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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7月 21日讯（记者 索朗

琼珠）21 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物

业管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对口

协商座谈会。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王亚蔺出席并

讲话。

会议指出，自去年以来，自治区住

建厅和有关部门，结合部门职能职责，

深入推进物业管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物业管理各项改革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在推

动物业管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工

作中要深刻认识物业管理工作在基层

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要推动物业

管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要推动物业

管理服务提质量上水平。要推动物业

服务企业转型升级。要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部分政协委员，区直有关单位负

责同志，物业公司、社区代表、业主代

表参加座谈会。

本报拉萨 7月 21日讯（记者 王雨

霏）21 日，自治区 2022 年设区的市人大

立法工作交流会在拉萨开幕，总结交

流 自 治 区 设 区 的 市 人 大 立 法 工 作 经

验，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进

新时代我区设区的市人大立法工作健

康发展。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维色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市人大充分

履职尽责，制定和修改了一大批地方性

法规，地方立法工作得到稳步推进。要

提高地方立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发挥

好立法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法

治西藏建设；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学

习交流，不断提高地方立法整体实效，

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藏稳藏兴藏效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拉萨 7月 21日讯（记者 王雨

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7 月 20 日

举办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新时代西藏

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理论研讨会。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

李毅出席并致辞。

李毅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谋篇布局，

两次主持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

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推

动西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全面贯彻落实

新 时 代 党 的 治 藏 方 略 ，党 校（行 政 学

院）系统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西藏自治

区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熊刚毅

在致辞中表示，西藏党校将按照党中

央 、国 务 院 决 策 部 署 ，按 照 自 治 区 党

委、政府工作要求，牢牢把握新时代党

校办学方向，紧扣“四件大事”，全力推

进全区党校建设，在自治区“三区一高

地”创造性实践中展现党校新作为。

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

学研究中心，西藏、四川、云南、甘肃、

青海五家省级党校（行政学院）及拉萨

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

者，围绕党的领导、生态保护、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法治建设、文

化传承等方面作了交流发言，进行了

深入探讨。大家一致认为，要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

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中央第七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精神，加强对西藏长治久

安和高质量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把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贯 穿 党 校

（行政学院）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全过

程，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添砖加瓦。

研讨会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科研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西藏自治区

党委党校（西藏自治区行政学院）共同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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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7月21日讯（记者 卓嘎）

今年以来，拉萨市通过出台方案措施、

加强平台建设、推动技能培训、促进稳

岗就业等方式，重点抓好农牧业生产经

营人才、农牧区二三产业发展人才、农

牧区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

牧业科技人才等五类人才队伍建设和

培养，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以技能人才培养为支撑，着眼需

求抓培训。拉萨市出台《拉萨市 2022

年重点产业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指导目

录》，完成网约车驾驶员、调饮师、汽车

养护工、采矿工、中医药理疗师等 16 个

新增工种备案，继续实施“以工代训”

“订单定向”培训模式，举办全区首期

网络主播和网约车驾驶培训，实现培

训 就 业 有 效 链 接 ，提 升 就 业 稳 岗 率 。

今年以来，全市共计开展各类职业技

能培训 131期 5490人。

以转移就业增收为目标，拓宽渠道

抓吸纳。拉萨市聚焦农牧民转移就业

工作特征，持续完善服务体系、优化服

务手段、搭建服务平台，持续做好就业

工作。今年以来，全市已开复工政府投

资项目 360个，吸纳就业 2.69万人，实现

收入 1.24 亿元；全市产业吸纳就业 1.2

万人，实现收入 8823.86 万元；依托已建

成的 171家转移就业基地吸纳就业 1.84

万人，实现收入 1.36 亿元；累计开展有

组织劳务输出、劳务派遣 3.03 万人，实

现收入 2.29 亿元。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36场次，累计开发就业岗位 22996个。

