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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日喀则市拉孜县热萨乡强公村，

一排排独具特色的藏式民居、一条条整齐

干净的街道、极具藏式风格的文化长廊，

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跃

入眼帘。

然而，强公村村委会主任索朗却告

诉记者：“以前，村里没有路灯，土路两

旁 都 是 破 旧 的 房 屋 ，全 村 只 有 一 个 旱

厕。更谈不上什么基础设施。虽然村

子位于 318 国道边，但落后的村容村貌

并不能吸引游客在此停留。”

索朗介绍说，得益于上海第九批援

藏拉孜联络小组（简称上海援藏拉孜小

组）实施的热萨乡强公村小康示范村升

级改造工程，村里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完

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自 2019 年 7 月以来，上海援藏拉孜

小组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口

援藏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中央第七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立足拉孜县的资源

禀源，谋划和推进援藏项目 49 项，开启

了探索新时期“精准援藏”之路。

产业援藏实现新突破

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减贫难度大

是拉孜曾经难以摆脱的包袱，要开展扶

贫工作，必须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

力。结合拉孜历来都有养殖藏鸡和绵羊

的传统，发展藏鸡、绵羊产业成为首选。

为弥补拉孜县产业规模小、辐射带动

能力差、缺乏市场竞争力等弱项，援藏工

作队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扶持拉孜县藏

鸡、绵羊养殖产业，支持藏鸡养殖孵化保

种基地购置所需笼架系统、鸡蛋清洗烘

干、分级装托等设备材料，购置优质种鸡，

同时在锡钦乡实施养羊合作社，支持查务

乡左热瓦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扩建厂房，购

买多针绣花机、铺布机、烫台等生产机械

设备和原材料，加快了拉孜县贫困地区和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步伐。

产品有了，如何销售出去？援藏工作

小组先后组织拉孜县扶贫开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拉孜县扎西宗乡利民民族手工

业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家企业，前往

上海参加上海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

销会等活动，重点展销拉孜藏鸡蛋、珠峰

菜籽油、唐卡、六弦琴、羊绒制品等民族手

工业产品。“下一步，援藏工作小组将进一

步整合资源，助力拉孜传统手工艺产业蓬

勃发展，为当地百姓致富增收作出更大贡

献。”上海第九批援藏拉孜联络小组组长、

拉孜县委常务副书记谭铭说。

教育援藏再上新台阶

日喀则市拉孜县完全小学的教室

里，次仁卓玛老师正用语文动漫资源软

件给孩子们讲解课文《观潮》，看着画面

中的大潮奇观，孩子们的眼睛里闪烁着

新奇与欣喜。“自从有了新的设备，我们

的语文课更有意思了！”课后，学生央宗

开心地对记者说。

去年 9 月，在上海第九批援藏拉孜

联络小组和拉孜县教育局的帮助下，拉

孜县完全小学和热萨小学成功引入了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资源，并进行了

相关试点培训，进一步丰富了课堂教学

方式，让孩子们更加爱上语文课。

这套动漫教学资源配套教育部统

编《语文》教材，将脑科学原理与语文学

科教学深度结合，充分利用了数字多媒

体手段，让当地适龄儿童享受到了优质

的教育资源。这，只是上海市组团式教

育人才援藏工作的一个缩影。

为加深沪藏两地学生的民族情谊，

上海第九批援藏拉孜联络小组联络上海

部分中小学校，与拉孜当地学校开展“手

拉手”活动，组织上海的企事业单位、爱

心人士为拉孜县学生献爱心。

2021 年 4 月，上海第九批援藏拉孜

联络小组组织拉孜县中学师生 30 人赴

上海参加“初心起航，拥抱未来——沪

藏学子手拉手，拉孜青少年看上海”活

动，进一步加强沪藏两地青少年交往交

流交融。此外，上海第九批援藏拉孜联

络 小 组 每 年 在 学 校 设 立“ 白 玉 兰 ”奖

（助）学金 15 万元，进一步激励教师的教

学热情，鼓励学生刻苦学习。

医疗援藏实现新提升

上海援藏拉孜小组始终秉承为民服

务的宗旨理念，持续致力于为拉孜人民

提供更为优质的上海医疗资源，把为人

