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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的旺姆家是典型

的民族团结家庭。从父辈算起，她们家四代人中有六

个不同民族，全家人和和美美，共同组成了一个幸福美

满的大家庭。“我的父母是纳西族，我和妹妹嫁给了藏

族，三个弟弟娶了三个不同民族的媳妇，我们家祖孙四

代有 35口人，大家团结、和谐、幸福。”旺姆说。

芒康，地处藏、川、滇三省（区）交界处，县内居住有

藏、汉、纳西、回、白、土、苗、傈僳等多个民族，在长期的

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血脉相连、休戚

与共，共同开发建设着这片热土。

在藏东珍宝酒业有限公司里，云南小伙李庚正在

指导同事使用纸板精滤机。从楚雄师范学院毕业后，

学习葡萄酒工程专业的他在芒康找到了用武之地。“公

司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在生活中相互关心，在工作中

相互照应，我非常喜欢这里。”李庚说。

作为芒康县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藏东珍宝酒业

有限公司既依赖于各民族群众的辛勤付出，又带动他

们增收致富，加强民族团结已然成为该公司企业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公司有藏族、纳西族、白族、彝族等七个民族的

员工，平时大家一起努力、相互帮助，一起完成各项任务。

我们还专门成立了民族团结领导小组，推动形成了人人

重视民族团结，人人争当民族团结模范的良好氛围。”该公

司生产部负责人茶静国告诉记者。

被各族群众互帮互助的真情所感染，纳西村致富

带头人次仁旺堆自发建起了一个展览馆，馆内最醒目

的位置摆放着我国 56个民族的简介。

“建这个展览馆就是想把祖国大家庭里的每一个民

族介绍给大家，增强大家对 56个民族的了解。也想通过

展览老物件，让大家真正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我们的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次仁旺堆说。

从小耳濡目染，次仁旺堆的儿子洛松次登毕业后

回乡创业，成立了芒康县古老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念融入到了日常创作。

“我家世代做木雕行业，我毕业后也从事了木雕行

业。我在设计的时候会融入很多民族文化的东西，生

产出一些别样的木雕产品。”洛松次登说。

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纳西乡的日常生活中，同样

也在学校教育中落地生根。

“再唱山歌给党听，我把歌儿献给你，五十六个民

族同唱一首歌，我们一起再唱山歌……”在盐井中学

里，合唱团的孩子们正在排练节目。这里既是学生学

习成才的地方，又是各民族兄弟姐妹和睦共处的典范。

“盐井中学现有 30 个教学班，学生 1200 多人，教职

工 143 人，分别来自区内外 13 个省区市。多年来，学校

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坚持民族团结无小事，建立健

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机制，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学校

日常工作中，以课堂为主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

育活动，引导师生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盐

井中学副校长赵兴旺介绍说。

纳西民族乡只是芒康县民族团结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芒康县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

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前列，建立机制、明确措施，注

重模范引领，将民族团结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着力点

和落脚点，营造了人人“讲团结、讲稳定、讲发展，为民

族团结作贡献”的浓厚氛围。

“我们立足全县全域创建目标，围绕‘九进’创建，以

纳西民族乡为龙头，打造示范点 13个，教育基地 2个，特

色村寨 1个。通过示范带动，形成了全社会人人参与，户

户共建的良好氛围，有利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芒康县民宗局副局长刘应国说。

芒康县发挥纳西民族乡示范引领作用，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奏响和美乐章 共建幸福家园
本报记者 万慧 本报通讯员 李广青

本报拉萨 4 月 18 日讯（记者 玉

珍）17 日，自治区副主席、区政协副主

席多吉次珠带队前往布达拉宫，调研

景区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调研组深入布达拉宫实地了解

游客市民安检、扫码登记、体温检测、

环境消杀和应急处置等情况。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区党委、政府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坚

决杜绝麻痹大意、松懈厌战情绪，时

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切实做好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

