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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金银滩草原的夏天来了。绿草茵茵、白云

低垂，让人仿佛淡忘了这里曾经轰鸣的炮声。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是我国第

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二二一厂旧址。我

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这里被

称为中国原子城。

如今，这里已安全退役，成为旅游景区。曾在

这里奋斗过的核工业人被安置到全国 27 个省份的

532个县市。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解决离退休人员生活

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已是耄耋之年，这些老同志带着自己的“二二

一故事”，带着烙印在身上的“两弹一星”精神，依然

在祖国各地发光发热。

以身许国，在那遥远的地方

6 月 2 日，西宁市德令哈路的中核集团二二一

小区内歌声嘹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团结就是力量》……歌声来自二二一厂退休职工

和家属。 （下转第三版）

不朽的功勋 闪光的精神
—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潘旭 徐海涛 李琳海

本报拉萨 6月 14 日讯（记者 王雅

慧 杨子彦）6 月 7 日至 9 日，习近平总书

记带着对青藏高原人民的亲切关怀和

深切厚爱，赴青海深入企业、社区、自然

保护区、农村等地进行调研并发表重要

讲话。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干部群众

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进

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

强“五个认同”，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汇聚团结

奋进的强大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

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去年，我们到青海省学习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先进经验。这次总书记在

青海考察也着重强调了民族团结进步

工作，我们一定认真学习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学习其他省份的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经验，进一步做好我区的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自治区民族

事务委员会宣教创建处处长平措尼玛

介绍，下一步，我们将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加有力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实施好自治

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和规

划，积极探索整体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的有效模式，把创建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常抓不懈。

西藏农牧学院是一个由多民族师

生共同组成的集体。学院党委宣传部

副 部 长 刘 勇 表 示 ，学 校 将 认 真 学 习 习

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持续深入学习贯彻《西藏自治区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以推

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模式，积极开

展 民 族 团 结 群 众 性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进

一 步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不 断

增强“五个认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 化 新 西 藏 汇 聚 团 结 奋 进 的 强 大 力

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大

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

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

花才能长盛不衰。这让拉萨市民平措

扎西深有感触。平措扎西从小就生活

在一个民族团结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

重庆人，母亲是林芝人。如今他娶了漂

亮的满族姑娘为妻。“总书记强调，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

不 能 少 。 只 要 我 们 齐 心 协 力 、努 力 奋

斗 ，就 一 定 能 过 上 更 加 幸 福 美 好 的 生

活。”平措扎西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社区作为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

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

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这

让拉萨市古城公安局吉崩岗派出所城

关一幼警务站民警吕燚在工作中有了

更多的启发。“我是基层一线民警，平时

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老百姓。以后我要

立 足 本 职 工 作 ，发 挥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把社区工作做得更细、更实，进一步

增 强 基 层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

感。”吕燚说。

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林芝边

境管理支队支队长朱金水表示：“总书

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要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坚决维护国

家安全。这也是移民警察的职责和使

命，我们一定在守好边境一线的同时练

好本领，以更实干的精神和高昂的斗志

投入到工作中，着力在提升边境管理服

务水平上下功夫，确保在关键时刻能拿

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产业培

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兴、

民族团结更好统筹起来，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青藏集团公司援建那曲市安

多县申格卡岗村的桶装水厂已投产运

营 近 3 年 ，驻 村 工 作 队 在 关 注 牧 民 生

产的同时还积极为水厂打通销路。目

前 ，安 多 全 县 50% 的 桶 装 水 均 来 自 申

格卡岗村水厂，每年为全村带来 20 余

万元的分红。青藏集团公司驻申格卡

岗 村 工 作 队 队 长 陈 春 友 说 ，我 们 村 虽

然已经脱贫，但产业发展还很薄弱，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加

大 产 业 培 育 的 信 心 和 决 心 。 下 一 步 ，

我 们 要 把 加 强 民 族 团 结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更 好 地 统 筹 起 来 ，依 靠 桶 装 水 这 个

产业，努力发展好其他村集体经济，解

决 好 牧 民 群 众 就 近 就 业 问 题 ，让 牧 民

群 众 的 钱 袋 子 鼓 起 来 ，更 好 推 进 乡 村

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青海考察重要讲话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汇聚团结奋进强大力量
一大清早，采访组从洛扎县城出发，沿着国道