民服务落到实处，用真心排解民忧。

9 岁的达娃吉拉，是拉孜县人。由

于家境贫寒且当地医疗条件有限，这名

身患脊柱侧弯疾病的小姑娘，一直无法

得到有效治疗。相较于同龄儿童，她发

育迟缓，身高只有 80 多厘米，体重不到

50 斤，加上日常活动后容易胸闷、气促、

乏力，小达娃吉拉少了很多童年快乐。

上海援藏拉孜小组得知此事后，谭

铭 立 即 组 织 专 题 讨 论 会 ，制 定 救 治 方

案，拉孜小组成员、拉孜县人民医院院

长张舟迅速将这一情况与对口援建单

位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沟通对接。

随后，达娃吉拉及家人顺利入住杨

浦区市东医院脊柱外科病房。市东医

院还邀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骨科医院院长肖建如为达娃吉拉进行

会诊并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目前，市

东医院已为达娃吉拉量身定制了支具

进行矫正治疗。

为有效解决拉孜县常用藏药短缺

问题，提高地方病防治能力，上海援藏

拉孜小组先后投入援藏资金为新建藏

药制剂室配套有关藏药制剂室的全套

设施设备，新建免疫规划冷藏库配套卫

生应急相关设施，购置 32 排螺旋 CT 一

台、国产救护车两辆，建设县人民医院

体检中心，拉孜县人民医院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忠诚印寸心，高原鱼水情。“接下来的

援藏生涯，我们将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忠

诚担当、无私奉献，为拉孜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续写更加壮美的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新篇章。”谭铭说。

（记者 朱杉 胡荣国 扎巴旺青 李洲

谢筱纯 汪纯 朱楠）

一 片 丹 心 献 高 原
—上海第九批援藏拉孜县工作掠影

本报日喀则采访组

本报昌都 4月 5日电（记者 桑邓

旺姆）日前，纪念西藏民主改革 63 周

年自治区宣讲团宣讲报告在昌都举

行，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区纪委监委

宣 传 部 部 长 郑 勇 ，自 治 区 基 层 宣 讲

员、自治区劳动模范、自治区优秀双

联户嘎玛泽加分别作了专题宣讲。

报告会上，郑勇以“隆重纪念西

藏 民 主 改 革 63 周 年 奋 力 谱 写 伟 大

复 兴 中 国 梦 西 藏 篇 章 ”为 主 题 作 了

精 彩 的 宣 讲 ，宣 传 围 绕 旧 西 藏 是 人

间 地 狱 、民 主 改 革 使 西 藏“ 换 了 人

间”、民主改革 63 年成就斐然、开创

西藏美好明天等内容进行了生动形

象 的 宣 讲 。 整 场 报 告 主 题 鲜 明 、内

容 丰 富 ，让 参 加 宣 讲 报 告 会 的 干 部

职 工 、部 队 官 兵 、公 安 干 警 、师 生 等

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如今的幸福生活

来 之 不 易 ，只 有 坚 定 不 移 地 坚 持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坚 定 不 移 走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坚 定 不 移 坚 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

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的明

天才会更加光辉灿烂。

嘎玛泽加围绕“纪念西藏民主改

革 63 周年”这一主题，着重从民主改

革改了什么、民主改革带来了什么、

今天我们需要做什么三个方面作了

精彩的宣讲，教育引导广大群众要充

分认识民主改革的重大意义，不忘旧

西藏的苦、珍惜新西藏的甜，坚定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决心，真

正做到思想上拥戴核心、政治上信赖

核心、组织上忠诚核心、行动上捍卫

核心。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反对

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在昌都期间，自治区宣讲团还先

后前往左贡县、芒康县、贡觉县、江达

县等地进行宣讲。

自治区宣讲团赴昌都市各县举行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3周年宣讲报告会

铭记伟大变革 激扬奋进力量

走进芳菲四月，拉萨春光复，桃花三三五五地在春

枝间绽放，迎风而舞，美得一如既往。而那个喜欢帕邦

喀桃花的大男孩却没有逐上春光，把满眼春意收入心

中了……

男孩名叫旦增罗培，1992 年出生的他毕业于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2018 年他怀揣着

