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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深学细悟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并结

合自身工作谈学习体会、谋未来发展，

感悟非凡成就、凝聚奋进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那曲

市是我区重要牧业产区，我们将按照

‘大牧业县’的发展理念，继续利用嘉黎

县创业创新园区平台，建立起线上线下

产销对接模式，稳步拓展区内外市场，

打通销售‘最后一公里’，努力打响嘉黎

娘亚品牌，真正让群众通过养殖牦牛鼓

起‘钱袋子’、过上‘牛’日子。”嘉黎县娘

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

支部书记欧杰次仁说。

那曲市比如县委宣传部干部肖晓

燕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我倍感振奋，更是信心百倍。作

为基层宣传文化战线的同志，我将结

合工作实际，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和丰

富的载体，把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宣

传好，让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深入田

间地头、深入家家户户。同时，坚持把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与做好

本职工作结合起来，用新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自己的

贡献。”

昌都市察雅县卡贡乡宾果村干部

群众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后，纷

纷表示，要同心同德、埋头苦干，让生

活越来越好，村庄越来越美。

宾果村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组织

村内党员干部以看、听、说、读、写“五

措并举”的方式，采理论“百花”，酿思

想“甜蜜”，推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精神入脑入心，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作为队长，我将在学懂弄通做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上持续下功夫，

自觉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

为着眼点和着力点，以改善民生、凝聚

人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农牧

民群众的需求放在心里，把强农惠民

富农政策落实到位，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苦干实干，把驻村工作目标变为现

实。”宾果村驻村工作队队长马鹏龙坚

定地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的

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

出来、奋斗出来的。

“这些天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

的学习，让我有了许多收获，我将认真

抓好党建工作，持续引导全体村民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美丽

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贡献力

量。”宾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汤军说。

农牧民党员斯朗卓玛激动地说：

“我对报告中‘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这句话深有体会，因为这十

年 来 我 们 向 往 的 美 好 生 活 一 一 实 现

了，路修通了，高标准农田建好了，我

们打心底里感谢党的好政策。”

日喀则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学

习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后，欢欣鼓舞、倍

感振奋、反响热烈。定结县定结乡姆

隆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乡村振兴专干

贡秋曲珍说：“作为基层工作者，对姆

隆村发生的变化，我深有感触。以前

到县里都是泥路，现在我们村水泥路

四通八达，群众喝上了自来水，村里文

化活动丰富多彩，村民的精神面貌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感恩党、感恩

祖国。”

谢 通 门 县 卡 嘎 镇 曲 奴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多 布 杰 表 示 ：“ 我 们 的 日 子 蒸 蒸

日 上 ，是 党 的 好 政 策 带 来 的 。 我 们

一 定 会 坚 定 不 移 听 党 话 、矢 志 不 渝

跟党走。”

萨 嘎 县 昌 果 乡 昌 果 村 党 支 部 书

记、致富带头人达娃说：“昌果村是一

个纯牧业村，主要收入依靠放牧。这

些年靠党的富民政策，村里修了公路，

家家户户盖了新房，孩子上学有了‘三

包’政策，老百姓看病也有保障，老人

也能领到养老补贴，这些都得感谢党

和 政 府 长 期 以 来 对 群 众 的 关 怀 和 帮

助。我们要继续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把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学习好、宣

传好、实践好。”

在山南市乃东区乃东居委会棚户

区改造项目施工点，项目责任方正和

技术员、工人们一起学习党的二十大

报告。项目经理刘学成表示，要把党

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转化为做好当前各

项施工工作的强大动力，永葆“闯”的

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昂

扬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加紧加快完

成乃东区乃东居委会棚户区改造项目

建设工作，以实际行动奋力推进高质

量发展。

项目工人索朗说：“国家越来越强

大，我们的生活才能越来越好。十年

来，我们亲眼见证着山南的发展越来

越好，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成

果。我相信，在党的带领下，今后我们

的城市会更好，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

过越红火。”

