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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领导与住建部重点工作督查检查工作组座谈
姜杰出席并讲话

本报拉萨 10月 12日讯（记者 史

金茹）12 日上午，自治区召开减灾委

全体会议研究我区近期防灾减灾救

灾各项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

务副主席白玛旺堆出席并讲话。

白玛旺堆指出，安全生产和自然

灾害综合防范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当前我区安全

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依然严峻，自然

禀赋不足、综合基础薄弱，应急管理

工作任重道远。各级各部门要牢固

树立“减灾就是发展、安全就是增长”

的理念，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扎实推

进综合减灾工作，全面提升安全生产

和自然灾害综合防范能力，坚决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白玛旺堆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

固 树 立 安 全 发 展 理 念 ，强 化 组 织 领

导，层层压实责任，不断夯实工作基

础，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要

进一步完善综合减灾管理机制，加强

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加强对重点行

业 领 域 的 安 全 风 险 排 查 ，做 到 早 识

别、早预报、早预警。要坚持问题导

向，补齐工作短板，确保问题排查整

改严而又严、实而又实，为我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

障。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西藏自治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村）创建管理办

法》《全面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

意见》。

自治区召开减灾委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白玛旺堆出席并讲话

2019 年 10 月 1 日举行的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伴随着

恢弘激昂的《钢铁洪流进行曲》，战旗方

队 100 面荣誉旗帜列阵通过天安门广

场，成为此次大阅兵的亮点之一。

其中一面奖给新疆军区独立骑兵

师一团一连的“进藏先遣英雄连”旗帜，

如今安放在南疆军区某合成团一连的

进藏先遣英雄连纪念馆里，如同皇冠上

的明珠，彰显着这个连队的光辉历史和

红色血脉。

南疆军区某合成团一连的前身就

是进藏先遣英雄连。作为此次“追寻先

遣连足迹”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站，我们

采访报道组一行沐浴着南疆的似火骄

阳，前往该连队探访进藏先遣英雄连的

事迹。

进藏先遣英雄连纪念馆通过详尽的

文字、图片和实物，完整记录了进藏先遣

英雄连从普鲁村出发到驻扎扎麻芒堡、

再到最后解放噶大克的伟大历程。与其

他关于进藏先遣英雄连的纪念馆的不同

之处在于，这里还记录了这支部队近年

来获得的主要荣誉和突出成绩，在纪念

馆正中，李狄三塑像“凝视”着的墙上，贴

满了连队荣获的各种奖状。

“70 年来，我们连队始终坚持靠红

色基因固忠诚之魂，靠实战训练强使命

担当，靠任务锤炼砺血性虎气，靠岗位

培育塑胜战人才，传承‘对党负责，对人

民负责，对集体负责，对个人负责’的先

遣遗志，在建设边疆、固边守防、作战演

训中屡立新功。”南疆军区某合成团一

连战士、纪念馆讲解员杨浩宇挺直了腰

板，自豪地对记者说，“正因如此，才有

了这一整面墙的奖状。”

这 支 涌 现 了“ 人 民 功 臣 ”李 狄 三 、

“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等英雄的连队，

先后荣立一等功 4 次、二等功 7 次、三等

功 14 次，27 次被评为“基层建设标兵单

位”，连续 19 年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

连”，13 项工作经验被上级推广，11 人次

获得全军表彰奖励，28 次出色完成出国

军演、反恐平暴、封控维稳、实兵演习、

比武竞赛、抢险救灾、国防施工等重大

任务，被全军确立为首批“干部见习锻

炼”基地。

70 年 时 光 荏 苒 ，老 的 英 雄 已 经 故

去，唯留追思；70 年精神不灭，新的英雄

正在成长，只争朝夕。

入伍 5年的班长李斌告诉记者，参观

进藏先遣英雄连纪念馆、学习连史是连

里每个新战士的必修课。从入伍第一天

起，大家就培养起强烈的集体荣誉感，自

觉地以“先遣连精神”为指引，并将其融

入到平日的学习训练当中，同时全连每

人平均至少读过 2 本以上关于进藏先遣

英雄连的书籍，让“先遣连精神”成为这

支铁军能打胜仗、勇立潮头的法宝。

“都说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兵 。 这 么 多 年 来 ，连 里 的 战 士 一 批 批