以重点群体稳岗为前提，精准施

策抓帮扶。拉萨市将脱贫人口、边缘易

致贫人口稳岗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统

筹 推 进 极 高 海 拔 生 态 搬 迁 、昌 都“ 三

岩”片区搬迁和易地扶贫搬迁等各类

搬迁群体的就业帮扶工作。

拉萨市培育人才赋能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5490人

“喜迎二十大 礼赞新时代”全民阅读活动举行
本报拉萨 7月 21日讯（记者 贡秋

曲措 实习记者 根松拥措）日前，“喜迎

二十大 礼赞新时代”全民阅读活动在

拉萨举行。

来自区党委宣传部、区党委网信办、

区气象局、西藏哈呼曲艺社等单位的 10

位嘉宾，以饱满的精神、激昂的语言、真

挚的情感，诵读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

歌，歌颂了中华儿女开拓进取、砥砺前行

的光辉历史，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活动还进行了图书推荐、现场答

题等环节，引导和动员广大群众参与

到读书学习活动中来，营造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

本报拉萨 7月 21日讯（记者 王莉）21

日上午，随着跑马射箭项目顺利完赛，自

治区第五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传统马

术比赛圆满落下帷幕。

“ 很 开 心 ！ 未 来 我 要 更 好 地 练 习 骑

术，为农牧民群众呈现更好的马术表演。”

20 日上午，1000 米速度赛马隆重开赛，来

自昌都市的 16 岁参赛选手旦增欧珠在该

项目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来自堆

龙德庆区的拉巴告诉记者：“比赛高潮迭

起，太精彩了，让人看得十分过瘾。”

据悉，自治区第十三届运动会暨第五

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拉萨分赛场民族

马术项目为期两天，在两天的赛程中，来

自全区七地市的 51 名骑手在马上拾哈达、

1000 米速度赛马、3000 米速度赛马、跑马

射箭等项目中展开了激烈角逐。为弘扬

赛马精神，促进马文化发展，鼓励我区农

牧民群众积极参与运动会，自治区第五届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一二三等奖，不设

金银铜牌。

自治区第五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传统马术比赛完赛自治区第五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传统马术比赛完赛

看赛马驰骋看赛马驰骋 品马术文化品马术文化

图为跑马射箭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洛桑 王敏 摄

要说古代阿里的母亲河，非象泉河

莫属。

从冈底斯山南坡的源头涌出后，象

泉河在流经土林时放缓了前行的脚步，

孕育出了适宜人类居住的札达盆地，成

为西藏西部最为重要的古代文明发祥

地。历史上著名的象雄王国、古格王国

都曾在象泉河流域创造过辉煌灿烂的

文化，坐落在札达县托林镇东嘎村境内

的皮央东嘎遗址，便是古格王国历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

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东嘎村群众

在遗址旁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已

把遗址视作自己家园的重要部分，像爱

护眼睛一样爱护着它，涌现出了一个个

以守护遗址为毕生使命的可敬人物，流

传出了一段段为守护遗址而不计得失

的感人佳话。

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那一段历史，

更是守护着我们共同的未来。

仁增旺扎的使命

早上 9 点，当第一抹朝阳刚刚把皮

央遗址顶上的杜康殿照亮时，74 岁的老

党员仁增旺扎就已经起床，拎着酥油茶

壶，花费半个小时爬上山顶，开始了他

作为文物保护员一天的工作——这份

工作，他坚持了整整 20年。

皮央东嘎是两处相距很近的遗址

的合称，分别以东嘎村的两个作业组而

得名，是个存续 1700 多年、西藏西部已

知年代序列最为完整的古遗址群，其多

个礼佛窟内有大量精美壁画，画风绚

丽、用料考究，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

值。皮央遗址紧靠皮央组的易地扶贫

搬迁新居，依山而建，俯瞰河谷，有大小

洞窟 872窟，远远望去形似蜂巢。

2002 年，为了加强文物古迹的保护

工作，札达县文保部门开始在当地群众

中聘用文保员，仁增旺扎是村里首批成

员之一。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听大人们

讲山上这些洞窟是历史文物，十分宝

贵，所以一直就有为它们做点什么的愿

望，”仁增旺扎说道，“得知有机会参与

遗址保护工作，我就赶紧去报了名。”

