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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泽当电（记者 刘枫）日前，记

者从山南市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座谈会

上了解到，近年来，山南市以雅江中游

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为抓手，大力推动

“产业强市”，促进清洁能源产业稳步

发展为区域优势产业。

“十三五”以来，山南市把清洁能

源 产 业 发 展 作 为 贯 彻 落 实 新 发 展 理

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区域

特色产业优势的重点，强化组织领导、

深化招商引资、优化服务环境，实现了

以雅江中游水电资源开发为重点的清

洁能源产业持续高速发展，为全区能

源结构的优化、电力供给水平的提高、

群众生产生活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转

型升级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下一步，山南市将进一步统一思

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抓住国家大力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和自治区积

极打造雅鲁藏布江中游水风光储一体

化基地等重大历史机遇，坚持绿色发

展，明确发展定位，咬定目标任务，精

准编制规划，系统谋划推进，切实将清

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

济优势、竞争优势。山南市各级相关

部门将拿出干大事、创大业的雄心和

壮志、胆量和气魄，以强化支撑为原则

优先推进水电项目建设，以辖区中部

崛起为原则加快推进风电项目建设，

以连片布局为原则有序推进光伏项目

建设，以科学稳妥为原则积极探索地

热项目建设，以多能互补为原则统筹

推进储能项目建设，奋力开创清洁能

源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本报泽当电（记者 刘枫）日前，山

南市召开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

会，传达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通报该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展

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持续推动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

增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

措，全力推动创建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要牢牢把握工作主线，扎实推动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深入开展。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这条主线，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构建

共有精神家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高

标准高质量抓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

建工作，奋力开创新时代民族工作新局

面。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各

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各项工作，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积极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社会氛

围，努力形成全市共同参与创建的良好

局面和持久动力，以民族团结进步的实

际成效推动山南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

发展上走在全区前列。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

是关系民生的幸福指标。山南市加快

构建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所带来的红

利是群众幸福感不断攀升的一大源泉。

家住泽当的拉姆退休后，一直是山

南市体育场和图书馆的常客。她说：

“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傍晚到体育场

跳广场舞。每到周末，我还会带着孙子

去图书馆看看书，跟家里人去看看电

影，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幸福。”

5 年来，山南市不断健全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一批批文化基础设施建

了起来，一系列惠民文化活动热了起

来，一个个特色文化品牌亮了起来，群

众的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满足。

公共文化连线成网

2020 年 9 月 11 日，山南博物馆正式

开馆，馆藏文物 4000 余件，文物数量居

全区地市级博物馆之最；山南市在全区

率先探索和实施市、县（区）公共图书馆

总分馆制和“你读书、我买单”精准阅读

推广活动；积极开展“山南文化大讲堂”

公益讲座、“同心筑梦”盲人阅读推广活

动；边境村居新增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村级服务点 65个，打通公共文化

服务“最后一公里”；乃东、扎囊、贡嘎、

曲松、琼结 5 县（区）文化活动中心设立

动漫体验空间；“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

廊基层服务点建设”项目为全市乡镇、

村居配置了数字设备，率先在全区实现

乡村数字文化全覆盖……

一件件具体的实事，交织成一张覆

盖城乡的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网，一个

触手可及的“文化圈”已经融入普通群

众的生活。

2016 年，山南市成功创建第二批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加查等 7

个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被评定命名为

“三级文化馆”，由此建成了市、县、乡、

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向群众

提供“阵地+流动+数字化”服务，保障

了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文化精品硕果累累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

