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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

模范和消防忠诚卫士表彰大会代表时，

看着孔特特胸前的奖章，亲切地说：“挂

满了！”孔特特回忆道：“短短三个字，皆

是肯定，满满自豪。”

“西藏确实偏远，可再偏远也是祖国

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确实

艰苦，可再艰苦也总得有人来守护、建

设。”孔特特从 2002 年穿着“橄榄绿”踏

上雪域高原，到现在身着“火焰蓝”驻守

藏北高原，“20 年的时间里，我见证了西

藏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西藏社会和

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作为美丽幸福

西藏建设的参与者，作为新时代的森林

消防员，为西藏倾其所有是我无悔的选

择，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孔特特说。

孔特特，1983 年 5 月出生于陕西兴

平，2001 年 12 月入伍，2002 年 7 月进藏

工作，现任那曲市森林消防大队大队

长，三级指挥长消防救援衔；入伍以来，

先后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5 次，荣获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2021 年

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

“全国应急管理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中国消防忠诚卫士”、西藏青年五四奖

章等荣誉。

荣誉的背后凝聚着孔特特的艰辛

付出和无悔奉献。

2020 年 7 月，那曲市连日强降雨，

市排水系统超负荷导致某小学及周边

居民区被淹，孔特特迅速集结 30名指战

员抵达现场，将队员分为水泵抽水、物

资搬运、人工排水和拦水围堤四个组展

开救援。在校门口的一滩积水还未排

尽前，为了不耽误学生上课，孔特特又

调动队员先将学生抱进校园……经过

近 4 个小时的奋战，顺利完成了抢险排

涝任务。

“每次完成任务后，收到的回馈总

能让我心头一暖。”孔特特说。

在孔特特刚准备离开时，一个小女

孩面带着微笑给他敬了个礼，孔特特也

出自本能地举起颤抖的右手给学生回

了个礼，却渐渐红了眼眶。

“那天，日近黄昏，孔队坐在阶梯

上，满脸疲惫，夕阳照在他黝黑的脸庞，

岁月在脸上留下的‘沟壑’显得格外清

晰。他当时只感叹了一句‘我女儿看着

和她年纪相仿，这些年，我抱她的时间

真的是太少太少了’。”通过大队文书的

讲述，记者了解到，当时孔特特的内心

除了温暖，还有对家人的愧疚。

孔 特 特 父 母 在 陕 西 ，妻 子 女 儿 在

四川，他又常年在西藏，三地分居的生

活已经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年

迈的父母怕我担心，早已习惯对我报

喜不报忧；对于妻子的孤独和无助，我

只能在电话中道声辛苦，连承诺下一

次陪伴的勇气都没有；在女儿心中，我

存在于她妈妈的手机里。他们虽有埋

怨，但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因为他们

也知道，小家需要人呵护，高原更需要

有人守护。”孔特特眼里含着眼泪说。

入藏以来，孔特特坚守“宁让生命

透支，不让使命欠账”的理念，带领指战

员先后完成灭火作战任务 130 余起，参

与抢险救援 90多次。

2020 年 4 月 14 日，林芝突发森林火

灾，孔特特带大队 50名指战员昼夜奔走

800公里跨区增援。火场山高林密、沟壑

纵 横 ，平 均 海 拔 3800 米 ，坡 度 60 度 以

上。他们背负着 40 多斤的灭火装备向

火场前进，手脚并用爬陡坡、攀悬崖，足

足用了 5个多小时，才艰难抵近火线，不

少同志身上被荆棘划出了十几道血痕，

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一个人退缩。

高原灭火接近难、扑救更难，山上

的明火和烟点，大多靠指战员架设水

泵，肩扛输水管带，像“啃骨头”一样一

点点扑打，特别是高山悬崖火，紧急情

况时需要采取索降的方式，紧贴悬崖峭

壁实施扑救。就在灭火战斗的第三天，

火场风向突变，形成飞火，向正在清理

火场的 20 余名当地群众快速逼近。千

钧一发之际，孔特特迅速组织群众向火

烧迹地紧急转移。当地群众脱险了，仍

紧紧攥着他的手说：“你们不光帮我们

救火，还救了我们的命，你们永远是我

们心中的金珠玛米。”那一刻，孔特特再

一次感受到救援事业是崇高的。

孔特特在其岗位上受到了无数表

彰，每一次都坚定着他义无反顾坚守在

西藏的决心。

“脱下橄榄绿，换上火焰蓝，变化的

是衣服的颜色，不变的是驻守雪域高原

的初心和使命！”在孔特特笔记本扉页，

工整地写着这句话。

把 青 春 献 给 雪 域 高 原
—记那曲市森林消防大队大队长孔特特

本报记者 万靖 本报拉萨 5月 29日讯（记者 索朗

琼珠）近日，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召开 2022 年一季度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调研汇报会，听取

政府有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丁业现出席并讲话。

会议认为，今年一季度，我区各级

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区党委决策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疫情