从那时起，仁增旺扎每天都要上山

好几趟，除了打扫卫生，检查古建筑及

洞窟是否有渗水、坍塌等危险之外，还

要保管杜康殿的钥匙，负责为游客开

门。

这么多年下来，他走完了遍布山体

四周的 872 个洞窟，为杜康殿开合了数

万次大门，还自学了汉语和历史文化知

识，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免费提供讲解

服务。

一天天，随着每年工资从 600 元增

长到 1.68 万元，仁增旺扎也慢慢老了，

腿脚越来越不灵便了，以前上山只需 15

分钟，现在则要半个小时，高血压、视力

减退等疾病更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

便。特别是今年一场大病让他得了中

风，导致嘴角歪斜，到现在说话都有些

含糊，要靠得很近才能听清。

而近几年游客日益增多，让仁增旺

扎的任务更加繁重了，最忙的一天，他

陪着游客上山 15 次，这对于一个 70 岁

高龄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于

是，他干脆就带着糌粑和酥油茶早早上

山，一天都在山上呆着，再也不用跑那

么多趟了。

就 在 记 者 采 访 之 际 ，又 有 游 客 抵

达，想要上山游览。当记者提出换个人

去的建议时，老人坚定地摇了摇头，轻

声说了一句，干完今年我可能就要退休

了，说完便头也不回地上山去了。

他佝偻着腰，略显小心地走在坡道

右侧，不时要扶一下护墙，或是停下来轻

微地喘口气，也许是担心身后的游客等

急了，每次只歇息个几秒又继续赶路。

看着他颤颤巍巍的身影在山上渐

行渐远，只剩遮阳帽晃悠悠地依稀可

见，记者努力地睁大眼睛，不让眼泪滑

落下来。

白玛旺杰的坚持

2002 年不仅对仁增旺扎有着特殊

的意义，对白玛旺杰也是如此。那一

年，38 岁的他当上了东嘎村党支部书

记，一干就到现在。

在这 20年里，白玛旺杰带着全村群

众，坚持做着一件其他普通村子很难遇

到的事情——为遗址里的古建筑刷墙。

“西藏的宫殿和佛塔这些古建筑的

外墙，大多是用砂石和泥土涂抹成红白

两色，时间长了，就会掉色或是染上污

渍，不仅难看，也不利于外墙保护。”白

玛旺杰对记者说道。

因此，与仁增旺扎同样有着强烈文

物保护意识的他，从当上村支书的那一

天起，在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就

开始组织群众自发为古建筑刷墙。

据他介绍，白墙比较简单，去象泉

河边上拉一车白砂，再配以其他原料，

熬上一大锅煮开搅拌后就可以涂刷了；

最难的是红墙，必须找来红土才行，而

东嘎村本地没有红土，要到别的地方换

购，加上为了不破坏红土产地的环境，

只能一年换一个地方，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每年的红土，白玛旺杰可谓操

碎了心，他不仅走遍了札达县的所有乡

镇，甚至还经常跑到隔壁的普兰县。然

而找到红土只是第一步，还要经过当地

群众的同意才能拉走，有的则以现金和

青稞作为交换，每年大约需要 500 斤青

稞才能换来足够的红土，全部来自群众

的自愿捐献。

白玛旺杰说，群众捐粮的积极性很

高，但凡需要的时候，他刚一通知，大家

就扛着一袋袋的青稞来到村委会了。

2019 年，仁增旺扎捐了 100 斤青稞，也

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捐粮，因为从那之

后，村里每次都婉拒了他。

“去年的红土是从普兰县科迦村拉

来的，好在人家比较客气，只收了我们

1000元的运费。”白玛旺杰笑着说道。

2016 年是白玛旺杰“找土”生涯中

最开心的一次。在普兰县巴嘎乡，当地

群众听说他是为了粉刷文物而来的，颇

为感动，就大方地让他随便挖，不收一

分钱。于是，他和一名群众挖了整整一

天，挖够了足足三年的用量，才开心地

哼着歌回到东嘎。

土找回来之后，每年的藏历 9 月之

前，白玛旺杰就组织群众每户出一人，

浩浩荡荡地上山，一天之内完成所有的

刷墙任务。虽然不曾亲眼见到，但记者

可以想象那时的夕阳，洒在古建筑崭新

的外墙和村民们开心的笑脸上，一定宛

如油画。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坚持做 20

年的好事；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

一个村的人坚持做好事。

这样的坚持，还在继续。

达瓦加布的幸福

每个来到皮央遗址的人，都会在村

口遇到笑意盈盈的文保员兼售票员达

瓦加布，然后在他的热情帮助下停好车

辆，听他说一下参观遗迹的注意事项和

简单介绍。如果下山肚子饿了，还可以