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

风气。

5 年来，山南市制定出台《山南市文

艺创作扶持与奖励办法》《山南市“雅砻

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激发全市

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激情，一批批精品文

艺创作不断涌现。

抗击疫情主题歌曲《风雨过后是阳

光》，影像制品《藏源山南》，实景剧《琼

结·达娃卓玛》，扎囊氆氇文化节、加查

达布核桃节等特色文艺活动，为更多的

人认识山南、了解山南、走进山南开启

了一扇窗户。

不仅如此，贡嘎克西木雕入围“大

运河文旅季暨第十二届浙江·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国家级非遗项目

琼结县久河卓舞《山南鼓舞》荣获“第十

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艺

术表演奖”，这些文化精品让山南文化

成果闪耀全国。

山南市还出版发行《山南当代文学

丛书》《山南当代优秀藏文书法选集》等

书刊，挖掘打造《雅砻春潮》等一批文艺

精品，出版《藏源山南》等一批有影响力

的影像制品。

一个又一个文化硕果凝聚着藏源

文化的悠久历史，展示着广大文艺工作

者的智慧力量。

保护传承态势良好

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山南

市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的重要基础。

山南市充分挖掘非遗项目，各级财

政投入资金对雅砻扎西雪巴藏戏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业余藏戏队进行

保护扶持，建成民间业余藏戏队、卓舞

队、民间歌舞项目传习所。编辑出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山南民间文

学三套集成》，拍摄录制《山南传统藏戏

集锦》等 40 项非遗项目短视频宣传片。

实施濒危文化遗产项目普查保护工作，

建立非遗数字资源库，完成全市古籍普

查登记，共登记珍贵古籍 3070 函，其中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8函。

山南市与北京服装学院、湖北迈亚

毛纺公司合作，开发“雅鲁藏布”非遗系列

服饰 70套 284件，并参加“锦绣中华——

2019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系列

活动。藏医药浴疗法传承人明珠被文化

和旅游部评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先进个人”，4名工艺美术从业者荣获

“自治区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如今，山南市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的文化保护传承格局正在形

成，文化事业发展态势良好。

文化产业遍地开花

文化产业是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

重要标志之一，对于促进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提高区域竞争力具有特殊意

义。

5 年来，山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文化产业发展，制定出台《山南市文化

五年发展规划（2018 年-2020 年）》《山

南市“十三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完

成全市文化产业统计，建立了民族手工

业企业库，全市民族手工企业（合作社）

登记备案 174 家；投入文化产业扶贫资

金 630 万元，扶持 19 家民族手工业（合

作社），带动 107户农牧民增收。

山南市完成了市、县级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及命名工作。现有自治区级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 8 家、市级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 5 家、县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24

家。5 年来，文化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劲头。

文化产业带动就业增收成效日益

突出。2020 年，山南市 16 个非遗工坊

安 排 就 业 人 员 557 人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257.61 万元，全市 33 家文化企业（合作

社）解决贫困户群众就业 224人。

如 今 ，在 竞 相 发 展 的 文 化 大 舞 台

上，雅砻文化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目光。

初冬的雅砻大地，阳光普照。从泽

当城区出发，向南 10 余公里，就到了乃

东区颇章乡格拉村，在这里有一个民族

团结家庭，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了村里的

美谈。

他叫陈凡，她叫白玛嘎珍，他们在

乃东相遇相知、喜结姻缘，写下了和谐

美好的民族团结故事。

今年 3 月，武汉小伙陈凡来到山南

市乃东区颇章乡格拉村的西藏宏农全

智能化藏鸡产业园工作。到乃东之前，

他的父母一直担心他能否适应高原环

境。但当他来到山南之后，一切工作都

进展得很顺利。陈凡说：“园里大多数

职工都是本地的藏族兄弟姐妹，但不论

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我们都聊得来，

相处很愉快。”

唯一让陈凡感到不适应的，就是远

离家人的孤独，直至遇见了他的爱人白

玛嘎珍，一颗心算是安定了下来。

今年 7 月 6 日，白玛嘎珍和格拉村

一批新员工一起进入产业园工作。就

这样，他们见了第一面。白玛嘎珍说：

“第一眼看到陈凡，觉得他很严肃。几

天相处下来，发现他工作时很认真，生

活中也很会照顾人。”

