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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擦亮，欧珠多吉早已换上了崭新的藏装，因

为今天是个特殊而重要的日子。

三月，充盈着生机勃勃的春天拂绿雅砻河谷，

柳枝吐芽、田野苏醒，秀美的江水带着春的气息奔

流着……根据藏族天文历算，16 日是西藏农田开耕

的日子。

“每年的开耕仪式大家都格外重视，在这一天播

下种子，就意味着辛勤耕耘的一年正式开启。”欧珠

多吉的家位于西藏山南市乃东区的门中岗社区，西

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坐落于此，而宫殿脚下

便是西藏“第一块农田”。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2100 多年前，藏族先民在雍

布拉康南侧开垦了这块农田，种植谷物，被视为西藏

农耕文明的开端。

上午 10 时，农田里好不热闹，上百名门中岗社区

居民衣着盛装、扶老携幼会聚于此见证春耕典礼。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牦牛是农耕的主力，“二

牛抬杠”代表了一个时代。今天，门中岗的农机化率

已达到 100%，但在春耕仪式上，人们还是会用假牦牛

头装扮拖拉机，并在车周围挂满哈达，以此表达对传

统牛耕的怀念，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春耕秋收对农民来说是一件大事，不管在外多

远都要回家帮忙，短则半月，长则一个月。以前耕

地、平整、播种全靠人和牛，农民的收入都在地里。”

欧珠多吉说。

2013年，政府补贴 6000多元，欧珠多吉买了一台

拖拉机，自此牦牛“退休”，欧珠多吉也从繁忙的农活

中解放了，靠着外出务工，家里的经济条件逐渐好了

起来。“现在，大型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翻转机一天

就可以把我家 28亩地收拾完。”

日头渐高，春耕仪式准备就位。门中岗社区党

总支书记央金卓嘎说：“开耕喽！”顿时，14 台拖拉机

发出隆隆轰鸣声，肥沃的田地被犁出一道道深深的

垄沟。

“每年也就这个时候能见到这样热闹的场景，平

时年轻人出去打工，很少能聚起这么多人。”央金卓

嘎说。

靠着外出务工、做生意、跑运输，如今，门中岗社

区群众的收入早已不单单依赖务农，拥抱更大的世

界让他们不断拓展致富渠道。雍布拉康景区旅游服

务、开办矿泉水公司，不断壮大的集体经济还带动群

众增收。2021 年，门中岗社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2万元。

仓廪实，天下安。2021 年，西藏粮食产量达到

106.5 万吨，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66.1%。

科学种植加先进农机，保证了西藏连续 7年粮食产量

稳定在 100万吨以上，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最亮的底色。

而今天的门中岗社区就是西藏乡村振兴的缩

影。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农牧业生

态环境不断优化、村集体经济活力不断激发……广

袤高原处处呈现着新气象。

大约 1 个小时，朴素而隆重的春耕仪式落下帷

幕，喧闹的田野归于平静。

（新华社拉萨3月16日电）

古老仪式奏响高原春天赞歌
—记西藏“第一块农田”上的春耕典礼

新华社记者 王泽昊 格桑边觉 吕秋平

“三岩”在藏语里有岩山环绕、地势

险恶之意。山高谷深的“三岩”片区是

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贫

困地区。受自然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

影响，“三岩”片区是我区深度贫困地区

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在 充 分 调 查 论 证 的 基 础 上 ，西 藏

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了实施“三岩”