219 线向扎康镇方向驶去，雄曲河两岸沟谷纵横，怪

石嶙峋，但最醒目的是在公路两旁大岩石上绘制的

五星红旗、党旗标识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宣

传标语，这是洛扎县 2 万多名干部群众爱国情的自

然流露，用心用情守护好祖国的一草一木。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西藏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在党的惠民政策

特别是边境小康村建设的带动下，近年来，洛扎县

坚持乡村振兴固边、建强堡垒稳边、产业发展兴边，

下足“绣花”功夫，统筹推进边境小康村建设工作，

形成了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乡村振兴固边

驶出 219 国道，进入拉郊峡谷，蜿蜒崎岖的山

路迎面而来，一侧悬崖峭壁，另一侧万丈深渊，加上

绵绵细雨，脚下的道路泥泞湿滑，看得记者心惊胆

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采访组来到平均海拔

3675 米的拉郊乡辖区，这里一年四季雨雪量大，加

上绵延的大山，年平均日照时间不足 3个月。

然而拉郊乡政府所在地的拉郊村，却是另一番

景象。在这里，一栋栋楼房排列有序，那是乡卫生

院、乡完小、乡周转房，周围是统一规划的民房，家

家屋顶上都飘扬着五星红旗，在云雾缭绕的拉郊

沟里显得格外整齐靓丽，这是拉郊乡边境小康村

的新面貌。

据了解，拉郊村是洛扎县最早启动建设的边境

小康示范村之一，2017 年项目启动，2018 年 11 月入

住，这里共有 69户住户，包括白玉地区的杰罗布村 10

户。

迎着小雨，采访组来到桑旦玉珍家，这是一栋

240平方米的藏式二层小楼。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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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6月 14 日讯（记者 杨

子彦）今年 6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6 个

“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 当 日 下 午 ，

区 党 委 常 务 副 书 记 、区 政 协 党 组 书

记 、布 达 拉 宫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工 作 领

导小组组长庄严在拉萨就非遗保护

传 承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工 作 开 展 调

研 。 他 强 调 ，要 增 强 对 历 史 文 物 的

敬 畏 之 心 ，牢 固 树 立 保 护 文 物 也 是

政 绩 的 科 学 理 念 ，善 于 把 弘 扬 优 秀

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

起 来 、紧 密 结 合 起 来 ，在 继 承 中 发

展，在发展中继承，不断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西藏唐卡之都画院是国家级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习 基 地 ，保 留 和 展

示 了 与 唐 卡 创 作 相 关 的 整 套 流 程 。

庄 严 来 到 这 里 ，认 真 观 摩 矿 植 物 颜

料制作、唐卡绘制、藏文书法等非遗

技 艺 展 示 ，仔 细 询 问 非 遗 文 化 传 承

发展等情况。得知学徒们在精进技

艺的同时，还实现了就业，庄严表示

肯定，称赞他们“劳动最光荣”，勉励

大家弘扬工匠精神，继续努力，不断

探索，学好手艺，学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把西藏优秀文化保护好、传承

好、发展好。

庄严叮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企

业负责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对非遗文化资

源宣传和推广，建立健全非遗保护激

励机制，培养更多传承非遗文化的人

才。 （下转第三版）

庄严在拉萨调研非遗保护传承、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时强调

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
不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今天我包了粽子，明天一早拿给你们，可

