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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离不开指的是？”“五个认同具体是什么内

容？”“争做先进僧尼‘四条标准’是什么？”……

近日，唐布齐寺管委会干部和僧人一起就“深化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题开展集体学习，并现场进行了互问互答。

唐布齐寺位于山南市琼结县下水乡唐布齐村。一

直以来，唐布齐寺管委会干部和僧人积极促进宗教和

睦、佛事和顺、寺庙和谐，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2016 年，该寺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2017年，被列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

范宗教活动场所。

多年来，唐布齐寺管委会干部和僧人同唐布齐村

的群众保持着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关系，大家就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民族团结之花在这里常开常盛。

唐布齐村的扎西央宗和来自四川省大邑县的王

勇组成的藏汉联姻家庭，一直是当地民族团结家庭的

典范。面对丈夫的失聪失明，扎西央宗不离不弃，一

人扛起了全家重担，白天在家里照顾丈夫，晚上到泽

当市区卖玫瑰花维持生计。

知道她家的情况后，唐布齐寺管委会干部和僧人

经常家访，看望慰问他们夫妇俩，为他们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并鼓励扎西央宗：“困难只是暂时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

重担在肩必然辛苦，但扎西央宗不叫苦不抱怨，

身上总是充满正能量。她说：“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关

怀，有这么多好心人的鼓励帮助，日子虽然平凡，但也

充满着点滴的幸福。只要老王在，我就是他的眼睛和

耳朵，我们会努力把日子过好的。”

今年 11 月，扎西央宗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越来越多的人向她学习、主动帮助她，团结互助的风

气在唐布齐村和唐布齐寺越来越浓。

这只是唐布齐寺管委会干部和僧人加强民族团结

的一个缩影，像这样的故事一直都在唐布齐寺上演。

唐布齐寺门口便民商店的老板有事需要外出，僧

人会主动帮忙照看店铺。“平时有什么困难，他们都很

热心地帮忙，我们就像亲人一样，把商店交给他们照

看我很放心。”商店老板说。

2020 年初，唐布齐寺管委会干部和僧人自愿向新

冠肺炎疫情地区捐款 2.8万元，用实际行动为中华民族

一家亲作了生动诠释。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能够力所

能及为有需要的人做一点事情，是我们驻寺干部和爱

国僧人共同的心愿。”唐布齐寺管委会党支部书记、主

任仓决卓玛说。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认同的纽带，是民族团

结的基础。一直以来，唐布齐寺的僧人在寺管会干部

的带领下，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为了进一步提高僧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

增强民族认同感，唐布齐寺管委会采取集中教学和个

人辅导相结合的方式，从日常生活用语开始，帮助僧

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白玛旦增是寺里年龄较小的僧人，除了参加寺管

会组织的培训班外，仓决卓玛还会在空闲时间一对一

辅导白玛旦增，手把手教他写字。

白玛旦增在练习册上反复练习，密密麻麻写满了

自己的名字和“琼结县”“民族团结”“爱我中华”等字样。

“寺管会的哥哥姐姐教我们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很用心，现在我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也能用普通

话跟大家沟通交流。”白玛旦增说。

如今，让宗教活动场所成为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

阵地，使宗教界人士成为民族团结的宣传员和模范践

行者，一起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作出努力，成

了唐布齐寺管委会和全体僧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今后，我们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填好词、谱好曲，唱响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大合

唱。”仓决卓玛说。

倾 心 为 民 铸 警 魂
—记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仁青达瓦

本报记者 万靖

拉萨换流站安全运行10年

助力青藏两省区经济生态绿色发展

石 榴 籽 紧 抱 团 结 花 常 开
—琼结县唐布齐寺管委会干部和僧众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侧记

