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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永青 达珍）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日前，

阿里地委宣传部及地区文化、科技、卫生等 20 多家地直单位，

前往普兰县巴嘎乡开展了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为主题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共计 500 余名干部群众参加，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

欢迎。

活动中，宣讲员用接地气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事例，宣讲

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及惠民相

关政策法规，让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

同时，巴嘎乡民间艺术团和象雄艺术团联合为现场群众奉

献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一个个精心编排、内涵深刻的节目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后，阿里地区 20 余家单位现场为农牧民群众发放

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反家庭暴力宣传手册》《民

法典》《西藏自治区教育惠民政策明白卡》《扫黄打非进基层工

作手册》等宣传资料 1.3 万册，发放书包、手电筒、暖手宝、帽子

等各类学习生活用品 25 种 1800 余个（件），价值 3 万余元；发放

药品 84 种，价值 8000 余元；接诊群众 120 余人。“三下乡”活动切

实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难题，加深了大家对“惠从何来、惠在何

处”的理解。

普兰县岗莎村党总支书记多吉白玛说，此次“三下乡”活动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乡亲们深刻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恩情

和 关 怀 ，更 加 牢 固 树 立 了 听 党 话 、感 党 恩 、跟 党 走 的 信 心 和 决

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天的活动为我们详细讲解了文化、科技、卫生等方面的

知识，让大家受益匪浅。此外，还给我们发放了水杯、背包等生

活用品，感谢党和政府的贴心关怀。”岗莎村合作社负责人米玛

次仁告诉记者。

“此次活动的开展，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群

众 中 ，第 一 时 间 把 党 的 路 线 方 针 政 策 及 法 律 法 规 送 达 千 家 万

户，积极推进了农牧区基层文化事业发展，丰富了广大农牧民

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强了致富发展的能力，推动了农牧区经济

社 会 发 展 ，坚定了广大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和决

心。”“三下乡”活动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永青 达珍 洛桑旦增）今年以来，人行

阿里地区中支结合地区实际，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

落实各项金融优惠政策，优化金融服务环境，助力阿里地区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 截 至 2 月 末 ，全 地 区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达 64.06 亿

元，同比增加 6.84 亿元，同比增长 11.95%。

扶持“三农”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为推动乡村振兴，人行

阿里地区中支通过强化制度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信贷扶

持 等 方 式 ，积 极 培 育 各 类 新 型 农 村 经 营 主 体 ，对 壮 大 发 展“ 三

农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截 至 2 月 末 ，阿 里 地 区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26.88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6.7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66%，占 全 地 区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的 41.96%。 其 中 ，农 户 贷 款 余 额 12.47 亿 元 ，同 比

增加 1.73 亿元，同比增长 16.11%，农户贷款余额占涉农贷款余

额的 46.39%。

落实优惠政策，做好稳企纾困。为持续落实金融支持稳企

业保就业政策，人行阿里地区中支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力度，通过举办银企对接会、开展“春天行动”等方式，有力

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截至 2 月末，阿里地区企（事）业单位贷

款余额 28.61 亿元，同比增加 0.89 亿元，同比增长 3.21%。其中，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4.71 亿元，同比增加 1.62 亿元，同比增

长 52.43%；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5.19 亿元，同比增加 1.29 亿元，同

比增长 33.08%；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1.36 亿元，同比增加 0.25 亿

元，同比增长 2.25%。

加强窗口指导，推动绿色发展。为加快推动绿色发展，人

行阿里地区中支加大了对绿色金融的宣传普及力度，从政府、

企业及投资者等各个层面发力，引导企业注重绿色发展，提倡

投资者进行绿色投资。同时，加强引导阿里地区金融机构加大

对绿色发展领域的贷款投放力度。今年 2 月，中行阿里地区分

行给普兰县多油水库建设项目发放贷款 2 亿元，项目建设将为

普兰县城以及孔雀河河谷地带约 0.5 万人提供水源、发电、灌溉

和防洪服务，切实为绿色发展提供了金融助力。截至 2 月末，

阿里地区各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达 4.1 亿元，同比增加 3.1 亿

元，同比增长 310%。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十四

五”规划起步实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踏上新征程……

2021年，阿里地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发

扬老西藏精神，充分展现缺氧不缺精神、艰

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优良作风，

扎实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更好凝聚起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磅礴力