调研组要求，要加强人员监测和

管理，定期开展公共场所、卫生设施

的清洁消毒；要加强宣传引导，充分

利用景区显示屏、宣传栏、广播等媒

介，加强防疫科普知识宣传，不断提

高自我防护意识；要坚持精准防控，

强化隐患排查，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做到万无一失。

自治区调研组在布宫调研疫情防控
多吉次珠率队

“回想起担任董事长这五年，背离初

心，迷失了自我，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种下

的恶果，使我走上了违纪违法之路……”

在审查调查期间，雷涛泪流满面，懊悔不

已。2021年 1月 8日，拉萨市城发实业有

限公司原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雷涛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拉萨市纪委监委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雷涛是一名藏三代，从小在西藏长

大，对西藏有着深厚的感情。大学毕业

后被分配到拉萨市城关区住建局工作，

他勤奋努力、吃苦耐劳的表现和能干成

事的能力，在基层工作的长期历练中得

到了展示，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

了国企主要领导。

“根据他的条件和目前的工资收入，

全家幸福的日子本是值得珍惜的，但雷

涛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心态悄悄在改变，

不注重党性修养和锤炼，思想发生了蜕

变。”拉萨市纪委监委办案人员说。

“平时看到有的老板一顿饭就消费

几千上万元，而自己辛苦一年的工资还

抵不了几顿饭钱，内心产生了极大的不

平衡，我就想着法地积累个人财富，从

一开始贷款买房，到向服务对象以借为

名买房，再到收受现金，一发不可收拾，

滑向犯罪深渊。”雷涛忏悔道。

雷涛价值观扭曲，思想深处“出人

头地，做人上人”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强

烈，在担任领导以后，发现权力的“无穷

魅力”，能满足他对金钱的欲望，特别是

担任国企“一把手”以后，他对金钱的贪

婪变得狂妄，把住上豪宅、开上豪车、喝

上名贵佳酿当成显示身份的象征，由此

拒腐防线逐渐崩塌……

思想一旦决堤，欲望的洪水将淹没

一切。从几条烟、几瓶酒，从几万元到

几十万元的巨额贿赂，雷涛的“胃口”越

来越大，凡事都拿利益来考量，不送钱

不办事，送了钱乱办事。在无限膨胀的

欲望驱使下，他失去了对党纪国法的敬

畏之心，连踩“雷区”、频触“红线”。2015

年以来，雷涛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大

搞“一言堂”，个人决定工程分包、承建

公司等重大事项，利用职务之便，为他

人在资金分配、承建项目、工程款拨付

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财物 739万余元。

在金钱面前，雷涛没有经受住考验；

在“灯红酒绿”面前，他照样败下阵来。因

为他担任“一把手”，管理着项目、资金，不

法商人千方百计与他接近，先约饭局、再

约牌局、最后再到 KTV唱唱歌喝喝酒，雷

涛便成了不法商人的“猎物”。2016年以

来，不法商人为了能拿到项目，邀请雷涛

到家里、茶楼打麻将、斗地主，投其所好、

步步为营、不断拉拢。雷涛则一步步沦

陷，把党性原则丧失了，把党纪国法忘记

了，彻底沦为了不法商人利益“代言人”。

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没有法外之地，

更没有法外之人。当得知组织在核查拉

萨城发实业有限公司有关问题时，他担心

违纪违法事实败露，随即与下属订立攻守

同盟，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经查，雷

涛在担任董事长的 5年期间，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违反六大纪律，2021 年 4 月

