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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碧波荡漾的班公湖畔，坐落着风

光秀美、和谐文明的日土县多玛乡乌江

村。我们“追寻先遣连足迹”采访报道

组来到乌江村，在这里，记者了解到了

一段段乌江村群众响应祖国号召、投身

国防建设的感人至深的故事。

三当向导越昆仑

丹增加措于上世纪 70 年代就已离

世，他的故事是 60 岁的原乌江村党支部

书记嘎桑龙白讲给记者听的。

“丹增加措是乌江村本地人，我的

父亲和他很熟。小的时候，我就听父亲

讲他三次为部队当向导，翻越昆仑山的

故事。”嘎桑龙白说。

由于先遣连进军阿里的路线过于

危险，在 1951 年秋，阿里和平解放后不

久，阿里骑兵支队派出侦察部队，准备

探索出一条从新疆大红柳滩至噶大克

的新的驼队运输路线。

要想在巍巍昆仑找出一条新路，那

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当年，部队来到

乌江村寻求当地群众帮助，得知丹增加

措曾经多次往返西藏和新疆两地，便邀

请他作为向导，随部队一起探路。

面对部队的邀请，丹增加措没有丝

毫的犹豫，毅然与部队官兵踏上前往新

疆的艰苦征程。期间，他们先后穿过茫

茫藏北无人区，翻过海拔超过 5000 米的

拉纳拉达坂和奇台达坂，历时 7 天，终于

抵达大红柳滩，为进出阿里开辟了一条

新路。

“据老一辈讲，在新藏公路修通以

前，阿里物资运输和人员往来基本都靠

这条路。”嘎桑龙白说。

1952 年，新藏公路开始筹建，部队

再 次 找 到 老 朋 友 丹 增 加 措 帮 忙 探 路 。

这次，他又带着部队找到了一条从日土

宗到大红柳滩的新路，1957 年通车的新

藏 公 路 就 是 基 本 按 照 这 条 路 线 修 建

的。这条海拔最高、环境最恶劣的高原

公路，成为保障祖国边疆安全和新藏两

地经济建设的重要路线，时至今日，仍

是西藏和新疆之间往来的唯一道路。

时间来到上世纪 60 年代，测绘部队

来到乌江村勘测新藏两地的边界线，丹

增加措再次陪着部队钻进昆仑山。

从驼队运输线路到新藏公路再到

界线测绘，丹增加措三次担任向导，诠

释了一名普通牧民群众赤诚的爱国之

心。

守护祖国的边境线

乌巴·平措南加一家五代人都生活

在乌江村。从第一代人在这里盖羊圈、

安家，到第四代人在科技战线上颇有建

树，帮助当地配备科技特派员、实现科

技成果转化，再到如今考上大学、走出

阿里的第五代人义无反顾返回家乡工

作，几代人念兹在兹，始终做着同一件

事：守护祖国的边境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乌巴·平措南

加作为家族第三代传人，接过守边卫国

的历史使命，多次不顾安危协助部队解

决困难。

一年冬天，边防连要把羊群从封冻

的班公湖南岸赶往北岸时，遭遇天寒路

滑，大部分羊滑倒在冰上，随时会出现

冻伤、冻死的情况。乌巴·平措南加得

知后，立即赶往事发地，帮助部队把羊

群安全拉上岸。随后，他又主动提出把

这些羊合到自家的羊群里，义务替部队

放牧到春季。

还有一年，邻国部队转移了哨所。

熟悉地形的乌巴·平措南加在边境线上

艰难跋涉，帮助部队侦察到了对方新的

哨所。

后来，一场边境冲突发生了。在祖

国最需要的时候，乌巴·平措南加毫不

犹豫，将家里的 170 多只羊以及粮食、

茶、酥油、糌粑捐献给部队，并精心挑选

出 90 头牦牛，抛下妻儿父母，带着村里

20 多名青年，冒着炮火，在 100 多公里的

运输线上，拼尽全力为部队来回运送了

整整两个月的给养，直到战斗胜利。

1984 年，乌巴·平措南加当选为日

土县政协委员，2008年离世，享年 79岁。

军民团结一家亲

乌江村以嘎桑龙白为代表的干部

群众继承和弘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

全力推进阿里地区“拥军爱民第一村”