埋 头 苦 干 再 创 佳 绩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

本报记者 谢伟 桑邓旺姆 次仁片多 刘枫 本报通讯员 陈晓西 彭胜菊

10 年前，久美高中毕业，还是个青

涩的少年，一边在田间放牛，一边焦急

又充满期待地等待着大学录取通知书；

10 年后，久美已经顺利从北京交通大

学毕业，娶妻生女，有了幸福的三口之

家，成为了日喀则市亚东县的一名人

民警察。

10 年 前 ，达 珍 在 家 相 夫 教 子、照

顾 父 母 、洗 衣 做 饭 、喂 牛 种 地 ；10 年

后，达珍担任起“双联户”户长，带领

联 户 成 员 连 续 多 年 荣 获“ 优 秀 双 联

户”，并在社区妇女之家藏餐馆有了

稳定的工作。

10 年前，索朗曲吉靠在外打工养

活一家人，全家一年总收入四五万元；

10 年后，索朗曲吉拥有了 3 台车，一台

铲车、一台大货车为全家创收，一台越

野车为全家人出行代步，全家年总收

入 10多万元。

达珍和索朗曲吉是夫妻，久美是

两人的儿子，他们都是山南市乃东区

赞堂社区扎西一家的成员。

作为“大家长”，退休多年、已 84 岁

高龄的扎西，既不用为儿孙后辈的工

作生活烦忧，更不用为全家人的吃穿

生计发愁，精神矍铄、身体健康，在幸

福中安享晚年。

扎西是久美的外公，祖孙俩平时

最为亲近。久美远在亚东县工作，但

几乎每天都会给家里打电话、发视频，

问候外公外婆和父母，了解家里的生

活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去年，久

美休假时还专程带着外公外婆去成都

旅游，并把老人接到亚东生活了一段

时间，老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亚东喜马

拉雅南麓的“森林氧吧”。

回想起 10 年前，一家人等待久美

的高考成绩、等待录取通知书时的情

景，再看看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工作上

进、孝顺父母的久美，扎西颇为感慨：

“10 年时间可真不短啊！托党的福，这

些年的条件越来越好，久美受到了良

好的教育，顺利读完大学，又成家立

业，当了一名人民警察，我心里比谁都

高兴。”

扎西是一名党龄近 50 年的老党

员，他平时总是喜欢把党员徽章戴在

胸前，总是把党的恩情挂在嘴边。他

常常叮嘱久美：“是党的好政策改变

了 咱 们 全 家 的 生 活 ，更 是 党 的 好 政

策 让 你 成 才 了 。 你 一 定 要 好 好 工

作 ，不 断 进 步 ，服 务 好 人 民 群 众 ，为

国家作贡献。”

十年成长，十年巨变。扎西一家

的生活变迁，是千千万万西藏各族群

众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迎着东风，

高原人家的幸福感还将不断加载。

背景资料：

扎西一家是山南市乃东区赞
堂居委会的一户普通家庭。十年
前，家中 11 亩地、85 只绵羊、12
头牛，加上女婿索朗曲吉在外打
工，一年有四五万元的收入。那
时，这个勤劳的家庭最大的希望
就是外孙久美能学有所成。

久美12岁时，考上了辽宁省辽
阳市一中西藏班，17岁在山西大学
附属中学就读高中，2012年升入大
学。

母亲达珍回忆起久美在外的
求学经历，以往的思念化成难以抑
制的欢喜，“国家把小孩养得真
好！”淳朴的话语透着家人对国家
教育的满意。

“我报考的是北京交通大学
的 交 通 运 输 专 业 ，放 牛 时 都 在
想，等进了大学一定要学很多知
识。”久美有些羞涩，但他坐在田
埂 上 ，望 着 已 经 快 成 熟 的 青 稞
田，心已经飞向了千里之外的北
京。

幸福就在此刻，甜蜜不再等待
本报记者 刘枫 巴桑旺姆 次吉

连日来，林芝市巴宜区森林消防中队掀起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热潮，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演讲比

赛、专题学习讨论等活动，全体指战员在学习中感悟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

图为该中队开展“我心目中的二十大”演讲比赛。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本报通讯员 侯杰 李国焘 摄
深学 细悟

尚日村位于尼木县塔荣镇，距尼木县城仅三公

里，交通便利、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在这里，随处

可见新农村的新面貌、新发展、新变化。

谈起村里的发展变化，尚日村村民笑得合不拢

嘴，把这一切归功于党的好政策，以及结对帮扶单

位——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不懈努力。

2019 年，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拉萨

经开区”）和尼木县塔荣镇尚日村结成帮扶对子。

三年来，拉萨经开区通过项目援建和资金支持，有

力推动了尚日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拉萨经开区先后援建塔荣镇尚日村精品示范

村项目、党建示范村项目、便民服务站项目、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培训项目、垃圾转运车和运输

车项目等 8 个项目，帮扶资金和项目总金额共计

2742 万元。

通过精品示范村项目，尚日村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产业基础不断夯实、治理水平有效提升、文明氛