量，为推进新时代阿里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文化支撑和精

神动力。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补足干事的“活水源头”

把稳思想之舵，方能行稳致远。阿里

地区宣传 思 想 文 化 战 线 始 终 把 学 习 宣 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作为推动工作、指

导实践的根本遵循，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三更”专题教育等内容，采取领导示范带

头学、明确任务跟进学、健全制度规范学、

强化指导持续学等方式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及时跟进学习党中央召开的每一

次重要会议、颁布的每一项政策法规、印

发的每一份重要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的

每 一 次 重 要 讲 话 ，用 心 领 会 精神实质、安

排部署贯彻落实。

阿里地委班子成员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以自学、交流研讨、撰写心得和理论文章

等形式深入学习，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了表

率。一年来，各级领导干部累计开展宣传宣

讲 2556场次，受众 9.8万人次。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七一”重要讲话、视

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等主题内容，阿里地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全年召开理论学习会 29 次。地委宣

传部对全地区 4 个县和 14 家地直企事业单

位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情况进

行巡听旁听，确保学习规范化、制度化、有

效化；先后对 54 家单位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

进行专项指导，确保学有方向、学有所悟、

学有所获。

崇尚学习、深化学习蔚然成风。“上强

国、学理论、做试题、晒积分、比学习”的劲头

十足，阿里地委宣传部、措勤县委宣传部等

11 家单位获西藏自治区“学习强国”先进学

习组织称号；全地区“学习强国”总积分位列

全区第一。

强信心、暖民心、筑同心——

促进理论的“靶向宣传”

让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阿里

地区将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自

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内容，及时出台印发《阿里地区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自治区第十次

党代会精神宣讲工作方案》等，针对干部群

众文化水平差异、农牧民群众居住分散等实

际，实行地级领导包县、县级领导包乡镇、乡

镇领导包村（居）、村（居）领导包片，地、县

（中、区）直单位、国有企业、学校党政负责同

志覆盖本领域的分层分级宣讲模式。

宣讲紧扣会议主题和广大干部群众关

心关注的问题，通过党员干部讲理论、讲政

策，农牧民宣讲员讲生活、讲变化，典型人物

讲事迹、讲故事，寺庙僧尼讲爱国、讲为善等

方式，切实做到了讲得准、听得懂、易领会、

可落实。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地级领导宣

讲 18场次，受众 5100人；地、县、乡镇、村（居）

四级书记宣讲 265 场次，受众 1.4 万人次；乡

镇、村（居）领导干部及农牧民宣讲员宣讲

450 场次，受众 2.8 万人次；地、县（中、区）直

单位领导宣讲 169场次，受众 1.6万人次。组

建以地级领导、地委党校教师为团长的 11个

宣讲团和地委宣传部、地委统战部、地区司

法处联合宣讲团，深入乡镇、村（居）开展巡

回宣讲 39 场次，受众 9600 余人次。组织老

干部、老党员、驻村驻寺干部等力量，全面开

展宣讲 2850 余场次，受众 3.5 万人次。目

前，阿里地区“四个一”宣讲形式已成为常

态，即以一支话筒、一张方桌、一家小院、一

方讲台开启传播好声音、传递正能量的快捷

之门。

重实际、出实招、讲实话——

奏响时代的“奋进乐章”