来，又一批批走，但是不管换了多少人，

‘先遣连精神’始终一以贯之地传承了

下来，没有褪色。”李斌说，“大家说起一

连，都知道这是先遣连，是英雄的部队，

过去是，现在依然是。”

对播音感兴趣的战士王铭健说得

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是连里的文艺

骨干。他编排并参演了以李狄三牺牲

前托付战友为场景的话剧《最后的支委

会》，并在去年 8 月 1 日举行的先遣连出

征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进行演出，以此缅

怀先辈，激励后人。

王铭健说：“我们连队在作训中从

来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非常团结，

从不抛弃任何一名战友，不管是承担多

么 艰 巨 的 任 务 ，还 是 平 日 里 的 站 岗 放

哨，永远是党员冲在最前面，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我想这就是新时代的‘先遣

连精神’。”

参观临近尾声，几名一连战士站成

一排，向记者致以标准的军礼作别，身

形似山，目光如炬。

这一幕，让人不由得想起 70 年前，

有一批和他们年纪相仿、气概相同的英

雄们，跨越莽莽昆仑、穿过皑皑冰原，完

成了解放阿里的壮举，就此树立起了一

面独属于进藏先遣英雄连的大旗，历经

70载风霜而鲜艳依旧！

岁月如歌，英雄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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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军区某合成团一连：

英 雄 ，在 这 里 诞 生
本报记者 温凯 李有军 洛桑旦增 达珍 本报通讯员 彭海勇

此时此刻，东风劲吹，红旗猎

猎，战鼓齐鸣，战马嘶叫，欢送场面

一片沸腾……

先遣连官兵扬鞭跃马，唱着雄

壮的战歌，威武地驰出“出征门”，如

一柄利剑直指昆仑。

在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

李狄三率领先遣连，踏上了进军阿

里的征途。

——摘自《进藏英雄先遣连》

配图：进藏先遣英雄连纪念馆。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达珍 扎

西罗布 摄

本报拉萨 10月 12日讯（记者 李

梅英）近日，国家对林芝市、拉萨市农

村房屋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开展实地

督查检查。11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与

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及有关部委组成

的 督 查 检 查 工 作 组 在 林 芝 举 行 座

谈。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姜杰出席并讲话。

受吴英杰书记、严金海代主席委

托，姜杰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

家检查组一行表示欢迎，对给予西藏

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帮助表

示感谢。姜杰指出，自治区党委、政

府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

要求，高度重视、高位推进农村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自 2020 年初

到现在，已完成全区 480738 户农村自

建房和非自建房排查工作，积极整治

安全隐患，取得了较好成效。

姜 杰 强 调 ，住 房 安 全 直 接 关 系

乡村振兴的成色和品质。各地各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城乡房屋建设使用安全管理的重

要 指 示 批 示 精 神 ，坚 持“ 人 民 至 上 、

生 命 至 上 ”理 念 ，统 筹 抓 好 安 全 发

展 ，全 力 配 合 检 查 组 开 展 好 农 村 房

屋动态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并以

此 次 检 查 为 契 机 、切 实 抓 好 问 题 整

改 ，全 力 保 障 好 农 牧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 要 坚 决 扛 起 属 地 责 任 ，抓

好政策落实衔接，多渠道、多形式开

展 宣 传 教 育 ，提 高 农 牧 民 群 众 参 与

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整治工作的主动

性 ，全 力 消 除 农 村 房 屋 安 全 隐 患 。

同 时 ，要 大 力 宣 传 推 广 装 配 式 建 筑

等 好 的 建 造 方 式 ，全 面 筑 牢 农 牧 民

群 众 的 安 居 底 线 、提 升 他 们 的 居 住

品质。

近年来，山南市传统手工业迅猛发展，

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紧跟时代发展

步伐，探索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

路径，将民族特色与时尚元素融合，赋予了

传统手工艺新的内涵，受到当地群众和游

客的青睐。

图为山南市哗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

社工作人员正在编织“邦典”。

本报记者 唐斌 丹增群培 摄

传统手工艺

焕发新光彩

“谢谢，伤员身体恢复得很好”，在北京参加培训的刘

彦收到信息，倍感欣慰。这条短信把刘彦的思绪拉回了去

年冬天……

2020 年 12 月 14 日，唐古拉山七里河桥下的冰面上，严

重变形的事故车、撞断的桥栏杆、车辆破碎的残片、被车辆

撞开的冰窟窿……这是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大站唐古

拉兵站站长刘彦同战士张维兵到达事故现场时看到的情

景。让刘彦心惊的是驾驶员被车门框和方向盘紧紧卡在

驾驶室不能动弹、伤情不明；副驾驶的成员也受了重伤。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刘彦来不及多想，第一时间加入