防 控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聚 焦“ 四 件 大

事”、聚力“四个创建”，改进作风、狠抓

落实，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健康有序，实

现“开局稳”。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履行

好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监督职能；

要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依法接

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主动性；要进一

步提高对经济运行规律性的认识，因

地制宜完善体制机制，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稳住经济基本盘。

本报拉萨5月29日讯（记者 次珍）

26 日，由自治区副主席孟晓林率队的

调研组赴我区高校调研毕业生就业创

业相关工作。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西藏职业技

术学院西校区、西藏藏医药大学校企

合作企业帕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达孜

厂区、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西藏大

学纳金校区等地进行了实地察看，并

走进大学生创业创新孵化基地、制药

车间、招聘现场等，与师生亲切交流，

详细了解我区就业创业“供需”状况。

调研组指出，长期以来，各高校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进

完善社会就业体系、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全区推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作出了积极

贡献。

调研组强调，各高校要积极引导

大学生和家长转变就业观念、提升技

能，促进人岗匹配、供需对接。要加大

对高校毕业生“双创”教育工作的宣传

力度，强化指导服务，加强契约精神，

做好针对区外学生返藏疫情防控管理

工作，促进平稳就业，不断推动高校毕

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本报拉萨 5月 29日讯（记者 袁海

霞）近日，我区召开森林督查发现问题

整改工作座谈会，通报全区森林督查

发现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加快推

进 整 改 任 务 按 时 完 成 。 自 治 区 副 主

席、自治区副总林长、林长办主任江白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做好森林督查发现问

题整改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扭转我区森林

督查案件呈上升势头的重要手段，各

市地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

任，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整改。

会议强调，各市地和相关部门要

主动作为，加强沟通衔接，加大工作力

度，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堵点难点；要

精 准 施 策 ，紧 盯 重 点 督 办 案 件 ，抓 典

型、强震慑；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劲头，把森林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工

作作为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向自

治区党委、政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报拉萨 5月 29日讯（记者 李梅

英）27 日，全区基层文联暨“文艺两新”

组织座谈会召开。会议听取基层文联

和“文艺两新”组织工作情况汇报，分

析研判当前现状和困难，探讨交流我

区基层文联和“文艺两新”工作思路及

举措。

区政协副主席、区文联主席扎西

达娃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做好新时代的基层文

联和“文艺两新”工作，要在着力推进

“四个创建”上下足功夫，紧扣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区等主题，推陈出新、守正

创新，力争有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宣

传性完美结合的精品力作涌现。要聚

焦“做人的工作”核心任务，增强区文

联组织指导服务作用，强化联系点制

度，全力推动中央和自治区相关工作

在基层落地落实。要建立健全基层文

联和“文艺两新”工作机制，提前谋划、

积极部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创

造一批接地气的作品，喜迎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 2022 年一季度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调研汇报会