围日益浓厚，成了尼木县精品村。村委会焕然一

新，村民举行文艺活动有了舞台；路灯明亮，村民晚

上外出再也不用摸黑走路；盖起门面房，群众在村

里开茶馆、商店，经济收入不断增加。

通过党建示范村项目，尚日村党支部组织党员

学习、举行活动有了场所，极大地提高了尚日村党

建工作水平，有效增强了尚日村党支部的凝聚力、

号召力、战斗力。

通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训项目，尚日村 100

多名群众学到了驾驶技术、烹调技能、藏香制作技

艺等，外出务工有了一技之长，增收致富更有底气。

……

这些，只是拉萨经开区支持尚日村发展的缩

影。近年来，拉萨经开区驻尚日村工作队以发展产

业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积极开展前期调研，做好

调研报告，实事求是评估项目可行性，并大力推动

项目落地。

2021 年，拉萨经开区向尚日村派出了索朗果杰

和次仁旺堆两名驻村工作队队员。进驻尚日村以

来，驻村工作队队员团结尚日村“两委”，走村入户，

了解民情，谋划发展，得到了尚日村广大党员干部

的一致好评。

为有效补齐尚日村集体经济薄弱的短板，驻村

工作队队员和尚日村“两委”通过深入调研，决定根

据尼木县养殖场众多、饲料成本偏高的现实情况，

在尚日村开展饲料代销项目。为了掌握第一手资

料，驻村工作队队员深入尼木县各个养殖场了解情

况，有时候调研结束回到尚日村已经是深夜。

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努力下，尚日村集

体经济收入从 2020 年的 30 多万元猛增到 2021 年的

170多万元。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拉萨经开

区驻尚日村工作队的苦干实干，尚日村 1500 多名群

众记在心中。

（上接第一版）

逐步开放图书馆、美术馆、文化

馆、博物馆、体育馆、宗教活动场所，

有序开放各类景区景点、旅游度假区

和公园绿地。推动酒店住宿业恢复

营业，逐步恢复影院、网吧等休闲娱

乐场所复工营业。

火车、飞机、城市公共交通、出租

汽车、道路客运班线等公共交通以及

各类车辆逐步恢复运行和通行。邮

政快递业有序恢复处理中心和营业

网点业务。

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满
足人员流动需要

人员在本地市内流动，应当持 72

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进

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

校、复工，并严格扫场所码。快递外

卖、酒店、景区、交通运输、农贸商超、

物流保供、环卫保洁、普通医疗机构

（除发热门诊外的其他科室)等行业

和领域的工作人员至少每 2 日进行

一次核酸检测。与境外人员、物品、

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以及集中隔离

场所工作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和普通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医务人员，以及其

他一线疫情防控人员每日进行 1 次

核酸检测。

落实防疫要求，确保人
员安全有序流动

继续严格执行人员进出藏有关

疫情防控要求。进藏人员要严格落

实提前报备、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以及入藏后“三天两检”等疫情

防控要求，入藏后 7 天内不聚餐、不聚

会、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出藏人员

要提前向社区提出申请，完成健康监

测和审核程序，凭“三天三检”或“两

天两检”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机场、

火车站、陆路关口增加 1 次核酸检测

后出藏。

科学引导人员区内流动。区内

跨地市人员流动凭“三天两检”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各交通场站、各地市

界陆路卡口对跨地市流动人员，严格

落实查验“三天两检”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藏易通绿码、行程码、测体温等

疫情防控要求。

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
定，严防疫情反弹

各类公共场所和机构要加强人

员流动引导，避免人员聚集，严格执

行通风消毒、体温检测、扫码亮码、查

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戴口罩、保持

安全社交距离等防控措施。

倡导不聚集，少外出，减少不必

要的聚餐聚会，红事、白事简办。近

期暂不举办大型会议、培训、会展、文

艺演出等聚集性活动。

通知强调，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区上下要始

终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始终坚持警钟

长 鸣 、警 惕 常 在 ，各 地 市 、各 行 业 部

门、各单位以及每个人都要进一步落

实好疫情防控的“四方责任”，持续巩

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重要成果。

（紧接第一版）报告充分展现了党中

央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的

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应对风险挑战

的战略主动、坚定执着。要保持战略

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两路”精

神、老西藏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

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庄严说，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断深化对“两

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认识，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学思用贯

通 、知 信 行 合 一 ，求 真 务 实 、真 抓 实

干，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雪域高原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