13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同年10月，

雷涛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由于我的三观错位，违背了在党旗

下的铮铮誓言，违背了初心，导致没能抵

挡住金钱的诱惑，落得如此下场，对不起

组织，对不起家人，对不起……”雷涛含

泪忏悔道。雷涛在灯红酒绿中筑起了属

于自己的“财富之塔”，在觥筹交错、推杯

换盏中换来了各种追捧、笑脸，却埋下了

一颗葬送自己前程和家庭幸福的“定时

炸弹”，曾经的奋斗让雷涛前半生写成了

一个“喜”字，被贪欲吞噬的灵魂又把下

半生改成了一个大大的“悲”字。

雷涛的蜕变警醒着党员领导干部，

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常修从政之德，常

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以反面典型

为镜鉴，做到自警、自省、自律、自重。

董 事 长 受 贿 739 万 余 元 终 食 恶 果
本报记者 王雨霏 本报通讯员 廖天冰 欧小苏 索朗次仁

本报拉萨 4月 18日讯（姚闻）为

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开展国土绿化

行动暨拉萨南北山绿化动员部署会

议 精 神 ，4 月 18 日 ，区 生 态 环 境 厅 、

区 水 利 厅 、区 总 工 会 联 合 组 织 开 展

“喜迎党的二十大，庆五一国际劳动

节 、五 四 青 年 节 ，植 树 添 绿 展 风 采 ”

主题实践活动。

在拉萨市柳东大桥植树点，参加

植树活动的 70 多名干部职工正在忙

碌，扶苗、填土、浇水……每个步骤都

井然有序。经过紧张的忙碌，500 多

棵树苗在植树点“安了家”。

参加活动的干部职工纷纷表示，

这次活动不仅为拉萨添了新绿，也以

实际行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还进一步提升了干部职

工履行植树义务的社会责任感。今

后，我们一定要做保护生态环境的倡

导者实践者。

我区三部门联合开展“植树添绿展风采”活动

本报拉萨 4 月 18 日讯（记者 晓

勇）日前，记者从 2022年自治区文化工

作会议上了解到，2021年，我区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新增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7 项，启动首

批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

作，藏医药浴法履约工作扎实推进。

2021 年，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

古籍文献保护利用项目工作稳步推

进。截至目前，布达拉宫文物（古籍

文 献）保 护 研 究 项 目 完 成 古 籍 普 查

4553 函（含贝叶经 465 函）、古籍修复

21976 叶（国家珍贵古籍 258 叶）、古籍

数字化 359 函，并完成西藏手工藏纸

现状调查课题。

与此同时，去年，我区文物保护状

况逐步改善。完成 277处石窟寺（摩崖

造像）专项调查工作；开展考古发掘项

目 23 个，其中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隆

果墓地获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拉萨市当雄墓地入围 2021 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发现终评；完成 15 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518 处自治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完成 70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大地坐标 2000测绘工作。

此外，全区 121 家非遗工坊直接

带动就业 2000 余户 3000 余人，人均月

收入达 3000 余元；组织近百家非遗工

坊和企业线上线下销售 600 多万元。

文化工作已成为既“富脑袋”又“富口

袋”的重要载体。

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传承保护

本报拉萨4月18日讯（记者 张尚

华）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持

续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继 续 做 好“ 六 稳 ”

“六保”工作，今年以来，自治区住建

厅主动作为，大力深化房地产企业资

质审批制度改革。

据了解，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的决定》，结合我区实际，4 月

1 日，自治区住建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工作

的通知》。明确将原有开发企业资质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和暂定级等多

个等级调整优化为一级、二级两个等

级，资质有效期由 1 年统一调整为 3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将实行分级

审批制，一级资质等级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初审后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审批，二级资质等级经市（地）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初审后报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审批。二级资质审批实行全程