丁业现出席并讲话

自治区领导赴我区高校调研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孟晓林率队

我区召开森林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座谈会
江白讲话

全区基层文联暨“文艺两新”组织座谈会召开
扎西达娃出席并讲话

近年来，我区挖掘丰富的犏牛资

源，建立了西藏牦牛经济杂交养殖示范

基地，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推广等措施，

推动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做

优雅江雪牛产业。2020 年 12 月，加查

县联堆村的索朗见参成立了联堆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家乡的犏牛资源

优势，通过人工配种发展雅江雪牛，提

高 了 犏 牛 的 利 用 价 值 ，收 入 也 大 大 增

加。目前，合作社有 83 头犏牛和 25 头

雅江雪牛。

图为索朗见参（右）在查看牛犊生

长情况。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雅江雪牛

助农增收

（紧接第一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辽宁国企改革驶入“快车道”、挺进“深

水区”。

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是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建设的四大化纤基地之一，

“织出”了中国第一块“的确良”。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

阳石化考察。得知企业通过调结构、抓

创新，结束了连续 12 年的亏损，总书记

高兴地说：“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一以贯

之，砥砺前行，作为共和国的‘种子队’，

打出更好的成绩！”

“几年来，我们一手抓技术创新，一

手抓三项制度改革，产品结构不断优

化，干部职工积极性大为提高，经营效

益持续向好。”辽阳石化党委书记李贵

合说，今年 4 月，企业实现利润 4.16 亿

元，单月盈利创历史最好成绩。

改革才有活路，改革才有出路。

近年来，辽宁力推三项制度改革，

475 家省属各级企业与 1406 名经理层

成员全部签订任期制合同和契约，省

属 企 业 2910 名 管 理 人 员 实 现 竞 争 上

岗……

改革不能只是小修小补，要敢于在

体制机制上动刀子。

2021 年，“央地混改”模式蹚出新

路，鞍钢、本钢两大钢企成功重组；2019

年，招商局集团入主大连港、营口港，推

进辽宁省港口资源整合；2017 年，东北

特钢引入战略投资者沙钢集团，企业重

新焕发生机活力……

改革，让许多老国企重生。

一度因连续亏损陷入司法重整的

沈阳机床，今年一季度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副董事长李文华说：“中国通用技

术集团重组企业后，体制机制焕然一

新。我们正在经历从‘止血’到‘造血’

的根本性转变。”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2021 年，辽宁国企交上一份这样的

答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4.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

增长 8.7%。

“尽快形成多点支撑、多
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
展格局”

“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曾是

制约辽宁振兴发展的痼疾。如何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9 月在沈阳

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

明确要求，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

做强、做优，坚持凤凰涅槃、腾笼换鸟，

积极扶持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尽快形成

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

发展格局。

牢记总书记重要指示，辽宁以“三

篇大文章”为抓手，打出一套结构调整

的“组合拳”。

——改造升级“老字号”。

201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沈

阳鼓风机集团等企业时指出，要发展集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于一身

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新兴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

“不迈向高端，就没有出路。”沈鼓

集团董事长戴继双说，我们把技术创新

作为头等大事，攻克 900 多项科研攻关

课题，一批拳头产品相继问世。

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向

市场要潜力，辽宁一大批“老字号”企业

如今活力满满。全省推进智能制造重

点项目，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21.2%，

运营成本平均降低 15.6%。

——深度开发“原字号”。

走进鞍钢，炉火正旺，车流不息。

今年一季度，集团利润总额、净利润同

比分别增长 13.2%、13.29%，均创历史同

期最高水平。

效益向好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川藏铁路极寒条件钢轨、超

大型集装箱船止裂钢、深海高应变管

线钢……近年来，鞍钢集团一系列高

端产品广泛应用在高铁、海洋装备、核

电等领域，真正叫响了“国字号”品牌。

在供给端不断发力，辽宁“原字号”

向中高端稳步迈进：

淘汰落后，全省持续取缔“地条钢”

