强党性修养，传承

践行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自觉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切实发挥好

政协职能作用，聚焦“四件大事”，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各界共识，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百年华诞和西藏和

平解放 70周年。

区政协机关党员干部在“两路”精神
纪念馆开展参观学习活动
王亚蔺江措拉姆参加

在日土县甲岗村有一个身影，无论寒冬酷暑，总是穿梭

在草原和边境线上，这道身影默默守护村民健康 43 年，他就

是日土县藏医院医师、原甲岗村村医南杰次仁。

南杰次仁所在的甲岗村，地处边境一线，平均海拔 4300

米，高寒性疾病一直威胁着农牧民群众的健康。

南杰次仁出身于藏医世家，从小跟随舅舅、父亲学医，并立

志为家乡父老消除病痛。南杰次仁刚当村医时，甲岗村卫生所

医疗设施简陋，小病靠吃药、大病靠打针来缓解。同时，由于放

牧点分散，大部分群众生病只能让南杰次仁上门治疗。没有交

通工具，他就步行去诊治，遇上较远的放牧点，他就骑马去，有

时来回两天才能看一次病。为了降低医疗成本，他便自己采

药，或从自己的村医补贴里拿出钱购买制药原料，即使条件艰

苦，南杰次仁也从不向患者多收一分钱。南杰次仁制作了一种

贴剂，每贴只卖一元钱，至今从未涨过价。

2016 年，甲岗村建成了村卫生室，设有诊室、治疗室以及

药房，配备了基本的医疗设备和充足的药物，包括南杰次仁

在内的 4 名村医轮流坐班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自此以后，

甲岗村群众治疗常见病再也不用出村了。

“现在医疗设备条件好了，看病方便多了，我们群众的生

活也越来越好了，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南杰次仁说。

“十三五”期间，阿里地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高速发展，

全地区累计建设乡镇卫生院 37个、培育医护人员 353名，村卫

生室 135 个、培育村医 387 名，完成了“每个县至少有 1 所公立

医院、每个乡镇有 1所卫生院、每个行政村设立 1个村卫生室”

的医疗机构“三个一”目标，实现了“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

镇，大病不出市（地）”。

现在的南杰次仁在日土县藏医院工作，虽然不用再骑着

马到处接诊，但他那颗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心始终未曾改

变。他不仅掌握基本的藏医诊疗方法，在治疗高原常见的关

节、消化系统、心血管等方面的病症也颇有建树。从医 43 年，

他除了为甲岗村 700 多名群众看病外，还为临近的革吉、噶尔

等几个县的 3000多名群众诊治过。

“来到医院以后，接诊的病人比过去多了很多，但我有空

就会回村，因为村民们还是会来我家找我看病，能用自己的

医术帮助到大家，是我的荣幸。”南杰次仁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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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6 月 6 日讯（记者 罗梦

瑶）近日，那曲市市场监管局在那曲市

虫草交易市场开展“打击以人工种植

虫 草 冒 充 那 曲 天 然 虫 草 售 卖 专 项 行

动”宣传工作。

活动中，宣传人员通过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资料、实物对比讲解、现场答

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人工冬虫夏草

与西藏那曲冬虫夏草的区别，宣讲西

藏那曲冬虫夏草地理标志相关知识，

交流经验技巧，提高市民群众对西藏

那曲天然冬虫夏草的辨识能力。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

份，现场答疑 100余人次。

那曲开展专项宣传活动

让消费者学会辨别天然虫草和人工虫草

本报拉萨 6 月 6 日讯（记者 郑璐

袁海霞）6 月 5 日，由自治区体育局、自

治区体育总会主办的“我要上全运”第

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棋牌类项

目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自治区社体中

心篮球馆开赛。

据了解，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

于今年 9 月在陕西省举办。我区根据

群众体育实际和各项目基础，拟计划

组队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中

的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足球、篮球、

气排球、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 10

个比赛类大项和广场舞、广播体操、健

身气功、太极拳 4 个展演类大项。自治

区体育局于 6 月 2 日至 6 月 20 日举办

10 个比赛类大项的“我要上全运”第十

四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西藏自

治区选拔赛，选拔高水平的群众运动

员和运动队代表我区参加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群众赛。

“我要上全运”自治区选拔赛开赛

本报拉萨 6 月 6 日讯（记者 娄梦

琳 车军伟）近日，记者从拉萨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了解到，拉萨市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在 G6京藏高速拉萨段新增电子

区间测速 7 处，并将于 6 月 11 日启用电

子区间测速设备。

为保障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

全，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拉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在 G6京藏高速拉萨段的拉那高等级

公路堆龙区间测速起点（堆龙入口）、拉

那高等级公路堆龙区间测速终点（堆龙

出口）、拉那高等级公路古荣区间测速

起点（古荣匝道入口）、拉那高等级公路

古荣区间测速终点（古荣匝道出口）、拉

那高等级公路羊八井区间测速起点（羊

八井匝道入口）、拉那高等级公路羊八

井区间测速终点（羊八井匝道出口）、拉

那高等级公路 3816-2 标志处单点测速

等 7处新增电子区间测速设备。

据悉，2020 年 10 月 1 日，G6 京藏高

速公路拉萨段（堆龙德庆区波玛村至当

雄县羊八井镇）正式通车并试运行，该

路段全程单向 64 公里，限速 100km/h，

隧道内限速 60km/h。

京藏高速拉萨段新增电子区间测速7处

将于 11日启用电子区间测速设备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帮助广大考生

便捷出行、准时抵达考场，拉萨市公交

运营有限公司将提供 124 辆爱心送考

车送考，并在高考期间，加大十个考点

涉及的公交线路发车密度，重点做好考

前和考后公交线路的排班和班次。拉

萨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提供 80 辆爱心

送考车，为考生及时、平安赴考保驾护

航。

图①：出租车驾驶员为考生加油。

图②：公交车工作人员在粘贴爱心

送考车标志。

本报记者 次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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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爱心送考