以在回去的路上吃。”6月 13日是农历五月初四，

端午节临近，来自河北的游客于先生即将结束

旅程，热情的朱女士为他准备了粽子。

当天晚上，于先生和来自内蒙古、青海等

地的几位朋友欢聚一堂，提前过端午节，他们

中有满族、汉族，也有拉萨本地的藏族朋友。

于 先 生 说 ，这 是 他 第 一 次 到 西 藏 旅 游 ，

也 是 第 一 次 认 识 当 地 的 藏 族 朋 友 和 长 期 工

作 生 活 在 拉 萨 的“ 老 西 藏 ”，“ 在 西 藏 感 受 到

了各民族间的其乐融融，感受到了当地人的

热情好客，今年我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端

午节”。

6 月 14 日，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

端午节。一大早，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

郭龙岩就把糯米泡上，做好准备工作，等候学

生们的到来。“我和同学们说好了，端午节一起

包粽子、吃粽子，共同过节。”陆陆续续中，学生

们的到来，让郭老师家里热闹起来，大家一边

说着话，一边包起了粽子。

“往年都是买现成的，自己包粽子吃，还是

第一次。”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卓玛

说。

折粽叶、填糯米、封口、捆扎，不一会儿功

夫，一只只各式各样的粽子已然成型。

“我们班有藏族、汉族、回族、土家族等民族

学生。端午节里，大家聚在一起，包粽子、话家

常，既让同学们了解节日民俗，又融洽了彼此感

情。”郭龙岩对记者说。

“愿我们的家人安康喜乐”“希望找到美好

的另一半”……端午节当天，在“一路香伴”藏

香体验空间，藏香制作人旦增带着大伙儿，在

大树上挂起写满各种愿望的祈愿牌。之后，他

们一起体验制作藏香的乐趣，品尝美味的粽

子，踊跃参与传统文化知识竞答，场面温馨有

趣。

来自四川的“90”后小伙罗敏一说：“一边闻

着藏香，一边品尝着香喷喷的粽子，大家自由

畅谈美好人生。身在异乡的我们，能够相聚在

一起，共度端午，感觉很温暖。”

旦增说：“我们相聚一堂，通过挖掘传统节

日背后的故事、了解节日民俗等方式，让更多

人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

（本报记者 袁海霞 郑璐）

其
乐
融
融
过
端
午

下图：5 月 14 日，自治区人民医院派驻阿里地区改则县洞措乡

卫生院的驻村干部一起包粽子，共度端午佳节。

本报记者 次旺 唐斌 摄

上图：近日，由共青团日喀则市委和日喀则市妇联联合主办

的“粽情端午 情暖社区”主题活动在桑珠孜区德勒社区举行，大家

围坐一起品尝粽子、抢答党史知识、观看文艺演出。

图为演员在台上表演。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摄

远方雪山映着蓝天，草场上牦牛

三五成群。走近一瞧，每头牦牛耳朵

上都有各色的彩标。“刚开始，我也觉

得新奇，这就是咱们县里推广的当雄

牦牛的标识！”西藏拉萨市当雄县曲

登村党支部书记赤列益西说。

当雄高原草场上蓄养了几十万头牛

羊。这里的牦牛品质好、口味佳。2015

年起，为进一步打响品牌、提高附加值，

当雄通过电子耳标（芯片）记录牦牛生长

过程及健康状况，建立当雄牦牛肉追溯

体系，推动牦牛养殖科学化、制度化。

推广家庭牧场经营，是当雄发展

牦牛产业的一大举措。2017 年开始，

赤列益西和村里另一位农牧民联合探

索家庭牧场经营。在政府的支持下，

牧场建起标准化的牛圈、饲草库和防

疫室，还打了一口水井。畜牧兽医站

的工作人员定期为养殖户传授、讲解

养殖新技术，提供牛羊疫病的防治和

检疫。家庭牧场成立后，赤列益西的

儿子当起技术员，提高了养殖效益。

两年下来，每头牦牛能多卖 2000多元。

推行冰鲜运输，助力当雄牦牛肉

远销外地。北京援藏干部、当雄县委

常委、副县长宁洪海说，依托先进的冰

鲜设备，牦牛肉的风味物质在运输过

程中得以最大程度保存，“牦牛肉最快

两天即可抵达城市居民的餐桌。”

为什么要卖冰鲜牦牛肉？过去，

当雄牦牛肉大多是以鲜肉形式就近

在周边地区销售，小部分加工成牦牛

肉干才能销往外地。“相比卖牦牛肉

干，冰鲜牦牛肉的附加值能提高 50%，

利润能提高 30%。”当雄县净土产业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邹万明介绍。

如今，当雄牦牛肉已在多个电商

平台开设了店铺，摆上了不少城市商

超的货架。当雄牦牛产业的日益壮

大，带动越来越多的牧民群众过上好

日子。2020 年，当雄县企业、家庭牧

场和合作社完成牦牛育肥出栏 6975

头，惠及牧民 981 户 3100 余人，实现总

收入 6626.2万元，人均增收 4565元。

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聚焦当雄县特色产业：

特色产业兴起来 牧民群众富起来
人民日报记者 申琳 徐驭尧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继续奋斗！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宣传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