建设，续写了一段军爱民、民拥军、军民

团结一家亲的佳话。

1980 年，19 岁的嘎桑龙白在老一辈

英雄故事的熏陶下，加入民兵组织，承

担起为国守边巡边的职责，一干就是 12

年。期间，因表现突出，他被提拔为民

兵排长，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那时条件很差，我们巡边基本上

都是靠步行，一趟下来要走 40 多公里。”

嘎桑龙白说，“每年大概巡边 20 多次，再

恶劣的天气也得去。”

1996 年至 2017 年，嘎桑龙白一直担

任乌江村党支部书记。期间，有条部队

和群众放牧常走的道路年久失修、路况

极差，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嘎桑龙白

四处奔走，争取到了道路硬化项目，解

决了这一影响出行的问题。

在 嘎 桑 龙 白 的 积 极 推 动 下 ，近 年

来，乌江村先后打造了村委会国防双拥

教育阵地，每季度开展一次国防教育和

双拥教育，建起了军民共建文化站、共

建林。在“七一”“八一”等重要节点，组

织驻地部队和群众开展植树造林、军民

联欢、歌舞比赛、“双语”学习等活动。

同时，驻地部队也会对群众开展不定期

的送温暖活动，仅 2020 年就开展 8 次医

疗服务，服务群众 87 户、537 人，极大地

增进了军民鱼水深情，夯实了军地共建

基础。

“现在，老百姓再也不用冒着危险

前去支援部队了，但是我们为国戍边的

心始终没有变过。”嘎桑龙白说。

9 月底，我们加强连和先遣分

队追匪到日土宗。安志明也率 2 个

连队赶到，我们连夜杀进了叛匪营

地，匪徒早已逃走……战后，我们

用 105 峰骆驼组织了一个运输队，

支援阿里部队。

——摘自《喜马拉雅丰碑》

日土县乌江村：

雪山脚下书写对祖国的一片赤诚
本报记者 洛桑旦增 李有军 温凯 达珍

▶图为乌江村。

本报记者 洛桑旦增 摄

本报拉萨 10月 11日讯（记者 次

仁片多）11 日上午，自治区副主席王

勇为商务厅党员干部讲授党史学习

教 育 专 题 党 课 ，与 大 家 一 起 学 习 党

史，锤炼初心，体悟使命。

王勇从理论、历史、实践的维度，

深刻阐述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从“四个历史时期”全面回顾了我

们党取得的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

天覆地、惊天动地“四大历史成就”以

及西藏商贸流通业发展历程，系统总

结了我们党百年辉煌历程形成的宝

贵经验和启示，要求全区商务系统干

部把学习党史与商务工作紧密结合，

在百年党史中感悟思想伟力、赓续伟

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切实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推动商务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真正做到学史力行，

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西藏篇章。

王勇为商务厅党员干部讲授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本报拉萨10月 11日讯（王静）近

日，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近年

来，随着我区不断加大对黑颈鹤栖息

地的保护力度，黑颈鹤生存环境得到

有效改善，每年都有大批黑颈鹤飞回

我区中部、南部河谷地带过冬。全区

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数据

显 示 ，目 前 栖 息 在 我 区 的 黑 颈 鹤 达

10646只。

自治区林草局野生动植物和湿

地 资 源 管 理 处 处 长 张 家 平 介 绍 ，黑

颈 鹤 在 我 区 分 布 十 分 广 泛 ，按 地 理

单元统计，我区 18 个地理单元都有

分布；按行政区划统计，七市（地）均

有分布。

据 悉 ，为 保 护 黑 颈 鹤 这 种 高 原

独 有 的 鹤 类 ，我 区 陆 续 成 立 了 多 处

黑 颈 鹤 保 护 区 ，以 黑 颈 鹤 命 名 的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就 有 两 处 ，分 别 为