片区跨市整体易地扶贫搬迁的重大决

策 。 2019 年 3 月 ，“ 三 岩 ”片 区 4 个 乡

镇 101 名群众一起搬入林芝市巴宜区

更章门巴民族乡搬迁安置点，与娘萨

村合并。刚到娘萨村，由于气候环境

差 异 ，邻 里 之 间 不 熟 悉 ，部 分 搬 迁 群

众还不适应新生活，有的甚至还有抵

触情绪。

为 了 更 好 管 理 和 服 务 ，更 章 乡 政

府决定在安置点成立“联户”单位，推

选“双联户”户长。消息一出，许多搬

迁 群 众 都 很 疑 惑 ：“ 家 里 还 有 这 么 多

事要忙，谁有这个空？”一时竟没有群

众愿意担任。这时候，主动放下家庭

工作的阿娘就站了出来，自愿申请担

任搬迁安置点“双联户”户长，为群众

服务。

阿娘被成功选为“双联户”户长后，

积极带领群众转变思想、增收致富、美

化村庄，哪里有人需要帮忙，哪里就有

他的身影。

一天，阿娘发现农田内的麦子熟透

了也没人收割，了解后发现大家抱着

“等靠要”心态等着每人每天保底的 1斤

口粮，阿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主

动召集村民召开村民大会商讨解决办

法，耐心劝导群众：“土地里有砂石，小

麦长得不好，但不能因为长得不好就不

管它了，屋顶漏水了要想着怎么修补，

而不是任由它一直漏水。”在阿娘的带

动下，麦子很快就收割完了。尽管如

此，阿娘也意识到，村庄要发展，群众就

要转变思想。

为转变群众“等靠要”思想，阿娘

经常与村干部一起走进群众家中、田

间地头，与群众话家常、讲道理，通过

讲 身 边 人 、身 边 事 的 方 式 ，向 群 众 宣

讲党的一系列惠民利民政策和勤劳致

富 典 型 ，教 育 引 导 群 众 转 变 思 想 ，参

与到村庄治理、勤劳致富中来。为了

让搬迁群众真正融进娘萨村，他主动

发掘群众艺术特长，开展各类交流活

动，鼓励搬迁群众积极和当地村民一

同 劳 作 、运 动 并 开 展 文 艺 活 动 ，使 群

众 在 活 动 中 化 解 矛 盾 、凝 聚 情 谊 、促

进和睦。阿娘还多次与更章乡党委、

政府商讨沟通搬迁群众的发展问题，

并 协 同 村“ 两 委 ”班 子 和 驻 村 工 作 队

争取到 197 亩农田的网围栏项目。同

时 ，他 积 极 鼓 励 群 众 参 加 村 集 体 经

济 ，让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就 业 增 收 。 去

年，村内的苗圃种植基地就为群众增

收 10 万元。

如今，村民白天在家门口务工，晚

上参加文娱活动，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全

民参保登记率均达到 100%，出生在娘

萨村的孩子也沐浴着党的光辉正茁壮

成长。

“口袋富了，脑袋也富了。”现在的

安置点，鲜艳的党旗高高飘扬，采用“独

立基础+框架结构”的房屋错落有致，搬

迁群众喝上了净化水、添置了新家具、

用上了太阳能……做到了“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实现了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