本报记者 刘枫
本报拉萨 12 月 22 日讯（记者 谢

筱纯）21 日，自治区召开营造林检查情

况通报和工作部署会议。自治区副主

席、自治区绿化委员会主任江白讲话。

会议指出，2020 年以来，我区共安

排营造林 226 万亩，实际完成 262 万亩，

全区国土绿化总体情况较好。

会 议 强 调 ，下 一 步 ，各 级 林 草 部

门 要 深 入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届 六 中 全 会

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

彻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提高站

位、锚定目标，保证造林质量，依法依

规 科 学 绿 化 ；严 格 造 林 验 收 ，确 保 造

林 实 际 成 效 ；严 把 资 金 管 理 ，确 保 使

用 精 准 到 位 ；加 强 后 期 管 护 ，督 促 企

业履行职责，确保全面完成各项造林

绿 化 任 务 ，为 我 区 着 力 推 进“ 四 个 创

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作出

应有贡献。

会 议 还 通 报 表 扬 了 我 区 8 家

“2020—2021 年 度 西 藏 自 治 区 营 造 林

优秀企业”。

自 治 区 召 开 营 造 林 检 查

情况通报和工作部署会议
江白讲话

不 因 事 小 而 不 为 ，不 因 事 多 而 忘

为，不因事杂而错为。仁青达瓦就这样

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在羌

塘草原上绘就了人民警察最美的样子。

仁青达瓦先后在那曲市尼玛县中

仓乡派出所、尼玛县公安局户籍科工

作。从警 8 年来，他始终牢记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永远把

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今年被评为“自

治区最美基层民警”。

贴心的“警察儿子”

为了对辖区内农牧民人口信息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在中仓乡派出所工

作时，仁青达瓦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走遍了全乡 700余户牧民家庭。

在摸排过程中，仁青达瓦发现，一

户牧民家中只有杰旦巴夫妇两位老人

相依为命。

“老人行动不便，膝下的两个孩子

也在外务工，很少回家看望老人。”仁

青达瓦说。之后，他便主动扮演起杰

旦巴夫妇“儿子”的角色，每周至少去

老人家里两次，查看饮用水、糌粑、酥

油、牛粪等生活必需品的用量，并提前

备好相关物品送去，确保老人每天的

正常生活。

一 来 二 往 中 ，两 位 老 人 在 心 里 早

已把仁青达瓦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每

天都期盼着仁青达瓦能来陪他们说说

话。但这一次，他们久久没盼来心中

想念的人。

2016 年 9 月，仁青达瓦驾驶车辆在

前往中仓乡采集照片的途中，车辆突然

爆胎，失控发生交通事故。仁青达瓦全

身多处骨折，在成都华西医院接受长达

4 个月的治疗，在身体还未完全康复的

情况下，仁青达瓦毅然回到了工作岗

位。现在，仁青达瓦的身上还留有 18根

固定板。

得知“警察儿子”回来了，杰旦巴夫

妇赶到派出所，看着拄着拐杖的仁青达

瓦，两位老人眼里充满了泪水：“总算是

回来了，回来了就好。”

“人民警察为人民”

中仓乡村民同加，没有家庭、工作，

生活困难，经常酗酒闹事，是派出所的

“常客”。

为了让同加有实质性的转变，仁青

达瓦让同加搬到了自己的住处，两个人

同吃同住了一年多时间。这段时间里，

仁青达瓦一边照顾同加，一边引导说服

同加改掉身上的陋习，养成健康的生活

习惯。最后，在仁青达瓦的帮助下，同

加在乡里的建筑工地上找到了人生中

的第一份工作。现在，同加过上了自给

自足的生活。

仁青达瓦心系群众体现在方方面

面。在办理业务时，仁青达瓦遇到手续

准备不全的牧民，会一次性告知到位并

详细写下清单，绝不会让群众跑冤枉

路；会通过绿色通道优先给老年人、残

疾人办理相关事宜；对于住处距派出所

较远的高龄老人，在证件办好后，仁青

达瓦会亲自给他们送到家里。

2014年 12月，70多岁的老人巴杰来

到派出所，拿出随身带的牛肉、自家做的

土特产给仁青达瓦，并献上哈达，作为之

前仁青达瓦为他送去身份证的感谢。仁

青达瓦只接受了哈达，笑着说：“人民警

察为人民，这是我应该做的。”

舍“小家”为“大家”

