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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到林芝市米林县南伊珞巴

民族乡才召村采访时，提前约好的才召

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珞巴服饰非遗

传承人达娃正在村口等我们。

达娃身上独具民族特色的珞巴服

装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可以说，珞巴族

千百年来的美学理念、宗教信仰与生活

习俗等，都在其服饰中得到了诠释。

珞巴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

少的民族之一，仅有 2300 余人，主要分

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门隅之间的珞

瑜地区，以米林、墨脱、察隅、隆子、朗县

等地最为集中。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珞巴族人学会了纺纱织布，用植物染料

为毛线着色，织成坎肩、上衣、筒裙等。

珞巴族的女装非常隆重，服饰一般

以红、黑、白、黄色为主，并且配有腰饰、

耳鼓、手镯等，有的衣服装饰物重量达

一二十斤，行动起来叮叮作响；相比之

下，珞巴族的男装就简单多了，主要是

黑色的毛毡衣服，配饰有斗篷、腰带、帽

子以及兽骨制成的珠状粗链子。由于

珞巴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因此，关于

服饰的记载也只能搜寻到近十多年的

资料。

在珞瑜地区，珞巴服饰款式粗犷而

神秘，线条优美而含蓄。珞巴族所处的

独特自然地理环境和特有的生产方式，

孕育了其流传千百年的美丽华服。

“以前生活条件差，做衣服主要是

为了御寒和保护身体，能穿就行。”达

娃告诉记者，“后来，经济条件好了，在

满足实用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开始对

天然材料进行进一步加工，对男女服

饰的色彩、材料、配饰都进行了改良。

改良后的珞巴服饰材质更为柔软，色

彩更加靓丽，无论男女都喜欢系一条

织有各种彩色图案，较为考究的腰带，

用来悬挂小刀、火镰和其它铜、贝制作

的饰物。”

上个世纪 80年代，生活在米林的珞

巴族从山上的林子里迁出，开始定居生

活。由于父母不适应山下的生活，村民

亚依一家人直到 2006 年才从山上搬下

来，因此她仍然保持着织布做衣服的习

惯。亚依说，搬下山不久，县里文化部

门的工作人员就找到她，跟她讲传承珞

巴族织布和服饰制作技艺的重要性，让

她教村里的年轻人织布。于是，亚依收

了十几个女孩子做徒弟，最后坚持学下

来的只有亚达尔等几人。

为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让珞巴服

饰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2007 年，南伊

乡才召村仅剩的几个会制作珞巴服饰

的村民，开始招收学徒，传授珞巴服饰

制作技术；2008 年，珞巴服饰被列入自

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借着这

股东风，达娃带头组建了专业合作社，

专门从事珞巴服饰制作与销售。

2012 年，由文化部和自治区人民政

府共同发起的“西藏传统工艺传承与发

展综合项目”在林芝市率先开展试点工

作，这个项目为珞巴服饰传承带来了资

金扶持、市场资源和生产技术，珞巴服

饰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如今，达娃收了 20 个徒弟，都是本

村村民，他们除了学习传统的珞巴服

饰制作技艺外，还兼学珞巴竹编和织

布技术。达娃介绍说，现在一套完整

的珞巴服饰在市场上要卖到 1.3 万元

左右，而且还要提前预订。然而，由于

传统珞巴服饰中的不少部件需要采用

熊皮、羊毛等动物皮毛制成，为了在保

护动物的同时，保持服装传统设计风

格，作为传承人的达娃，一边积极寻找

新的替代材料，一边引导传统手工艺

与消费市场相适应。“珞巴服饰的保护

与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只有引导传统

手工艺制作与市场良性结合，才能吸

引更多年轻人热爱珞巴文化，才能让

珞巴服饰更好地传承下去。”达娃说。

走进米林南伊珞巴织布工坊，六七

台木质的织机一字排开，几人正在编织

尚未完成的围巾；村民规范、整理、恢复

的传统配色图案有几十种，每个图案都

有不同的设计产品相配，风格简洁、大

气，颇有知名品牌的雏形。

2016 年 6 月，米林南伊珞巴织布工

坊被列入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传习基地。该传习基地还成

立了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才召村珞

巴博噶尔传统手工艺制作有限公司，吸

收本地村民参与其中，为当地群众增收

开拓了新的路径。

“现在，我们通过制作非遗产品实

现了在家门口增收，工坊的学员们干劲

很足。希望通过努力，未来，我们的产

品销路能更好更稳定，让我们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能一直传承下去。”工坊负责

人亚达尔说。

流 传 千 百 年 的 美 丽 华 服
—探访珞巴服饰的非遗传承与发展

本报记者 刘倩茹 益西加措 旦增 陈荷花

本报拉萨 12 月 21 日讯（记者 彭

琦）日前，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索达率队赴联系点，面向萨嘎

县 7 乡 1 镇等 9 支驻村工作队队员和土

钦寺驻寺干部及僧众，开展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

神宣讲活动。

宣讲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 届 六 中 全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和 全 会