下一步，娘萨村还将建成属于自己

的便民服务超市、茶馆和文化活动室，

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感谢党

和政府对我们的帮助。现在我可忙了，

要赚钱养家，要学习文化，吃饭都快顾

不上了。”阿娘说完，忙着赶去参加村集

体劳动，和群众一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新

篇章。

阿娘：搬迁点里的“大管家”
邹济民 本报记者 胡文 王珊

3 月，万物复苏，拉萨河沿岸村民

们从农闲中走出，开始忙碌起来。16

日，拉萨市曲水县才纳乡协荣村迎来

一年一度的春耕仪式。

仪式现场，多辆插着国旗、挂着哈

达的拖拉机整齐地停放在田边，一旁

的桌子上摆着切玛、糌粑等用于仪式

的物品。仪式开始后，盛装出席的村

民们为农机手敬献哈达、切玛和青稞

酒，并将手中的糌粑撒向天空，祈祷新

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伴随

着农机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平整的土

地被犁出一道道垄沟，妇女们便跟着

机器播撒青稞种子。

“现在国家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不

断推进农业机械化，我们不仅不用自

己耕地，而且效率和产量都提高了很

多，我们家富余的劳动力外出就业，一

家人的生活也越过越好啦。”协荣村村

民索朗曲培说。

村党支部书记多吉介绍，协荣村

目前共有 371户，现在大部分家庭都使

用机器完成农田作业，去年每亩产量

600 斤，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 2.1

万余元。

阵阵暖意，满满希冀。春耕仪式

进入尾声，村民们手拉手跳起舞，唱起

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本报拉萨 3月 17日讯（张超 记者

王杰学）近日，西藏检察机关顶岗互派

和岗位锻炼动员部署会召开，为即将

奔赴各对口支援单位和区内检察机关

岗位锻炼的同志加油鼓劲。

据了解，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

从 治 边 稳 藏 大 局 和 西 藏 检 察 干 部 队

伍建设实际出发，综合研判干部能力

和 岗 位 匹 配 度 ，反 复 比 选 ，确 定 了 今

年 8 名 顶 岗 互 派 人 选 及 12 名 岗 位 锻

炼 人 选 ，旨 在 通 过 顶 岗 互 派 、岗 位 锻

炼 ，促 进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进 一 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促

进 选 派 干 部 解 放 思 想 、开 拓 视 野 、增

长才干，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切实

提 高 推 进 检 察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能

力和水平。

据悉，此次选派出来的 8 名基层检

察院副检察长将赴黑龙江、山东、上海

等省市检察机关开展为期一年的挂职

锻炼，12 名优秀干警也将在区内交叉

开展岗位实践锻炼。

西藏检察机关开展顶岗互派和岗位锻炼

本报拉萨 3月 17日讯（魏博平）近

年来，西藏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

航）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明确“为国家

担当、为社会尽责、为群众造福”的企

业定位，带领全体员工在党建的引领

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为西藏长治久

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藏 航 坚 持 把 加 强 党 的 政 治 建 设

摆在首位。始 终 坚 持“ 姓 党 为 党 ”的

政 治 本 色 ，坚 持 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和 重 要 指 示 批 示 精 神 作

为“ 第 一 议 题 ”，做 到 第 一 时 间 学 习

领 会 、第 一 时 间 贯 彻 落 实 。 加 强 党

组 织 建 设 。 制 订“ 党 建 工 作 三 年 行

动计划”；把民航“三个敬畏”融入党

员 教 育 各 环 节 ，做 到 安 全 党 政 同 责 ；

组 建 3 支 党 员 突 击 队 、设 立 78 个 党

员 示 范 岗 ，让 关 键 岗 位 有 党 员 把 关 、

关 键 技 术 有 党 员 攻 关 、关 键 时 刻 有

党 员 冲 锋 、疫 情 防 控 和 强 基 惠 民 一

线 有 党 员 带 头 ，实 现 航 线 开 辟 到 哪

里 、党 的 建 设 就 延 伸 到 哪 里 ，航 班 网

络 通 达 到 哪 里 、党 的 活 动 就 开 展 到

哪里。

同时，深入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

实工作，把“四查四问”要求融入生产

运行各环节，开设“藏航大讲堂”、探索

线上“微教育”、打造党建文化展馆，多

措并举推动藏航在各项工作中走在前

列、当好表率；紧盯涉机、涉票、涉运、

涉航等重要领域，坚决做到重拳出击、

整治到底、震慑到位；全面整治梳理排

查 22 个关键环节 99 条廉政风险，对苗

头性问题抓早抓小，对违纪违规行为

寸土不让，推进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常

态化。

党员把关攻关 党员冲锋带头

西藏航空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春 暖 高 原 农 事 忙
—记曲水县协荣村春耕仪式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实习生 达娃宗巴