仁青达瓦在工作中尽职尽责，但对

家人却有着亏欠。

仁青达瓦的家在阿里地区改则县

洞措乡，家中有 75 岁的老父亲，作为儿

子的他，却常年因为工作无法在父亲身

边尽孝，一直由自己的嫂子照顾父亲。

2016 年 8 月，仁青达瓦与妻子穷达

结 婚 后 ，就 长 期 两 地 分 居 。 2018 年 4

月，穷达在去探望仁青达瓦的路上发生

交通事故不幸身亡。当仁青达瓦到达

现场时，还是未能赶上见妻子最后一

面。没有人知道，在那之后的无数个夜

晚，仁青达瓦的泪水都浸湿了枕头。

在仁青达瓦心中，人民群众永远是

第一位的，他怀着一颗对党、对人民、对

公安工作的赤诚之心，无怨无悔地履行

着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峰峦叠嶂、沟谷静幽，位于索曲河流域的那曲市索县，

是唐蕃古道、元代驿道和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

“以前，很少村子有公路，大部分是乡间小路、土路，晴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现在，索县条条道路又宽又平，通

到了各村，而且很多家庭都买了小轿车、大卡车，生活真是

越来越有奔头。”索县加勤乡群众次旺说。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党的十八大以来，索县县委、县

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改善民生、凝

聚民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城

市化建设、扶贫、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等工作，以热赤公路、

西江公路、西嘎公路等改扩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农

畜饮水工程，国家藏中电网工程为代表的一大批交通、能

源、水利等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或正在抓紧建设中。

截至目前，索县实现通车里程 2110公里，乡镇和建制村

畅通率分别达 100%和 70.16%；4G 通信网络覆盖率达 100%，

正在逐步实施 5G 通信网络；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

100%，乡镇和行政村宽带覆盖率分别达 100%和 82.57%；全县

地方生产总值实现10.56亿元，农牧民可支配收入达12587元。

今年 50 岁的伟旦以前只靠虫草收入来维系生活。单

一的收入让伟旦一家生活拮据。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他积极参加索县举办的服装加工培训，并在加勤乡开了一

家裁缝和杂货一体店。现在，伟旦一家每月收入在 2.4万元

左右，走上了致富路。

像伟旦这样依靠党的好政策，积极转变思想，用勤劳

的双手脱贫致富的群众还有很多。

在脱贫攻坚中，索县探索出了符合索县实际的脱贫

路径，实现 2796 户 11852 人于 2018 年历史性消除绝对贫

困，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广

大群众更加清楚现在的好生活来源于党的好政策，更加

明白惠从何来、恩向谁报，更加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亚拉镇江青村布多老人，今年已是 90 岁高龄，西藏和

平解放和民主改革时期，他曾帮助解放军运输物资、平息

叛乱。如今，布多老人仍坚持走村入户向身边群众讲述新

旧西藏的巨大变化，教育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布多经常告诉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是共

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要时刻铭记

党的恩情，一心一意跟党走，靠双手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

的生活。”提起布多老人，当地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

索县的发展离不开党的亲切关怀，也离不开全国人民

的无私支援。“十三五”期间，对口援藏的大连市共实施援

藏项目 31项，总投资 2.25亿元；实现大连市 10个乡镇（街道

办事处）与索县 10 个乡镇开展“一对一”定点对接帮扶，用

实干践行了“变援藏为建藏，变介入为融入”“用脚丈量、用

心服务、用情奉献”的援藏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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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12月 22日讯（记者 拉巴