再出发

（上接第一版）

截至 2020年底，中央、自治区财政

累 计 投 入 非 遗 保 护 资 金 2.23 亿 元 、

9592 万元。全区命名西藏大学等 8 所

院校为“西藏非遗进校园示范基地”。

昌都锅庄、比如丁嘎热巴、拉孜堆谐、

拉孜扎念、达布阿谐等项目成为各地

“非遗课间操进校园”新亮点，格萨尔

说唱、久棋等项目陆续进课堂，薪火相

传的格局逐步形成。

截至目前，西藏国家级和自治区

级非遗传承人普查建档和数字化保护

工作也基本完成。全区古籍普查工作

基本完成，数字化工作扎实推进，231

部（305 函）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地方特色和红色文化数字资源达

50余部、9.33TB。

文旅融合，推动文化产
业提质增效

4 月 10 日晚，大型实景剧《文成公

主》在拉萨河畔宝瓶山下进行 2021 年

首场演出。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这部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于一体的大型实景剧，在近十年来

已成为西藏文化市场获得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双效融合剧，成功转移当

地农牧民 7000 余人次就业，累计完成

演出 1300场，接待游客 300余万人次。

2019 年 8 月《金 城 公 主》成 为 继

《文成公主》后又一张促进各民族文化

交往交流交融的西藏文化旅游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文物说话、

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

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截至目

前，西藏共有国家级、自治区级、县市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0 处、603 处、1314

处。“布达拉宫文创体验馆”“布达拉宫文

创产品销售店”和“西藏博物馆文创体验

店”建成并对外开放，优秀传统文化逐步

“活起来”，文旅融合不断深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加大文化

产业顶层设计，重点培育了“文创西

藏”区域公用品牌。制定出台《“文创

西藏”区域公用品牌管理暂行办法》

等，成功举办“文创西藏”特色文化产

业嘉年华。“西藏特色文化产业之窗”

在上海、深圳、南京、长沙和尼泊尔加

德满都、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等国内外

重点城市落户。成立了首个音乐产业

基地，动漫产业蓬勃发展。

西 藏 文 化 产 业 在 政 府 的 大 力 倡

导、扶持、培育下，经过行业的探索、奋

斗、建设，充分利用全区丰富多样的特

色文化资源，重点发展文化创意、文化

旅游、影视制作、演艺娱乐、出版发行、

民族手工业、高原极限运动等西藏特

色文化产业。注重培育特色产业的文

化内涵，树立文化品牌意识，培育优质

文化产品。截至 2020 年底，全区拥有

各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234 家，

各类文化市场主体 7500 余家，从业人

员近 7万人，行业年产值达 60.95亿元，

年均增速保持 15%以上。

可以说，西藏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已经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

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和国民经

济新的增长点。一批有较强实力、竞

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文化企业

和企业集团发展壮大，一批具有民族

特色、自主知识产权和原创性的知名

文化品牌崭露头角。

文化惠民，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5 月 11 日 下 午 ，话 剧《八 廓 街 北

院》赴京展演前汇报演出在自治区藏

剧团举行。

《八廓街北院》讲述了居住在拉萨

中心八廓街北街的藏、汉、回等多民族

邻里之间，在跨越 40 多年的时代变迁

中，和睦相处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

事，这部优秀本土话剧入选了 2020 年

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西藏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努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

发展。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和平台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林芝、山南、拉萨成功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拉萨雪顿节等 90余个群众性文化活动

已成为宣传展示各地形象的文化名

片。

我区全面实施“新时代优秀文艺

作品创作”工程，组织全区创作人员近

千人次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

题采风活动，创作推出各类文艺作品

近千部。重点打造推出了歌舞《太阳

的女儿》《魅力西藏》《共产党来了苦变

甜》《再唱山歌给党听》，新编藏戏《次

仁拉姆》《藏香情》《六弦情缘》，话剧

《共同家园》《不准出生的人》等一批优

秀剧目；全区 7市（地）也分别打造推出

一批主题鲜明、艺术精湛、基层群众热

烈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

各级政府逐步加大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力度，全区城乡文化设施面貌发生

了巨大变化。近年来，西藏启动实施“美

丽西藏 可爱家乡”优秀文化产品乡村供

给工程。在全区 74个县（区）组建了 76

支县（区）艺术团，常年活跃在基层农牧

区，为巩固基层文化阵地作出了重要贡

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进一步夯实

党 在 西 藏 的 执 政 基 础 ，自 治 区 投 入

2.74 亿元，每村安排 5 万元补助经费，

截至 2020 年 6 月完成 5492 个行政村文

艺演出队组建工作。153 支民间藏戏

队根植沃土、独放异彩，全区专兼职文

艺队伍突破 10万人。

数据显示，仅“十三五”期间，中央

支持政策和重大项目全部落地。全区

现有 7 个群艺馆、81 个图书馆、74 个县

综合文化中心、39 个县区艺术团排练

场 所 、697 个 乡 镇 综 合 文 化 站 ，建 成

1600 余个文化广场，四级公共文化设

施网络基本建成。74 个县（区）综合文

化活动中心配备了流动图书车、流动

文化车，建成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自治区分中心，市（地）、县（区）支中

心、乡镇基层点、农村数字文化驿站建

设项目。对全区 1214个行政村公共文

化设施进行了提档升级。

截至 2021 年 3 月底，全区共设立

120 家工坊，直接带动就业 3053 人从

事唐卡绘画、藏香制作、木雕、编织等

工作，月人均收入达 3200元，群众依托

传统技艺脱贫致富实现由个体向群体

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