藏历新年过后，家住江达县卡贡乡卡贡村的白措，正

在忙着整理小卖部里的货物。今年 50 岁的她，凭着踏实能

干，不仅把自家的小卖部经营得有声有色，空闲时间还编

制一些藏式腰带售卖贴补家用。

在街坊邻里的眼里，白措开朗随和，古道热肠，大家有

什么事情都喜欢找她这个“能人”帮忙出主意。2021 年，白

措不仅成为一名党员，还被选为卡贡村妇女主任的后备干

部进行培养。

“成为一名党员，我真的特别高兴、特别骄傲，既然卡

贡村的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带头遵守村规民

约，不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还要引领更多的妇女同志做

新时代自立自强的新女性。”白措说。

白措只是江达县从退役军人、乡村振兴专干、致富带

头人、返乡创业青年中培养的乡土骨干人才中的一位，如

今，江达县纳入后备村（社）干部 121 人。不仅如此，江达县

还选用了 34 名优秀“五类人员”进入乡镇领导班子；从维护

稳定前沿、边远艰苦乡村、高海拔地区提拔使用干部 44 名；

通过专招、引进、大学生招录等方式，建立 35 名优秀“85 后”

正科级干部和“90后”副科级干部人才库。

如今，在江达县的各条战线上，干部人才展现出蓬勃

生机和奋进活力。

在江达镇的维稳值班室，“90 后”年轻人占拉在检查消

防安全器材。2014 年，他从西藏民族大学毕业后，就到字

嘎乡人民政府工作。经历 1 年的驻村、6 年的驻寺磨炼，占

拉的皮肤变黑了，但他与村民的心贴得更近了。2021 年，

他担任江达镇党委委员，分管统战和政法工作。

“虽然我是一名‘90 后’，但通过努力，我的工作得到了

领导的认可，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肯定，我的干劲更足了。”

占拉说。

在江达县人民医院住院部，来自天津市静海区医院的

援藏医生张琪正在查房。2021 年 8 月，46 岁的张琪从祖国

沿海，跨越重重高山，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江达县。援藏临

行前父亲嘱咐她的话，时时刻刻在耳畔回响：“组织让你

去，就必须去，而且要完成好任务。”

为了充分利用援藏的宝贵时间，2022 年春节，张琪选

择坚守岗位，留在江达过年。工作之余，她还专门抽出时

间给徒弟们授课。

张琪说：“江达县的领导对援藏人才非常重视，我们也

把传帮带作为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希望把‘输血

供氧’转变为‘造血制氧’，将天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诊疗

技术‘带着泥土移栽’到江达县人民医院，为江达人民打造

一支永不走的医疗队。”

这些新鲜血液、源头活水的注入，不仅优化了江达县

人才结构，也提升了农牧区基层党支部的乡村治理能力。

江达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刘成明说：“下一步，江

达县将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行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政

策，聚社会英才而用之，聚焦乡村振兴战略，狠抓农牧区人

才工作、党政人才工作、援藏人才工作，推动全县人才工作

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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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3月 17日讯（记者 刘琳

琳）16 日，拉萨市举行 2022 年重点项目

集中开复工仪式，动员全市上下统一

思想、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迅速营造

起抓项目、促发展的良好氛围，确保高

位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据了解，2022 年，拉萨市计划实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项 目 1060 个 ，总 投 资

1484 亿元，其中重点项目 98 个，总投资

888.28 亿元，涵盖稳定、发展、生态、强

边等各领域。

拉萨市各级各部门将以项目推进

为抓手，全力落实推进机制，切实发挥

“领导包保、专班服务、定期调度、全力

推进”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方

案、一抓到底”机制作用，确保每一个

重大项目都开工落地，并积极对接项

目用工需求，盘活劳动力资源，有效带

动农牧民转移就业，切实发挥项目对

就业增收的促进作用。

今年拉萨市计划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060个

上图：曲水县协荣村春耕仪式上，身着盛装的村民端着切玛和青稞酒。

下图：曲水县协荣村机械化春耕春播现场。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实习生 达娃宗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