了由交警、过往货车司机组成的救援队伍，迅速展开了营救：

大家协力打开车门，但车门框和方向盘纹丝未动，驾驶员依

然被牢牢地卡着；刘彦向其他滞留的货车司机借来了 2个千

斤顶、1个榔头和 1根钢钎，同参加救援的卡车司机一道用千

斤顶对变形车门框实施破拆，并不断同受伤的驾驶员说话，

为他鼓劲……救援措施有序展开。大家齐心协力，前后用时

不到 30分钟，事故车辆的车门框和方向盘就被切割开了，众

人合力将伤员抬出及时送上了救护车。

将伤员送上救护车，刘彦和张维兵什么也没问，甚至

不知道伤者的姓名，就默默离开了现场。

海拔 5231 米的唐古拉山口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晚

上 6 时，当时参与现场救援的人给刘彦发来了一条短信：

“谢谢，伤员已脱离危险。”刘彦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青藏线唐古拉山段因天气恶劣而导致过往车辆堵塞滞

留的现象时有发生。过往车辆在遇到堵塞滞留时经常会收

到兵站官兵送来的开水、药品、氧气、方便面、白面饼等急需

生活用品。入伍 16 年的老兵郭晓辉做的松软白面饼，更是

让被困群众心里热乎乎的。常年在青藏线上行驶的卡车司

机和该兵站附近的群众逐渐形成了共识——“有困难，找兵

站”。刘彦说：“这种共识是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更是我们继

续做好为人民服务工作的不竭动力。”

德育室内的坚毅目光、藏汉书法练习的挥笔自如、

田园菜地里的劳动体验、民族歌舞中的文化传承、扎念

琴上的指尖跃动、滑板轮滑的挑战自我、足球场上的默

契配合、画纸上的色彩斑斓……在日喀则市的乡村学

校少年宫，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协同发展，装点

了孩子们五彩缤纷的梦想、撑起了农牧区少年放飞梦

想的美好天地。

眼前的一幕幕场景，让前来实地参观学习的 2021

年度全区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培训班的学员

们交口称赞。

据了解，这次培训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切实让前

来参训的全区 7市地的文明办、教育、财政部门和各乡村

小学相关负责人，在集中培训、实地参观、经验交流中，

提高思想认识、找准定位方向、增长本领才干、规范制度

体系，推进我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在桑珠孜区东嘎乡中心小学少年宫的一间教室

里，孩子们的“石头画”引起了参训学员的注意。东嘎

乡有很多石头，该小学就因地制宜，开发探索了石头画

兴趣班，千奇百怪的石头成了孩子们施展才能、发挥想

象的“画布”。5 年级学生索那平措正在石头上专心致

志地描绘。“远处的是青山，近处的是绿树，这个美丽的

院子是我的家。”索那平措指着石头画介绍说。

民间艺人次仁多布杰、白玛次仁作为志愿者，也在

这间教室里，教孩子们制作陶瓷工艺品。次仁多布杰

说，他来这已经一年多了，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不但能

够传承发扬传统技艺，也能培养孩子们敬业、精益、专

注、创新的“工匠精神”。

2017年 8月，东嘎乡中心小学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的支持下，开始建设少年宫。4 年来，学校克服了场