《决议》精神，重点围绕总结党的百年

奋 斗 重 大 成 就 和 历 史 经 验 的 重 大 意

义，围绕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

重大成就，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 新 时 代 的 历 史 性 成 就 和 历 史 性 变

革，围绕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和历

史经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从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等六

个方面展开，同时以生动的案例紧密

结合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进行

宣讲解读，勉励大家响应“建设美丽幸

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号召，

撸起袖子加油干。

区 高 院 赴 联 系 点 宣 讲 党 的 十 九 届
六中全会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索达率队

本报拉萨 12 月 21 日讯 西藏自治区应

急管理厅原党委副书记、厅长达木拉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西藏

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达木拉简历

达木拉，男，藏族，1962 年 9 月出生，西藏

萨迦人，198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

年 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1986 年 7 月至 1993 年 4 月，在西藏自治

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

1993 年 4 月至 1996 年 10 月，任西藏自治

区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1996 年 10 月至 2001 年 5 月，任西藏自治

区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级秘书；

2001 年 5 月至 2004 年 7 月，任西藏自治

区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正处级秘书；

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7 月，任西藏自治

区编译局（藏语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党组

成员、副局长（副主任）；

2005 年 7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西藏自治

区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11 月，任西藏自治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2018 年 11 月至 2020 年 6 月，任西藏自治

区应急管理厅党组副书记、厅长；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任西藏自治

区应急管理厅党委副书记、厅长；

2021年 12月免职。

本报拉萨 12 月 21 日讯 日

前，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对西藏

天海集团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总经理，西藏交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临时负责人斯朗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调查。

经查，斯朗丧失理想信念、

背离初心使命，收受管理服务对

象 礼 品 ，借 用 管 理 服 务 对 象 钱

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承揽

项目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巨额

财物。

斯 朗 严 重 违 反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精 神 ，构 成 严 重 职 务 违 法 并

涉 嫌 受 贿 犯 罪 ，且 在 党 的 十 八

大 后 不 收 敛 、不 收 手 ，性 质 严

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

经 自 治 区 纪 委 常 委 会 会 议 研

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决定由

自治区纪委给予斯朗开除党籍

处 分 ；由 自 治 区 监 委 给 予 其 开

除 公 职 处 分 ；收 缴 其 违 纪 违 法

所 得 ；将 其 涉 嫌 犯 罪 问 题 移 送

检 察 机 关 依 法 审 查 起 诉 ，所 涉

财物随案移送。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原党委副书记、厅长

达 木 拉 接 受 纪 律 审 查 和 监 察 调 查

西 藏 天 海 集 团 原 党 委 副 书 记 、副 董 事 长 、总 经 理 ，
西藏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时负责人斯朗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020 年底，援藏期满后，盼着团圆的吴小雷的家人

们得知一个消息：吴小雷选择了继续援藏，成为福建泉

州援藏工作队唯一继续援藏的中期轮换专技人才。

“我不仅是一名援藏干部，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

使命不容退缩、我的身份不容退缩。”吴小雷对家人说。

2019 年 7 月，带着对援藏事业的执着，吴小雷离开自

己长期生活工作的地方，奔赴三千公里之外，来到昌都

市，开启了他的援藏生涯。

然而，援藏工作刚开始，吴小雷就险遭不测。

一次，在下乡检查建设项目途中，突遇山体落石，司

机师傅凭借丰富的驾驶经验和娴熟的技术，有惊无险地

躲过了这一劫。

这次的经历并没有吓退吴小雷。相反，他在短时间

内迅速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在项目建设现场，吴小雷多次开展工程质量及施工

安全讲解，帮助技术员拓宽专业知识面；

带头研究完善洛隆物业管理办法，加强物业监督管

理，为群众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全程参与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标准化建设监督工作，

助力打造洛隆县村级组织活动场所“2.0升级版”；

协助援藏工作队探索出“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参与

接洽商务考察交流，积极引进企业入驻洛隆县扶贫（泉

洛）特色产业园区；

……

农忙时，吴小雷带领单位干部职工帮助困难群众收

割青稞，以实际行动助农帮农；

农闲时，他与单位干部职工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

讲、结对帮扶活动。

此外，他还致力于公益事业，主动联系爱心人士筹

集物资，积极参与开展扶贫助残慰问活动 20 多场次；与

援藏医生一同回访看望术后患者，了解其术后恢复情

况，并送去药品和御寒衣物。

援藏以来，吴小雷把真情实感、真抓实干、真帮实

援作为自己的准则，要求自己努力做先进理念的引进

者、奋力做真抓实干的执行者、用心做产业援藏的探

索者、全力做消费援藏的推动者、真情做结对帮扶的

参与者。

“有幸踏上这片土地，遇到那么多善良的人们，让我

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所走的每一步都无比坚定。高原

再高，高不过我们的脚步，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使

命。”吴小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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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记个人“三等功”一次；2011

年被当时的日喀则地区公安处评为年

度“先进个人”；2013 年被日喀则市委评

为“维稳先进个人”；2013 年、2014 年、

2016 年先后被定日县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2015 年被自治区公安厅给予“嘉