桑姆 通讯员 杨操）记者日前从国家电

网西藏检修公司了解到，截至目前，拉

萨换流站累计送出（拉萨换流站为格尔

木换流站送电）电量 58.94 亿千瓦时，相

当于就地转化 1.9 千万吨标准煤；累计

送入（格尔木换流站为拉萨换流站送

电）电量 83.91 亿千瓦时，充分发挥了工

程的民生效益和经济效益，助力青藏两

省区经济生态绿色发展。

拉萨换流站是世界首座高海拔、高

寒地区建设规模最大的±400 千伏换流

站，坐落于海拔 3825 米的拉萨市林周

县朗塘村，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正式投

运，彻底解决了当时西藏电网电力供应

紧张的问题，开创了西藏电网大规模接

收外电的新纪元。

10 年来，从直流外送“零进展”到

外送总电量节节突破，从依托帮扶到

自主运检，从 2011 年最大双极输送容

量 为 135 兆 瓦 到 2018 年 12 月 15 日 实

现 600 兆瓦满负荷运行，拉萨换流站实

现 了 跨 越 式 发 展 ，为 丰 水 期“ 藏 电 外

送”和枯水期“送电进藏”提供了稳定

的绿色通道，解决了西藏冬季缺电、夏

季 电 力 消 纳 难 的 问 题 。 截 至 12 月 8

日，拉萨换流站共完成 11710 台设备检

修 预 试 ，执 行 16035 张 操 作 票 ，完 成

212417 操作项数，有力保障了青藏直

流安全运行。

本报巴宜 12 月 22 日电（记 者

胡文 王珊 张猛）近日，林芝市民政

局在工布江达县江达乡太昭村举行

了“太昭村农村幸福院”揭牌仪式，

标 志 着 林 芝 市 首 个 农 村 幸 福 院 投

用，拉开了林芝市“十四五”期间农

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序幕。

农村幸福院主要为农村老年人提

供健康指导、日间照料、文化娱乐、康

养康复、定期巡访、应急救助、精神慰

藉等服务，是一处以政府推动、村级主

办、互助服务、社会参与共建共管的农

村公共服务场所。目前，太昭村农村

幸福院为50余名老人提供服务。

据悉，“十四五”期间，林芝市民

政局将多方争取资金建立 18 个农村

幸福院，积极构建以特困人员集中

供养中心为主体、居家和社区（日间

照料）为重点、养老服务驿站和农村

幸福院为基础、医养康养结合、智慧

化的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居家、

社区、机构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林芝首个农村幸福院投用
“十四五”期间全市将建18个

本报拉萨 12 月 22 日讯（记者 晓

勇）21 日，首部完全按照藏文语法表

述、准确解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词

典——《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词典

（藏文对照）》在拉萨正式发布。该词

典由语文出版社和西藏自治区藏语委

办（编译局）共同历时 3 年完成，将成为

民心相通的桥梁、文化交融的纽带。

这部词典具有一定的基础性、实

用性、规范性、思想性，收录了《通用汉

字规范字表》中的一级字 3500 个、《义

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中的常用词

语 11000 余条，严格落实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规范标准，藏文对照严格遵从藏

文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尤其注重引

导使用者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认同。“这部词典为西藏各族群

众，尤其是中小学生提供了一本实用、

好用、管用的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工具书。它的问世是区内外语言文

字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将有利于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自

治区藏语委办主任、编译局局长洛布

表示。

发布会现场，语文出版社和西藏

自治区藏语委办（编译局）共同向拉萨

市海城小学的学生代表赠送了词典。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词典（藏文对照）》发布

本报昌都 12月 22日电（记者 万慧）

今年以来，昌都市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为着眼点和着力点，积极推进产业扶贫

项目，补齐产业扶贫短板，推进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按照《昌都市“十三五”产业扶贫规

划》和《昌都市深度贫困产业扶贫规划》，

全市共规划产业扶贫项目 852 个，总投资

108.93 亿元。截至目前，累计开工项目

851 个 ，已 完 工 824 个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93.13 亿元；通过产业项目增收 4.99亿元，

覆盖农牧民群众 5.5 万余户、19.9 万余人，

累计带动 2.68万余人就业；累计产业分红

超1.66亿元。

同时，制定出台《昌都市关于规范产业

扶贫项目利益联结机制的实施意见（试

行）》，积极推行“7+”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

制，建立健全到户产业、企业带动农户、股

份分红、资产收益、合作社、委托饲养、工资

性收益等多种产业联结模式。截至目前，

全市建立稳定、紧密、互利的利益联结机制

项目834个，受益群众19.9万余人。

昌都市推动产业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
产业项目增收4.99亿元

在元旦、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拉萨市严格

落实机场、火车站等重点场所节日期间市场

安全秩序监管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全面实

行进场扫码、登记检查、体温监测等防护措

施，强化主动检测意识，有序安排公共场所人

员流动，织牢织密疫情防控大网。

图为拉萨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在协助乘客

登记健康信息。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严防严控

不 松 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