公安梦想，如愿以偿地成为拉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调

度科的一位民警。2022 年 1 月 28 日，临近春节，旦增罗

培在夜间值班时，因过度劳累，突发心源性猝死，经全

力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 29岁。

“您好，拉萨 110……”刚入警的旦增罗培总会在一

旁观察其他同事是如何接处警的，私下里他更是狠

“啃”公安专业书籍充实自己的专业能力。通过几年坚

持不懈的努力，他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积极向上

的心志，已从青涩的学生蜕变为工作中的“百事通”。

从警以来，旦增罗培坚守“幕后”，干着虽然平凡枯

燥，却又责任重大的工作。一部手台、一部电话、一台

电脑、一个键盘，一天忙碌在这几个简单的组合之间，

支撑起了 110 接处警、重大安保活动、应急处突、警情研

判……各类警务工作的运转，维系着人民群众生命及

财产安全。旦增罗培常说：“指挥调度部门好比公安机

关的司令部、指挥部，这个‘中枢神经’至关重要，工作

容不得半点马虎。”

为了熟知拉萨市所有业务点位，这个喜欢足球、摇

滚乐、贝斯和吉他的大男孩，工作之余还爱骑着自行车

行遍拉萨的大街小巷，看遍这座城市的烟火巷。每每

发生警情，他必定会第一时间沉着冷静地提供精准决

策服务和信息支撑。渐渐地，旦增罗培也从当初以接

警、处警、派警业务工作为主的“一专”民警，逐步成长

为集接处警、指挥调度、预案方案等方面工作于一身的

“多能”民警，从一名熟练上传下达指令的“业务”民警，

逐步提升为辅助领导决策的“参谋”民警。

“这就是我身边的‘90 后’同事，自己的爱好特长，

工作的使命担当，都是他们的生活。”旦增罗培工作中

的大哥，拉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调度科负责人扎西桑

旦，这位“80 后”回忆起和旦增罗培共事的时光里那些

令人轻松的过往后说道，“我也常想参与他们的生活，

让自己更加年轻起来。”

短短 4 年从警时间，旦增罗培用青春火焰为他所热

爱的公安事业增添了活力和温暖。期间，旦增罗培共

处置案件 4000 余起，参与指挥调度各类勤务 3000 余

起，手台调度 600 余次，巡查视频监控 40000 余次，接听

电话 10000余次。

……

一夜值班过后，办公室里，那个被大家亲切地唤作

“培培”哥哥的旦增罗培，再也不会在同事遇到困难时

热情地伸出援手；再也不会招呼同事喝一杯自己亲手

调制的咖啡；一夜值班过后，卧室房间里，写字台上关

于公安专业的书籍再也等不到它的主人来翻阅。

春风无形，春光不语，历经风霜，所到之处万物苏

醒，旦增罗培用年轻的生命作答，写下了与春风一般生

机蓬勃的公安事业，写下了与春光一样温暖和煦的生

命姿态。

本报拉萨 4月 5日讯（记者 王雨

霏 通讯员 黄裕宏 雷艳茹）为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作风，提高年轻干部教育

监督管理工作针对性和现实效果，将

“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

要求落到实处，近期，桑珠孜区纪委

监委对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区纪检监

察机关查处的年轻干部违纪违法问

题进行全面梳理排查和深入剖析，形

成《党的十九大以来桑珠孜区年轻干

部违纪违法问题特点分析及对策建

议》书面报告，为加强和改进年轻干

部教育监督管理提供参考。

报告分别从违纪时间、违纪性质、违

纪年龄、处理情况等方面进行梳理，全面

客观掌握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区 37名年

轻干部违纪违法的总体情况，总结归纳

出四个方面的违纪违法行为主要特点，

从五个方面深刻剖析问题根源，结合工

作实际，从“强化学习提升、增强政治能

力、强化日常监督、狠抓执行落实”等方

面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报告要求，要始终将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方针，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捍卫纪法权