奖”，同年被日喀则市公安局给予“嘉

奖”；2016 年被自治区评为“优秀驻寺干

部”……

从警 23年，定日县公安局措果乡派

出所所长兼乡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欧

珠次仁荣誉满身，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人

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发挥了一名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维护好社

会和谐稳定，事关国家安全和祖国统

一，欧珠次仁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

一直以来，欧珠次仁把维护社会稳

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严厉打击了危害

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力震慑了

不法分子，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得到了保障。

在建党 100 周年、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他从严从细落实

防风险、保稳定、护安全各项措施，对辖

区人员密集区域、场所等不分昼夜进行

盘查，确保了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自全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来，欧珠次仁夜以继日认真学习国家、

自治区、市、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文件

精神，并主动联合乡政府深入辖区各村

积极开展扫黑除恶宣传工作，带领派出

所民警聚焦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

行业，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呼声最

高、反映最为强烈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行为，积极摸索黑恶势力线索，为

“三个专项斗争”工作作出突出贡献。

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同时，

欧珠次仁对发生在辖区内的民事、婚

姻、家庭、经济纠纷等案件，也高度重

视。他亲自走村入户，秉承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一一化解，受到了群众的

一致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欧珠次仁先后化解

矛盾纠纷 200 多次，有效预防和遏制了

因矛盾纠纷酿成的违法犯罪活动。如

今，在欧珠次仁的管理下，辖区发案率

逐年下降，群众法治意识逐年提高，社

会治安呈良好态势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心系群众、扶危解困也

是欧珠次仁一直在做的事情。

定日县克玛乡康萨村拉布因病于

2010 年 11 月去世，留下了年幼的儿子

阿旺丹增。看着年幼的阿旺丹增，欧珠

次仁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了 10余年的

收养。从起初的处处拘束，到视他为亲

生父亲，欧珠次仁用视如己出的真心换

取了阿旺丹增的真情。

如 今 ，阿 旺 丹 增 成 为 一 名 二 级 士

官，他说：“我享受到了父爱，要用优秀

的成绩回报这份沉甸甸的父爱。”

“心里有群众，保一方平安，促一方

发展，这是我应该做的。”欧珠次仁表

示，要再接再厉、不辱使命，努力为西藏

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23 年 坚 守 ，护 一 方 平 安
—记定日县公安局措果乡派出所所长欧珠次仁

本报记者 陈林

本报昌都 12 月 21 日电（记者 桑

邓旺姆）近日，由昌都市文化局（市文

物局）主办的“弘扬文化·学史明志”第

八届康巴少年讲故事决赛在昌都市图

书馆举办。

比 赛 中 ，小 少 年 们 声 情 并 茂 ，用

稚 嫩 的 童 声 和 丰 富 的 情 感 讲 述 着 一

个 个 鲜 活 的 人 物 、一 段 段 感 人 的 故

事 ，《抗 日 小 英 雄 王 二 小》《刘 胡 兰》

《小萝卜头》《黄继光》等一个个感人

至深的红色故事，让在场观众深受感

动，阵阵掌声不绝于耳。

据了解，比赛自 10月 28日开始，面

向昌都 11 县（区）和市直各小学选拔。

经过预赛、复赛后，最终 16 名选手脱颖

而出进入决赛。决赛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共 8 人，优秀奖 8 人。为了鼓励所

有参赛选手，还特别设置了网络人气

奖 10 个。此次活动进一步弘扬了革命

先烈的丰功伟绩，引导少年儿童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传承

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昌都市举办康巴少年讲故事决赛

讲述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近年来，边坝县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

转变生产方式，加大温室大棚和蔬菜种植基

地建设力度，群众实现了从“吃菜花钱”到

“种菜挣钱”的转变。

图为草卡镇蔬菜种植科技指导员次成

在查看蔬果的长势。

本报记者 王晓莉 达次 摄

蔬果种出好“钱”景

本报拉萨 12 月 21 日讯（记者 王

雨霏）12 月 20 日，自治区纪委监委召开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 衔 接 专 项 监 督 工 作 年 度 第 二 次 例

会，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王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承前启后的过渡期、关键期，全区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认真

落 实 自 治 区 第 十 次 党 代 会 的 部 署 要

求，聚焦“四个不摘”，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突出政治监督、做实

日常监督，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

进完善发展作用。

会议强调，要坚持从政治的高度督

促各级书记认真履行乡村振兴第一责

任人责任，抓好统筹谋划、督促推动、检

查考核等工作，强化党对乡村振兴工作

的全面领导。要坚持查作风问初心，查

责任问担当，查漏洞问短板，查落实问

成效，坚决纠正“遇到问题讲特殊找理

由，工作落实拖着干推着走，把说了当

干了，把干了当干成了”等问题，确保各

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建立完善乡镇纪

委片区协作工作机制，整合运用好村

（居）务监督委员会力量，推动监督有效

有力下沉落地。要持续加大惩治力度，

严肃查处产业项目、基建工程背后的责

任、作风、腐败问题，以严明的纪律助力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王卫东在过渡期专项监督工作年度第二次例会上强调

深 入 开 展 专 项 监 督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全 面 推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