企业，清理劣质煤矿；迈向“精细”，全力

推进 11 类 45 个精细化工产品产业化，

2021 年化工精细化率同比提高 2.1 个百

分点；求新求变，异戊橡胶等一批新材

料实现产业化……

——培育壮大“新字号”。

作为我国软件行业领先企业，东软

集团 2021年自主软件、产品及服务新签

合同额首次跨越百亿元大关。

“创新是企业抵御风险挑战的最好

防护服。”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说，搞

创新、做研发，不能打快拳、赚快钱，要

顶得住诱惑，十年磨一剑。

“老字号”是基础，“原字号”是优

势，“新字号”则是未来。

近年来，为培育壮大“新字号”企

业，辽宁创新省本级财政科技资金使

用，以 1∶1 的比例吸引社会资本；设立

“科技成果转化天使投资基金”，为创新

型企业发展助力。截至目前，全省高新

技术企业突破 8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突破 14000家。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
础，全面深化改革”

营商环境之弊，曾是辽宁振兴发展

之痛。“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

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把脉

开方。

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求，廓清了

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振兴不是仅靠上

几个大项目就能实现的，重振雄风必须

重塑环境。

牢记总书记嘱托，辽宁牵住营商环

境这个“牛鼻子”，倒逼全面深化改革向

纵深推进，着力破除体制机制的痼疾。

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政务服务大

厅内，秩序井然。办理开办企业手续只

需两个小时，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28个工

作 日 办 结 ，所 有 事 项 审 批 效 率 提 升

94.2%……

“对该办能办的，我们不讲条件马

上办。对该办难办的，我们千方百计去

办。”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行政审批局

局长王鹤锦说。

“千方百计去办”，是辽宁营商环境

变化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辽宁渐

次推开——

用好“法”的力量，制定规范营商

环境省级法规，成立专门监督机构；做

好“简”的文章，省级政务办理全部实

现“一网通办”，多地开展不见面审批

改革试点；抓好“快”的服务，一般性企

业开办手续办理时间压缩至 1 个工作

日以内……

大刀阔斧的制度性改革，增强着市

场对辽宁的投资信心。今年一季度，全

省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16.57 万户，同

比增长 27.73%。

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清朗的政

治生态和务实高效的干部作风。

201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

考察时强调，着力改进干部作风，是应

对复杂矛盾、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重要

保证。

“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政 治 生 态 是 根

本，作风建设是保障。”辽宁省纪委监

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胡哲说，近年

来，全省纪检监察部门以“硬约束”提

升营商环境“软实力”，为辽宁振兴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让新风正气不断

充盈。

（新华社沈阳 5月 29日电 记者 曹

智 徐扬 汪伟 邹明仲）

谱 写 全 面 振 兴 新 篇 章

本报拉萨 5月 29日讯（记者 李梅

英）26 日，西藏文艺志愿者协会在拉萨

举行成立大会。内地男演员林永健、

歌唱家李丹阳、当代著名画家徐里等 5

人为协会顾问。“最美女中音”降央卓

玛、“西藏夜莺”德西美朵、网络作家羽

芊（张小玲）等 8人当选为协会副主席。

据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治区文

联 决 定 发 起 成 立 西 藏 文 艺 志 愿 者 协

会。2021 年 12 月 10 日，经区民政厅批

复，同意成立西藏文艺志愿者协会。

协会对团结凝聚我区广大文艺工

作者和社会各界力量，推动文艺志愿

服务广泛深入开展，促进文艺事业大

繁荣大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西藏文艺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

本报拉萨 5月 29日讯（记者 格桑

伦珠）近日，山南市隆子县“聂雄”区域

公共品牌发布会在拉萨举行。隆子县

洛旦农畜产品加工合作社、西藏稞源

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隆子县

本土企业展出黑青稞糌粑、藏黑鸡蛋、

藏白酒等 13类特色产品。

发布会上，隆子县聂雄投资有限公

司与参展企业签订品牌授权协议书，山

南市商务局、隆子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为

被授权企业颁发授权牌。西藏觉罗传

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向与会人员解读隆

子县“聂雄”区域公共品牌由来及含义。

本次发布会旨在打响“聂雄”区域

公共品牌，提升隆子县“聂雄”区域公

共品牌知名度，提高隆子县农产品商

品化率和产业竞争力，加快特色产品

品牌培育工作。

隆子县“聂雄”区域公共品牌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