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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进步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精神支撑和丰润

的道德滋养。

自 2021年以来，山南市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四

件大事”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担当作

为，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为

推进山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

了强大的正能量。

创新文明实践——
筑牢思想之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入宣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载体。截至目前，山南市共建成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2 个、实践所 82

个、实践站 557个。

2021 年，山南市聚焦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首要政治任务，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不断铸牢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山南市把“四

讲四爱”培养的 1150名农牧民骨干宣讲

员全部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理论政策宣讲志愿服务队。同时，

广泛吸纳干部职工、驻村工作队员、致

富能手、返乡大学生、农牧民党员等加

入志愿服务队，涌现出“红马甲”志愿服

务队、党员流动“小喇叭”广播队、大学

生巡回“小讲座”宣讲队等特色志愿服

务队。截至目前，山南市共有志愿服务

队伍 3868 支、志愿者 5.34 万名。2021

年，共开展“甜茶馆里话党恩”、融媒体

点单派单、菜单式宣讲、文艺巡回宣讲、

云宣讲等宣讲 2.7 万场次，受众达 177.1

万人次。

此外，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让理论

宣讲“讲”起来、小喇叭“响”起来、爱国

歌曲“唱”起来、党史电影“放”起来、志

愿服务“动”起来。2021 年全年共开展

“文化润边”理论+文艺宣讲边境行活动

280 场次、受众 6.3 万人次。团结带领群

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边陲，自觉做神圣

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

“听了他们的宣讲，我们的心更敞

亮了，发展动力更足了。”说起去年的收

获，隆子县强木金村群众扎西说，“‘文

化润边’富了我们的脑袋，增强了我们

建设幸福家园的决心和信心。”

深化文明创建——
凝聚发展力量

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2021 年，山南市通过广泛开展

“ 四 史 ”教 育 和 西 藏 地 方 与 祖 国 关 系

史教育、“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中 国 梦 ”主 题 宣 传 教 育 等 ，把 党 的 理

论方针政策宣传到群众中，讲到群众

心坎上。

同时，用先进典型彰显道德力量。

积极开展“新时代好少年”“中国好人”

“全国道德模范”推荐评选活动。2021

年，山南市久美才登、阿旺曲吉、李睿哲

3 名学生被评为 2020-2021 年度西藏自

治区“新时代好少年”；阿旺西若、尼玛

次仁、旺久多吉、索朗达杰 4 人荣登“中

国好人榜”；古桑旦增、尼玛次仁、旺久

多吉、扎西央宗、央宗 5 人，获第八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

以“ 五 大 创 建 ”提 升 文 明 成 效 。

2021 年，山南市桑日县被评为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山南市被评为第五届地

级自治区文明城市，洛扎县色乡曲西村

等 15 个村镇被评为第六届自治区文明

村镇，乃东区民族哗叽手工编织专业合

作社等 14 家单位被评为第六届自治区

文明单位，扎囊县吉汝乡节念村宫觉措

姆家庭等 5个家庭被评为第三届自治区

文明家庭。

以志愿服务弘扬时代新风。2021

年，山南市全面推广“以表现换积分、以

积分换物品”鼓励机制。结合“五下乡”

“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广泛开展

“保护母亲河”“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

“浓浓端午情温暖老人心”“话党的恩情

过温馨重阳”“七彩格桑”等志愿服务活

动。2021 年全年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2万场次，受众 108.5万人次。

强化德育建设——
促进健康成长

“少年强则中国强”。2021 年，山南

市通过积极开展“童心向党”教育实践

和“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等活动，持

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中小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同时，通过深化“我们的节日”活

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通过开展“童唱新时代永远跟党走”“青

春与星空对话”“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等主题实践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1 年，山南市

共开展“童心向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活动 2560 场次，受众达 34.1 万人

次。

2021 年，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师生

表演的黄梅戏经典唱段《女驸马》，在雅

砻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上大放光彩，赢得

观众阵阵掌声。该校学生古桑措姆告

诉记者：“黄梅戏社团的老师教我们黄

梅戏，既增强了我们的学习兴趣，更加

深了我们对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的认

识。”