2021年，阿里地区聚焦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集中

新闻宣传、网络宣传、文艺宣传、社会面宣传

之力，出实招、讲实话，唱响主旋律、弘扬正

能量、提振精气神。

发挥“报、网、台、微、端”等媒体和户外

大屏、广告牌等载体的合力，建设全方位、

多层次、多声部的主流舆论矩阵。2021 年，

各媒体发布主题新闻 1.5万余条，开设《人民

记忆：百年百城阿里奔小康》等专题专栏 20

个，制作播出主题音乐 MV10 部，出版报纸

专题 128 期；拍摄推出的献礼建党 100 周年

短视频《百年百城——阿里奔小康》被央视

网采用并在全国全网推送，拍摄推出的《再

唱山歌给党听献礼建党 100周年》短视频，点

击量突破 720 万余次，制作推出先遣连纪念

馆和直库教育基地网上 3D 展厅，360度全景

展示网络实景课堂；组织开展地区级新闻发

布会 25 场，完成自治区级新闻发布会 2 场，

积极宣传推介阿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举

办的真情奉献“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

心向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西藏

和平解放 70 周年主题情景歌舞晚会、“红旗

飘飘心向党·携手共创新阿里”大型文艺汇

演，受到群众一致好评。各级文艺团队组织

开展“文化进万家”“文艺进军营”等演出活

动 578 场次；户外 LED 滚动播放宣传标语

8.4 万余条，更新户外广告牌 600 余个，更新

墙体、公交站牌等宣传标语 780 余处，更换

狮泉河镇沿街灯箱 1283 个，更换国旗 4.4 万

余面，发放领袖像 40872 幅，通过出实招、讲

实话，切实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声

音在阿里 34.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现全

覆盖、成为最强音。

树新风、展新貌、立新意——

彰显历史的“文明底色”

以德润心，以文化人。积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典型引领、先进带动，树

立崇德向善的价值标杆。
一年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巩

固“四讲四爱”活动成果，采取“农牧民夜

校”“农村大喇叭”等宣传手段，深入开展反

分裂斗争、民族团结、爱国主义及西藏地方

和祖国关系史宣传教育，引领群众同心同

德、同向同行。噶尔县被提名为全国文明

城市，噶尔、普兰、札达、日土 4 县获自治区

文明城市称号，46 个村镇、47 家单位、4 所学

校、11 户家庭分别荣获或保留自治区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称号，

杨桂房、嘎玛次仁入选第七届西藏自治区

道德模范。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建成阿

里分工委旧址和阿里分工委纪念馆，并于

2021年 6月 27日正式开馆，献礼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2021年 9月 24日开工建设的