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国家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色 林 错 黑 颈 鹤 国 家 级

自然保护区。

我区持续加大黑颈鹤栖息地保护力度
栖息在我区的黑颈鹤超一万只

“这个植物是什么药？”记者问。

“嘘！不能说，说出来就漏题了。”自治区藏医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白玛央珍压低声音，微笑着回答。

这是一场传承了数百年的考试，公元 17 世纪形成

了系统的藏药材识别大赛规范。而今，虽然无关职称，

不过气氛异常紧张。

此时，在候考室，自治区藏医院 19 个科室的 56 名

一线医生，紧张地翻阅书籍，心中不停默记。

不久前，自治区藏医院的传统药材辨认大赛在拉

萨举行。现场，摆放着 200 多种新鲜藏药材，都是刚从

林芝、拉萨等地山中采集回来的，依旧翠绿，比赛选用

了其中的 105种藏药材作为考试内容。

一声锣响，比赛开始。占堆、洛桑多吉、索朗欧珠、

旦松扎巴等藏医专家现场巡视。今天，他们亲自考核

年轻人。

“难！在 15分钟之内，准确识别出药材，考验的是熟

练程度。”参加比赛的“90后”骨科医生白玛多吉直言。

准备这场考试，白玛多吉花了一周时间，与同事还

跑到野外“预演”了一次。他说：“常用藏药材至少有

1000 多种，长在不同海拔区域的药材形状差异很小，识

别难度大。”

辨识药材，是一项基本功。“年轻藏医必须把传统

基本功传承下来！”白玛央珍说。

老院长洛桑多吉特地穿上节日藏装，在现场监考，

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说：“这是我们

一代又一代藏医传承下来的本领，一旦失传，藏医的鉴

别能力也就中断了。”

坚持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如今，藏医在传承传统

文化的同时，早已秉持开放态度。在自治区藏医院，对

患者检查，就使用西医作为辅助诊疗手段，运用传统藏

医进行治疗、康复，诊疗效果大大提升。

对此，76岁的专家、第二届国医大师占堆深有体会：

与他年轻时相比，现在藏医的诊断水平大大提高了，加

之藏医进行了分科更加专业，诊疗能力随之提高了。

“我 8 岁跟着叔叔学习，12 岁来到拉萨‘门孜康’接

受系统的藏医教育。”占堆告诉记者。那时，让他印象

最深刻的是药材辨认考试。

拉萨“门孜康”始建于 1916 年，正是自治区藏医院

的前身，每年八月有举办藏药材识别大赛的惯例。那

时，老师会带着他们背着干粮和帐篷，来到拉萨北郊藏

药材丰富的夺底沟采药，手把手地现场教学。

下山后，学生们就马上面临药材识别的考试。“一

共有三四十人参加考试，最后几名，要扮演白毛驴和黑

毛驴。”占堆说。

现在，虽然表演取消了，但是考试排名现场公布。

一位现场考生直言：“如果考试成绩不好，会觉得很丢

脸。”

“排名不是目的，这是对成绩不佳的学员的一种鞭

策，来年好好准备，争取更好的成绩。”自治区藏医院副

院长程志立解释说。

在程志立看来，考试只是一种激励学习的形式，最

后的专家讲解药材才是一项重头戏。

记者看到，考试结束后，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围着

专家旦松扎巴，听他讲解难点。专家旦松扎巴讲解完

之后，考生没有散去，各个科室的专家，还带着年轻医

生，现场重点讲解植物的药性。这项传统活动，让年轻

医生与专家直接对话。

一项传统比赛，如今赋上了新内涵。

自治区藏医院党委书记唐荣科对年轻医生嘱咐：

“学习第一，比赛第二，提高药材辨认水平，年轻医生要

向老专家多请教、多学习。”