在他家开的茶馆里，吃上热腾腾的咖喱

饭或者牛肉面，价格公道，分量十足。

从达瓦加布的笑脸上就能看出，幸

福的人总是相似的。不算自家的农牧

业生产收入，光是文保员和售票员两项

工作，每年就能给他带来 4 万余元的工

资，2018 年，他仅自筹 4 万元，就住进了

90 平方米的易地扶贫搬迁新居，去年又

在村口开起了茶馆，生意很是不错。

“除了售票，我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要

上山一次，和其他文保员一样，负责遗址

的卫生清扫和安全检查。”达瓦加布一边

劝记者多吃点刚煮好的牛肉，一边说道，

“很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提供了这样衣

食无忧的生活，我会好好珍惜。”

一旁的札达县旅游发展局局长达

瓦卓玛介绍说，皮央东嘎遗址作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里一共安排了包

括仁增旺扎和达瓦加布在内的 15 名文

保员，这些群众除了能切实加强遗址的

日常维护外，还能在不太影响农牧业生

产的前提下，过上按月领工资的新生

活，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收入提升的共促

进、同发展。

达瓦加布 18 岁的儿子嘎玛扎西正

在拉萨读高中。每次放寒暑假回家，他

总会陪着儿子到皮央遗址里转一圈，这

是为了让儿子记住，家和皮央遗址永远

都是在一起的，只有遗址在，家才会过

得好。

“将来我们老了，他们这一代人就

有可能要当文保员了，希望他们能守

好遗址，建设好东嘎。”达瓦加布认真

地说道。

在他身后，皮央遗址巍然矗立，默

默注视着脚下的村庄和往来的人群，杜

康殿鲜红的外墙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洞

窟里精美的壁画穿越千年时光，绽放出

无穷的魅力。

它还会这样矗立很久，很久。

（记者 温凯 张晓明 刘倩茹 洛桑旦

增 达珍 永青）

东嘎东嘎：：守护历史与未来守护历史与未来
本报阿里采访组本报阿里采访组

图为皮央遗址和东嘎村皮央组。 本报记者 达珍 摄

（紧接第一版） 自 2002 年起，嘎拉村连

续举办了 20届“林芝桃花文化旅游节”，

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活动，吸引五湖四

海的游客前来游玩，桃花经济带动村民

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嘎拉村村集

体 收 入 从 2013 年 的 5 万 元 增 加 到 了

2021年的 460万元。

“一纸杯烟头可兑换 20 积分、一斤

塑料袋可兑换 100 积分、5 公斤废报纸

或 纸 板 可 兑 换 300 积 分 ……”2021 年

初，嘎拉村开设“绿色银行”兑换商店，

通过分类回收、定点兑换商品、村集体

资金补贴差价的方式，引导村民养成垃

圾分类的良好习惯，改善村容村貌，共

建美丽家园。

“在我介绍时，总书记一直微微点

头，并微笑着说‘你们做得很好，继续加

油、继续努力’。”回忆起向总书记介绍

“绿色银行”兑换商店运营情况的场景，

村民益西曲珍再次红了眼眶。2022 年，

村“两委”积极与中国农业银行对接，创

新推出“绿色银行”积分制度，给村民建

起了绿色信用档案——“绿色金融积分

排行榜”，积分排名靠前的村民可在农

行“惠农 e 贷”中予以增量授信，并优先

享受农户信息建档、信用等级评定及贷

款额度提升等金融服务。这一举措使

村民切实收获了环境保护红利，进一步

增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

动性。

当天，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群一批接

着一批。

下午 3 时 30 分，林芝市委书记敖刘

全带领林芝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来到嘎拉村开展“感恩总书记 喜迎党

的二十大”嘎拉村现场学习活动暨 2022

年第八次学习会。中心组成员怀着深

深的敬意，跟随讲解员，通过一幅幅珍

贵图片、一个个精彩瞬间，共同感受总

书记对林芝人民的特殊关怀，深刻领会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感恩奋进、凝心聚力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林芝，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