此外，山南市全面推进乡村“复兴

少年宫”试点建设，不断提高未成年人

的综合素质。2021 年，随着措美县措美

镇小学、错那县觉拉乡小学、曲松县曲

松镇贡康沙小学、琼结县拉玉乡小学、

浪卡子县打隆镇小学、乃东区结巴乡小

学等 8 所学校内少年宫建成投入使用，

山南市中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手能

力显著增强。

参加完篮球训练活动的贡嘎县克

西乡小学学生扎西平措激动地说：“以

前，电视里才能看到内地小学生丰富多

彩的课外活动；现在，我们也能和他们

一样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了，学习

变得有趣多了。”

眨眼间，白玛曲珍和赵小平结婚已

16年了。

白玛曲珍是曲松县贡堆村村民，她

是家里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是家

里的掌上明珠。

赵小平是甘肃省天祝县人，十几岁

便在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务工，是个勤

快的汉族小伙。

2006 年，赵小平来到曲松县贡堆村

附近的一个铅锌矿场开装载机。当时，见

到白玛曲珍徒手捡矿石，赵小平主动把自

己的手套送给她用，俩人自此相识并互生

好感。“是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说起

他们的婚姻，白玛曲珍笑着对记者说。

2008 年 2 月，白玛曲珍和赵小平登

记结婚。可婚后，父母与女婿间的日常

沟通成了问题。“那时候，我经常要在老

公和父母间做翻译。”白玛曲珍说，“但

现在，他们能用独特的语言非常默契地

进行交流。”

除去语言上的沟通不便，在日常饮

食习惯方面，赵小平是西北人，喜欢吃

面食，白玛曲珍一家人习惯吃糌粑、喝

酥油茶。赵小平从不挑剔，一直是家里

人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白玛曲珍

知道，丈夫是为了自己，尽量融入、努力

适应。为了让赵小平吃得更合胃口一

些，白玛曲珍和父母决定，减少家里青

稞的种植面积。将空出来的地，用来种

小麦，并学着多做些面食。和面、揉团、

擀面，白玛曲珍为了丈夫从头学起。“我

现在已经是做面的好手了！”谈起做面

食，白玛曲珍得意地说道。

如今，白玛曲珍家里的厨房可谓是

非常热闹，藏式特色、西北风味，轮换着

来、变着花样做，三餐四季，一家人围坐

一桌，其乐融融。

婚 后 ，白 玛 曲 珍 和 赵 小 平 育 有 两

子，一家六口人生活得很幸福。白玛曲

珍 的 父 母 待 赵 小 平 就 像 自 己 的 亲 儿

子。“工地上没活的时候，他在家里睡懒

觉，我要叫他早起，父母都不让，还护着

他，说要让他多休息。”见白玛曲珍这么

对记者说，赵小平欣慰地笑了。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随着

朝夕相处，赵小平成了家里的主心骨，

家 里 有 任 何 大 事 都 会 主 动 找 他 拿 主

意。前些年，在赵小平的建议和帮助

下，白玛曲珍的两个哥哥各自买了装载

机和货车，并通过参与周边工程项目建

设，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成了人人羡慕

的小康之家。

“两边的家都是家，都要照顾好。”

2010 年，白玛曲珍跟着赵小平带着儿子

第一次回甘肃探亲。儿媳和孙子的到

来，让赵小平的父母喜出望外。听说白

玛曲珍喜欢吃米饭，老两口天天变着花

样地做各种饭菜。

在婆家的那些日子，白玛曲珍也没

闲着。她主动到周边的建筑工地打工，

每天挣 120 元。并用打工挣来的钱，帮

家里改善生活，给公婆买了新衣服和日

常生活用品。见白玛曲珍这么能干，村

里人不约而同地夸老两口找了个好儿

媳，她也成了乡里乡亲夸赞的对象。

如今，白玛曲珍在拉萨一家服装店

打工，赵小平在拉萨周边承揽一些小工

程，两口子一年收入加起来有 10 余万

元，日子蒸蒸日上过得红红火火。

说起自己的婚姻，白玛曲珍很是满

意，她说：“虽然一开始，我们在语言沟通

上有一些障碍，但赵小平聪明，我也好

学，这些问题很快就不是问题了。我知

道，生活的道路上肯定会有很多困难，但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什么困

难都可以解决，并且生活会过得越来越

好，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

者从山南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上了解到，山南市把外防

输入作为重中之重，加强重点场所从

业人员核酸检测，进一步夯实各项防

控措施，从严从紧从实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

会议要求，全面加强组织领导，严

肃工作纪律，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单位

和个人四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

共管，以认真务实态度，在各个环节上

下足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督导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并责令立即整改到