药材辨认考核传承千年藏医药文化
本报记者 章正

本报昌都 10 月 11 日电（记 者

王莉）近日，由昌都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办，西藏成办医院与昌都市人

民医院共同承办的医联体签约仪式

暨昌都市胸痛规范化诊疗学术交流

活动举行。

学术交流活动中，多位专家就

胸痛中心建设流程与要点、急性冠

脉综合征治疗进展、胸痛的诊治临

床思路与处理流程等作了专题讲座

及线上授课。与会者热烈讨论、学

术氛围浓厚。“此次活动有利于更好

地延伸胸痛中心的诊疗优势，将进

一步提升医院急危重症救治、维护

健康、促进健康的能力和水平。”昌

都市人民医院院长蒋迎九表示。

签约仪式后，西藏成办医院有关

同志表示，将继续与昌都市人民医院

进一步深化合作，助推双方医疗服务

水平再上新台阶，共同推动昌都市人

民医院在临床实践、医疗管理向规范

化、系统化、流程化、标准化迈进，让

胸痛患者能够得到快速诊治，有效改

善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西藏成办医院与昌都市人民医院医联体签约仪式举行

国庆期间，林芝各大景区强化疫情防控，提升服务质量，为区内外游客提

供了安全、舒适的旅游体验。今年国庆假期，林芝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33.79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268亿元。

图为国庆期间，游客在林芝卡定沟风景区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张猛 本报通讯员 张淑萍 摄

10 月 11 日至 17 日是 2021 年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10 月 11 日上午，2021 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西藏自治区活动

启动仪式在拉萨市举行。此次活动由

区党委网信办、区党委宣传部、区教育

厅等 14 家单位共同主办。宣传周期间，

我区将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图为在拉萨市宇拓路，工作人员向

过往市民宣传网络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本报见习记者

王敏 摄

网络安全

全民守护

本报那曲 10月 11日电（记者 万

靖）为将驻村工作“七项职责”落到实

处，那曲市坚持“三抓三提升”，持续

深入开展驻村各项工作，做到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帮助群众，勇于担当，

努力推进驻村工作取得实效。

抓 思 想 ，全 面 提 升 群 众 思 想 认

识。那曲市各驻村工作队把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贯穿到强基础惠民

生活动中，创新形式抓学习、发挥优

势抓宣传、结合实际抓落实。截至目

前，就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全市各驻村工作队共组

织 群 众 开 展 宣 讲 2337 场 次 ，受 教 育

166765人次。

抓 责 任 ，稳 步 提 升 基 层 党 建 质

量。那曲市各驻村工作队深入推进

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引领型、战

斗型“五型”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

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

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其

中，色尼区各驻村工作队积极探索无

职党员管理机制，老党员积极履行无

职党员职责，通过开展新旧西藏对比

宣讲活动，进一步坚定群众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决心；巴青县

各驻村工作队开展软弱涣散党组织

整顿回头看工作，提升村级党组织的

凝聚力、号召力。

抓 重 点 ，着 力 提 升 驻 村 工 作 成

效。那曲市各驻村工作队紧紧围绕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根本的利益问

题，努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做好

事。为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巴青

县杂色镇成立培训教育专班，联合学

校组建教师团队开展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集中培训班，受益群众 300 余人；

色尼区通过“色尼先锋”APP 发布学习

内 容 供 群 众 学 习 ，创 新 学 习 宣 讲 方

式，提高了群众学习的自觉性和参与

率。为提升服务能力，双湖县嘎措乡

各驻村工作队开展“送政策、送安全、

送健康”活动，向 136 名群众宣讲了惠

民利民政策和疫情防控等知识；比如

县恰则乡孔玛夺村驻村工作队积极

开展蔬菜种植技术送教下乡活动，邀

请技术员对蔬菜种植流程、前中后期

的技术管理等进行深入讲解，对 30 名

群众开展了为期 5天的培训。

抓思想 抓责任 抓重点

那曲市扎实推进驻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