线上办理，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自治

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递交资

料，不再要求报送纸质材料。对申请

核定材料进行大幅压减，由原来 9 项

压减至 3项，并实行 8个工作日限时办

结制，实现全国同类事项审批时限最

短。审查合格的，在线生成《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资 质 证

书》，加 盖 电 子 印 章 并 自 动 生 成（防

伪）二维码标识，企业可自行下载电

子版资质证书。

同时，印发《关于废止〈西藏自治

区房地产企业异地经营备案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取消《西藏自治

区房地产企业备案证书》。异地房地

产企业在藏经营的，不再要求报送原

规定的 9 项备案审查材料，仅需填报

《房地产企业在藏经营登记表》，符合

条件的，区住建厅在 1 个工作日开具

《在藏经营登记函》，企业即可在藏正

常开展业务。

自治区住建厅

持续深化房地产企业资质审批制度改革

本报拉萨 4月 18 日讯（记者 王

莉）日前，陕西省西安高新一中和西

藏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学的学生在

“ 云 端 ”相 聚 ，以 共 上 一 堂 思 政 课 的

形 式 启 动 陕 西 省 教 育 援 藏“ 西 安 高

新 一 中 云 校 ”建 设 项 目 ，标 志 着 5G

“云校”项目正式落地拉萨阿里地区

高级中学。

“ 借 助‘ 云 校 ’项 目 将 西 安 高 新

一 中 校 内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输 出 到 西

藏，输出到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学，

能够有力促进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

学 学 生 的 全 面 成 长 、教 师 的 专 业 进

步 、学 校 的 快 速 发 展 。”区 教 育 厅 副

厅长李霁表示。

“ 通 过 云 校‘5G+ 智 慧 教 育 ’平

台，我们的学生在拉萨即可观看 5G

教室直播课程，并且可以共享西安高

新一中的授课内容、学法指导、职业

生涯规划等。”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

学校长任康元介绍，通过 5G“云校”

平台，在拉萨的老师们也可以全方位

学习到西安高新一中教学、教研、德

育、评价、管理等方面的优秀资源和

宝贵经验。

据介绍，2021 年 6 月，拉萨阿里地

区高级中学与陕西省西安高新一中

签订合作办学协议，随着“西安高新

一 中·西 藏 拉 萨 阿 里 地 区 高 级 中 学

‘云校’‘双师+’课程班”项目成功签

约，两校相继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活动。未来，两校将以西安高新一

中“云校”智慧教育服务体系为平台，

组织教研活动，开展业务培训和教学

指导，为雪域高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

人才队伍。

西安高新一中与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学“结对子”

援藏“云校”助力提升教育水平

近年来，我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去年 12 月，总装机容量 22 兆瓦的山南市措美县哲古分散式风电场 10 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对于西藏进一步探索超高海

拔清洁能源开发与利用、促进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图为哲古风电场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 本报山南采访组 摄

（上接第一版）

严金海要求，要从优势上谋

“双碳”，找准主攻方向。以加强

顶层设计为引领，加快制定全区

碳达峰实施方案、支持政策，健全

标准，强化法治保障；以摸清生态

家底为基础，结合第二次青藏科

考，开展碳汇资源本底调查，摸清

碳排放底数和趋势；以优化能源

结构为重点，做好传统能源和新

能源、清洁能源优化组合的文章，

建设好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以低

碳转型升级为抓手，严控“两高”

项目、发展碳汇经济、促进生态富

民，加快培育一批绿色项目、绿色

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产业链；以

生态环境保护为底线，用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履行生态环保责任，

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以植绿护绿爱绿

为支撑，高质量、大规模推进拉萨

南北山绿化工程，带动构建全民

环保行动体系，实施好绿色低碳

示 范 创 建 。 要 从 落 实 上 抓“ 双

碳”，加快组织推进。压紧压实工

作责任链条，主动开展专题学习

培训、提升能力水平，加强监督考

核，推动“双碳”工作迈出实质性

步伐、取得实质性成果。

甲热·洛桑丹增列席。

（上接第一版）

王君正强调，援藏干部人才是我区干部

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领导、优化

服务，为援藏干部人才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环

境。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援藏干部人

才在推动西藏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坚持政治

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

心、管理上严格要求，努力为援藏干部人才创

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解决后顾之忧。广

大援藏干部人才要发扬“援藏精神”，以“主人

翁”姿态投入西藏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各项

事业，做到人在身在、身在心在、心在情在，精

准落实援藏政策、细化完善援藏机制、科学谋

划援藏举措、全面落实援藏任务，带着感情全

心全意为受援地谋发展、为群众谋幸福，为建

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西藏贡献智慧力量。

会上，第九批援藏干部杨晓林、马金栋、

汪华东、廖传锦、陈士渠、彭斌、高嘉艺、陈静、

于国强等汇报了援藏工作开展情况。

突 出 重 点 以 求 真 务 实 精 神 做 好 对 口 支 援 工 作
继续为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