“很能吃苦，很体贴细心。”陈凡同

样也用两个“很”字形容白玛嘎珍的优

点。短短 3 个月的相处，他们成为彼此

的知心人。

10 月初，陈凡向白玛嘎珍求婚，她

没有马上答应。“结婚以后吵架了怎么

办？生活习惯不一样怎么办？”白玛嘎

珍很开心，但也有很多担心。最终，陈

凡用真诚感动了她。

“阿爸阿妈能同意我们结婚吗？”这

是白玛嘎珍最大的疑虑，她心里也没有

把握。

“第一次听到他们说要结婚时，就

像做梦一样，没想到！但是当第一次看

到陈凡本人时，我心里就觉得他是个踏

实可靠的人。”白玛嘎珍的母亲扎西旺

姆又惊又喜。

“陈凡人品好，我们很多亲戚都嫁

给了汉族，生活过得都很好，我为他们

俩 感 到 高 兴 。”白 玛 嘎 珍 的 亲 戚 康 卓

说。

关于结婚，双方父母和亲人都非常

赞同，为他们感到高兴。扎西旺姆说：

“希望他们以后相亲相爱，有活一起干，

有福一起享。”

很快，他们先后在乃东格拉村和湖

北武汉举办了婚礼。陈凡的父亲来到

乃东感受了藏民族的风俗习惯，也刷新

了对西藏的认识，深深感受到了藏民族

的淳朴、善良和今天的幸福生活。同

样，白玛嘎珍的父母和哥嫂也到武汉参

加了他们的婚礼，双方的家人、亲友相

谈甚欢，其乐融融。

“别人家办婚礼只热闹一天，我家

热闹了半个月，大家都很羡慕我娶了藏

族姑娘，家乡的单身青年都嚷着让我介

绍西藏姑娘给他们认识。”陈凡满脸堆

笑。

婚礼结束后，陈凡带着白玛嘎珍一

家到武汉各地游览，感受当地的美食美

景。父亲索朗边旦打趣地说，十多天下

来他都变白了。

说到饮食，陈凡和白玛嘎珍一家正

互相适应着。下班之后，陈凡会给家人

“露一手”，做地道的湖北菜。同时，他

也开始和白玛嘎珍一起，吃糌粑、喝酥

油茶。

憧憬未来，工作上，他们踏实上进，

希望不断提升自己；生活上，他们多交

流、多包容、多理解，让两个家庭更好地

融合到一起。

“民族团结，家庭才会兴旺。我们

两家人走在一起，合成一家，就像是抱

紧的石榴籽一样。我们用自己的生活

和故事，告诉周围的各族同胞，我们都

应该维护好民族团结。”白玛嘎珍依偎

在陈凡身旁，笑着说。

本报泽当电（记者 刘枫）为切实增

强企业及相关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能力，提升部门应急处置协同配

合能力，日前，山南市生态环境局联合

隆子县政府及该县公安、应急管理等

部门，在华钰矿业山南分公司举办了

尾矿库管道泄漏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

练，山南市 12 县（区）生态环境分局、山

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等

参加了观摩。

此次演练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

责、属地为主、协同联动、快速有效、迅

速控制”的总体原则，采用桌面推演方

式，共设置事故发生与信息报告、响应

启动与先期处置、会商处置、响应终止

与后期处置等 4 个环节。通过此次演

练，进一步检验了山南市生态环境应

急队伍在虚拟实战下处置突发环境事

件能力，为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积

累了宝贵经验。

百舸争流千帆竞 百花齐放满园春
——5年来山南市文化事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本报通讯员 次央

团 结 花 结 出 幸 福 果
——陈凡和白玛嘎珍的爱情故事

本报记者 刘枫 本报通讯员 彭胜菊

11 月初，山南市在隆子县启动了

“文化润边”理论+文艺宣讲边境行活

动，以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将党的政策

送到边境群众身边，既丰富了边境群众

的文化生活，又浸润了他们的心灵。下

一步，该项活动将深入山南各边境村居

持续开展。

图为此次活动走进隆子县加玉乡强

木金村。

本报记者 刘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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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琼结县下水乡下水村党总支结合实

际，将全村荞麦丰收后的副产品荞麦壳回收利用，制作成荞麦枕，以延伸农副产品

产业链，助农增收。近日，该村通过举办乡村振兴专题“党群活动日”，组织全村80

余名党员、志愿者制作完成上千只荞麦枕，并陆续推向市场。

图为该村党员、志愿者正在制作荞麦枕。 本报记者 刘枫 摄

山南市深入开展民族

团 结 进 步 创 建 工 作

山 南 市 持 续 推 进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山南市生态环境局

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