地空间、师资队伍、设施设备等一系列困难，开设了音

乐、美术、体育、科技、书法、棋艺等 6 大类社团 27 个兴

趣小组。

日喀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格桑卓玛介绍说，截

至目前，日喀则市 200 多所乡村小学已建成少年宫 67

所、在建 103所，覆盖了 83.3%的乡镇。建设乡村学校少

年宫过程中，日喀则市突出场地建设，对现有场地进行

改造整合、粉刷装饰、设置标牌、美化亮化；突出设备建

设，综合考虑学生兴趣爱好、地方文化特色，对教学仪

器、活动器材进行配套、添置；突出队伍建设，积极发挥

现有教师自身特长，让他们通过兼职、轮岗等形式加入

辅导员队伍，同时，动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者，

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开展面向学生的志愿服务，进一

步充实了队伍力量。

放眼全区，自 2011年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启动

以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共拨付项目资金 1.59 亿元，

支持我区建设管理乡村学校少年宫 592所。从开创性建

设到高质量发展、从示范性带动到规模性推进，十年间，

我区乡村学校少年宫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建设历程，正

逐步成为孩子们兴趣培养的沃土、社会实践的舞台。

“连天麦海波涛绿，暖地塑棚瓜菜珍；笑看铁牛驰

水陌，喜闻电泵唱农津……”在全区闻名的“果蔬之乡”

日喀则市白朗县，嘎东镇中心小学学生加央拉姆在她

的书法作品《颂建党 100周年》中如是写道。

如今，果蔬产业不但是白朗县农牧民致富的“聚宝

盆”，也成为学生们丰富课余生活、拓展知识眼界的“百

草园”。在白朗县嘎东镇中心小学，参训学员一行品尝

了学生们参与种植的土豆、黄瓜等蔬菜，纷纷竖起大拇

指赞不绝口。该校少年宫通过开展“田园文化教育”，

引领孩子们追寻自然、绿色、快乐、勤劳、健康、和谐的

价值理念。

两所学校少年宫建设的一系列做法经验，让参观

学习的一行人收获满满。

今年，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教育部批准“十四五”

时期在我区建设 245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日喀则市谢

通门县荣玛乡小学位列其中。该校校长次仁作为本次

培训班的学员，一路仔细看、认真听、不时驻足思考。

“这次可以说是带着问题来，收获经验归。两所学校的

好经验好做法非常值得学习借鉴，下一步我们将因地

制宜、整合资源、丰富形式，不断补齐短板弱项，建设和

管理好学校少年宫。”次仁说。

“建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

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丰富农牧区未成年人精神文

化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站在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高度，坚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综合素质教育为方向，以

基础性、普及性为原则，以助力乡村振兴为重点，认真

抓好落实。”对于我区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进一步发展，

区党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托起农牧区孩子的“多彩梦”
—我区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亮点纷呈
本报记者 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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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泽当 10月 12日电（记者 刘

枫）为着力培养高素质、有担当、专业

化的干部队伍，山南市不断丰富干部

教育培训形式，强化“理论解读，阐释

内涵教方法”“移动课堂，视听结合强

党性”“现场教学，直观感悟学经验”

“互动研学，深入思辨明方向”四大教

学路径，以系统的理论、实用的经验、

鲜活的现场，构建立体联动的教学模

式，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学有所获、践

有 所 成 ，持 续 提 升 干 部 教 育 培 训 质

效。

山南市突出理论内涵解读，围绕

党史学习教育等开展专题授课，从历

史、实践等多维角度阐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

梳理加强党性修养、提升业务水平的

方法论，强调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

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既注重理论研

究，又强化解读阐释，推进政治教育

常态化。

山南市不断丰富课堂载体，通过

参观红色遗迹、开展基层服务、聆听

微 党 课 和 模 范 报 告 等 ，建 立 边 看 边

讲、先看后讲、先讲后看等视听结合

的移动课堂，让广大党员干部见物见

事 见 精 神 ，面 对 面 交 流 学 习 先 进 做

法，全面提升教育培训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同时优化现场教学、强化直观

感悟，精心准备、反复研讨培训课程

设 计 ，坚 持 从 工 业 生 产 第 一 线 拓 思

路、从城市建设最前沿找差距、从文

创产品主阵地转观念、从生态保护新

战场学方法，以最优的教学安排，确

保现场教学发挥最大作用。此外，增

强培训的互动思辨性，紧密结合参训

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需求，设计

不同主题，每次培训组织开展两场以

上互动式、研讨式教学，引导党员干

部结合山南实际谈问题、提建议，着

力在探讨中寻找方法、拓展思路、提

升能力。

山南市构建立体教学模式提升干部培训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