位，对出现工作不力的现象视情节轻重

给予问责追责，以严肃纪律推动各项防

控措施落到实处；严格管控大型会议和

活动，以慢不得、松不得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从严从紧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

位，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亮码核验工作制

度，严格执行商场、超市、宾馆、酒店、诊

所、医院等重点场所亮码核验。

同时，加强返藏人员管理，严格落

实全流程闭环管理等防疫制度，对返

藏人员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进行台账

式管理，落实好“人盯人、点对点”管理

措施。此外，加大核酸检测力度，以县

为单位加快推进进藏人员核酸检测，

对进藏务工人员全员开展核酸检测。

并加快疫苗接种进度，用最短时间、最

快速度、最高效率提高疫苗接种率，加

快筑牢群体免疫屏障。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

者从山南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暨全市农村工作调度会议上了

解到，山南市明确目标任务，夯实措施

举措，做细做实做好“三农”工作，推动

农业农村工作走在全区前列。

山南市坚持以人为本谋“三农”，

把农牧民就业、人居环境整治等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作为重大任务，

多办实实在在的事情，不断提高农牧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健全

粮食安全责任制，细化考核指标，实行

青稞安全党政同责，确保粮食安全；持

续建好大数据检测平台，重点检测收

入水平变化和“两不愁 三保障”巩固情

况，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坚决

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坚守耕地红线，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切实抓好

耕地保护建设，守好数量、质量“双红

线”。

同时，坚持夯实基础强“三农”，加

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农牧民

思想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健全乡村

治理体系，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

风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健全农村扫黑除恶常态化机

制 ，持 续 打 击 农 村 黑 恶 势 力 、宗 族 势

力，依法打击农村黄赌毒和侵害妇女

儿童权益的犯罪行为；认真对照区党

委和山南市委关于改进作风狠抓落实

工作动员部署要求，深入基层一线和

农牧区，掌握农牧业生产实际情况，切

实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本报曲松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

者从曲松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安排部

署会上了解到，曲松县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工作重点，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

曲松县聚焦区域发展不平衡、群

众思想观念转变不彻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制定细化工作举措，建立健全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和长效机制，全面提

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持续改善

村庄公共环境，推进乡村绿化美化，加

强乡村风貌引导，推动村容村貌整体

提升；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

开展美丽村庄和美丽庭院评选、环境

卫生“红黑榜”、积分兑换等活动，教育

引导农牧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推行

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

本报桑日电（记者 段敏）近年来，

桑日县坚持“三个到位”，全面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基层战斗堡垒。

桑日县坚持安排部署到位，结合

实际，制订加强和改进组织生活会方

案，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找问题、深

刻剖析原因、明确改进方向、制定整改

措施，确保组织生活会不搞形式、不走

过场；坚持会议指导到位，严把组织生

活会程序关，严格审核会议方案、党支

部班子对照检查材料，确保会议程序

到位、查摆问题到位；坚持督导检查到

位，对查摆、反映的问题，认真分析研

判、理清类别，形成整改清单，制订整

改 方 案 ，细 化 整 改 措 施 ，划 分 整 改 责

任，明确整改时限，确保组织生活会成

果转化。截至目前，桑日县共查摆问

题 5805 条，已制定整改措施 3200 项。

其中，立行立改 2672 条、长期坚持整改

528条。

为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日前，扎囊县相关部门以

“护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抵制有害出版物和信息”为主题，在阿扎乡完小开展“扫

黄打非·护苗”进校园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段敏 摄

桑日县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曲松县全力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明确目标任务 夯实措施举措

山南市推动农业农村工作走在全区前列

聚焦工作重点 强化责任落实

山南市从严从紧从实抓好疫情防控

白玛曲珍和赵小平:

“ 我 们 是 相 亲 相 爱 的 一 家 人 ”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凝聚前行力量 谱写时代赞歌
—山南市精神文明建设走笔

本报记者 段敏

近 年 来 ，山 南 市 通 过 开 展 主 题 鲜

明、内容丰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把 党 和 政 府 的 温 暖 送 到 群 众 心 坎 里 。

如今，文明实践已成为山南市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凝聚了强大的正能量。

图为山南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者在开展环保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段敏 摄

文
明
实
践
暖
民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