阿里博物馆，目前正有序推进；将萨让边防

连遗址保护展示利用工程项目等 6个文物保

护项目和札达县博物馆建设项目列入西藏

“十四五”重点文物保护项目规划，为保护和

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记录人类社会文明

进程增添了新的内容。

申报文艺扶持项目影视创作类《阿里的

爸爸》和出版发行类《阿里诗笔》等两部优秀

作品，并获得自治区项目资金扶持。阿里象

雄艺术团深入开展精品舞蹈《果尔孜》和民

乐弹唱《央典穹穆》实地采风创作工作，为传

统文艺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舞蹈《果沃

情》入围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间舞

终评。整理上报大型舞台情景剧《天边来了

菩萨兵》、纪录片《光耀阿里 70载》、动漫微电

影《先遣连——向西藏大进军》、院线电影

《格桑花开》、大型文旅直播《去阿里》和《阿

里旅游动漫形象——牛大牦和羊小妹》6 部

优秀作品，并申请文化产业扶持资金，为推

广精品新作开通了新渠道。

今年初，农行阿里支行底雅营业

所 3 名工作人员顶风冒雪、进村入户

开展金融服务的事迹又一次感动了乡

亲们，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赞誉。

底雅乡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西

南部，距中印边境不到 20 公里，境内

边 境 线 长 达 68 公 里 ，距 县 城 280 公

里，下辖 3 个行政村。一到冬季，这

里便大雪封山，每年差不多有 5 个多

月的时间与外界隔绝。恶劣的自然

条件，导致生活物资供应困难，群众

生活用水不便。

面对如此艰苦的环境，农行底雅

营业所的 3 名工作人员始终履行“服

务‘三农’、金融戍边”职责，以“我爱农

行、农行我家”的责任感，年复一年、日

复一日地坚守在岗位上，切实按照乡

村振兴金融服务“三农”工作要求，深

入农牧区开展各项金融服务，用实际

行动践行服务“三农”职责。

为确保“3+2”流动服务提质增

效，金融服务不留死角，底雅营业所 3

名工作人员经常沿着象泉河道，顶着

滚石的危险、流沙的阻拦，踏冰雪、穿

山沟，深入村组，将贴心服务送到村民

家中。

藏历新年前夕，当他们到达鲁巴

村时，村民次仁措姆已早早地站在村

口等着他们的到来。“今年封山比往年

早，眼看手头上的贷款快到期了，家中

又没有交通工具，无法赶往营业所办

理业务，要是你们再不过来，我还真不

知道该怎么办。”一脸欣喜的次仁措姆

笑呵呵地告诉工作人员。

据 了 解 ，鲁 巴 村 类 似 次 仁 措 姆

的情况还有好几家。对此，底雅营

业所根据该村贷款与还款需求，提

前规划好下村时间，精准解决百姓的

资金需求。

为使农户贷款业务实现线上全覆

盖，该营业所不遗余力推进信息建档

和掌银开通工作。截至2月底，底雅乡

三个行政村全部挂牌掌银村，农户贷

款余额 2070 万元，户均贷款 9 万元。

其中，惠农 e 贷余额 1337 万元，惠农 e

贷占比 64.6%，农户信息建档率达 80%

以上，极大地改善了金融服务供给能

力。

该营业所工作人员尽管常年奔

忙在边境一线，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

苦，但他们始终用最优质的金融服务

服务群众。他们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肯吃苦、不怕累、乐于奉献的敬业

精神赢得了全乡群众的信任和好评。

走基层 送温暖

阿里地区扎实开展“三下乡”活动

图为“三下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农牧民群众讲解卫生保

健知识。

本报记者 永青 达珍 摄

人行阿里地区中支优化服务

支持乡村振兴 做好稳企纾困

感悟思想伟力 奏响时代强音
—2021年阿里地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达珍 洛桑旦增 本报通讯员 赵文慧

金 融 线 上 的“ 戍 边 卫 士 ”
——记农行阿里支行底雅营业所

本报记者 达珍 洛桑旦增 永青

2021 年 6 月，阿里分工委旧址修复和阿里分工委旧址纪念馆建设项目的圆满落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是弘扬红色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进行红色教育的生动教材，是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具体实践。

图为新落成的阿里分工委旧址纪念馆一角。 本报通讯员 普索朗 摄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永青 达珍 通讯员 王世才）为进

一步提高阿里地区广大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减轻极端天

气带来的危害，在第 62 个世界气象日来临之际，西藏阿里

地区气象局围绕“早预警、早行动：气象水文气候信息，助

力防灾减灾”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气象科普宣传活动，

通过进乡村、进学校，发放宣传科普手册，普及防灾减灾知

识等方式，切实增强公众气象避险能力。

3 月 22 日上午，阿里地区气象局组织工作人员分别到阿

里昆莎机场候机楼、昆莎乡设置宣传展台，通过播放“3·23”世

界气象日宣传广播、发放防雷避险挂图、气象法律法规手册，

现场为广大农牧民群众和来往旅客讲解气象知识等方式开

展气象科普宣传。活动的开展，提高了人民群众应用气象信

息的能力，增强了人民群众防御气象灾害、应对气候变化的

意识。

3 月 22 日晚 8 点，阿里地区气象局工作人员走进噶尔县

中学，为 150 余名师生开展气象科普宣传讲座。讲座详细介

绍了天气预报的制作过程、预警信号标志、气象灾害普查的

重要性、防雷避险知识等内容，并以有奖问答的方式与学生

进行现场互动，让广大师生对气象知识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

解，提高了学生们灾害预防预警意识。

据了解，此次讲座通过阿里气象官方抖音号对外进行全

程直播，在线观看群众达 700多人次。

阿里地区气象局

开展世界气象日科普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