威。精准运用纪律法律的尺子丈量责

任，确保板子打得不偏不倚、合法合规，

增强运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警示效

果，惩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实现纪法

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最大统

一。要防止案件一查了之、处分决定一

发了之，加强对受处分人员的回访教

育，严防处分“后遗症”和自暴自弃、“破

罐子破摔”等问题发生。同时，要高度

关注年轻干部受到的失实检举控告问

题，及时澄清证明、果断撑腰鼓劲。

下一步，桑珠孜区纪委监委将持

续做好加强改进监督方式和改进作

风 狠 抓 落 实 结 合 文 章 ，前 移 监 督 关

口，强化纪律、法治意识、规矩意识的

教育熏陶培养，让广大年轻干部充分

认识到“能力不行可以提高，在廉洁

自 律 上 出 了 问 题 ，一 辈 子 抬 不 起 头

来”，不断教育帮助引导年轻干部坚

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严守纪

律规矩、坚决狠抓落实。

桑珠孜区纪委监委

坚持挺纪在前 把好年轻干部教育关监督关

近日，驻藏某部掀起练兵备战新热潮，进一步增强官兵戍边卫国、强军

兴军的责任感使命感。图为该部官兵训练中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加央群决 李豪 摄

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我区正持续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我区各类自然保护区面积达 41.22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三分

之一以上。各类珍稀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部分珍稀野生动物种群呈现恢复性增长。

图为在林芝市尼洋河畔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翱翔的斑头雁群。 本报记者 格桑吉美 摄

如 春 的 生 命
—追忆拉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民警旦增罗培

本报记者 彭琦 狄碎虎

本报拉萨 4月 5日讯（记者 张宇 张

思雨）近日，记者从西藏 2022 年第二次银

企对接会上获悉，2021 年，中国农业发展

银 行 西 藏 分 行 全 年 累 计 投 放 各 类 贷 款

72.71亿元，贷款余额 727.67亿元。

据了解，该行高度重视西藏经济社会

发展，紧紧围绕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立

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禀赋，按照

“党政主导、市场机制”的办贷原则，推进

“粮食银行”“农地银行”“水利银行”“绿

色银行”等品牌建设，全力服务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与服务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

金融助推脱贫攻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中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当先导、补短

板、逆周期”职能作用，切实提升绿色金

融服务水平。

农发行西藏分行

去年累计投放各类贷款 72.71亿元

本报拉萨4月5日讯（记者 王菲 通讯员 肖洪腾）日前，中国水电九局西

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日喀则农民工夜校培训班正式开班，参与日喀则珠峰

西苑房工程建设的 60 余名农民工参加培训。水电九局以库区移民安置点

和乡村振兴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作为重点，通过“技能培训+技能鉴定+帮

扶就业”的方式，帮助农民工及当地藏族群众实现“业者有其技”。

据统计，3 年多来，中国水电九局西藏公司针对钢筋绑扎、模板架立、电

焊、混凝土浇筑、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以及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等内容开办了

75 期培训班，先后培训农民工和藏族群众 5283 人次，98%的受训人员取得

合格证。

水电九局以培训助力“业者有其技”

本报拉萨 4月 5日讯（记者 张尚

华）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林芝市产业发

展有关情况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1 年以来，林芝市紧紧围绕“优一

产、拼二产、提三产”工作思路，文化

旅游、高原特色农牧、绿色工业、清洁

能源、高新数字等产业快速发展，藏

医藏药产业科学规划，现代服务业提

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强劲支撑。

林芝市副市长段刚辉介绍，旅游

产业已成为全市重要的战略支柱产

业。2021 年，林芝市累计接待国内外

游 客 1006.0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48.91%，实现旅游总收入 83.75 亿元、

同比增长 109.8%。今年 1—2 月，共接

待国内游客 58.5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 4.31亿元。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巩

固提升，“林芝藏香猪”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累计备案企业 9家。截至 2021 年

底，全市藏香猪养殖规模达 68.52 万

头，存栏 41.26 万头，产值估算达 3 亿

元，收益约 9000余万元。

据了解，林芝绿色工业、高新数

字 产 业 及 清 洁 能 源 产 业 发 展 迅 猛 。

2021 年，绿色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均

得到了稳步提升，全市规模以上完成

工业总产值 16.75亿元，实现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9.3 亿元。高新数字产业

方面，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建设 401 个

5G 基站，完成投资 1.12 亿元，巴宜区、

各县城重点区域实现覆盖。清洁能

源方面，紧抓战略机遇，着力打造国

家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优化

全市重要区域电网架构，全面提升供

电能力。

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绿色经济卓有成效

林芝市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