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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卡若区达若村：

文明乡风浸润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本报拉萨11月 9日讯（记者 王菲）

9 日上午，全区宣传思想战线以视频会

议形式，举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区直宣传思

想文化系统各单位，各地市委、县（区）

委宣传部及市、县所属宣传思想文化

各单位共 2000余人参加会议。

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海洲

出席并作专题辅导报告。

报告会上，汪海洲结合个人学习

认识和工作实际，从“充分认识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全面学习领会和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

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坚持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推动新时

代我区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开创

新局面”三个方面，作了题为《奋进新

征程 铸就新辉煌 谱写西藏意识形态

和宣传思想工作新的篇章》的专题辅

导报告。

汪海洲强调，全战线要坚持以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在深学细悟、宣

讲教育、宣传宣介、研究阐释和贯彻落

实上下功夫，着力抓好“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力、持

续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认真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

略性任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积极主动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全面加强

宣传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九项重点任

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

新的更大力量。

汪海洲在全区宣传思想战线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上强调

奋 进 新 征 程 铸 就 新 辉 煌
谱写西藏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新的篇章

本报拉萨 11月 9日讯（记者 次仁

片多）9 日上午，自治区统战系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会议在自治

区党委统战部召开。区党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嘎玛泽登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并就全区统战系统学习宣传贯彻

工作作出部署。

嘎玛泽登强调，要全面学习、全面

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牢记“三个务必”、胸怀

“国之大者”，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聚焦服务“四

件大事”、聚力促进“四个创建”，扛起

使命责任、主动担当作为，让党的二十

大精神在全区统战领域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全区统战系统党员干部要紧

密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

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

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

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

藏方略，结合学习贯彻王君正书记和

自治区党委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努力开创西藏长治久安和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一系列讲话精神

和决策部署，深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二十大作

出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全面准

确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嘎玛泽登在自治区统战系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会议上强调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凝心聚力促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本报拉萨 11月 9日讯（记者 周红

雁）9 日上午，自治区副主席坚参主持

召开全区农牧民增收工作调度会，总

结前三季度农牧民增收工作，分析研

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第四季度农牧

民增收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增收工作重大意义；准确把

握当前形势，增强增收工作信心和决

心；加大工作落实力度，确保实现年度

增收工作目标；狠抓金融信贷政策供

给，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加快发展；狠抓

依法统计工作，确保农牧民增收“应统

尽统”。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转变作风、狠抓落实，

继续保持农牧民收入全国增速第一的

好势头，确保实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增速 10%以上目标，向区党委、政府

和人民群众交一份合格答卷。

全区农牧民增收工作调度会召开
坚参主持并讲话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如意乡达若村经验入选第三

批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消息传来，达

若村党支部书记土丁尼玛激动不已：“我一定继续带

领村民增收致富，抓好文明乡风建设。”

近年来，达若村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紧紧依托村级组

织活动场所标准化建设，团结带领村民转变观念、抢

抓机遇、突破瓶颈、劳动致富。

通过努力，如今的达若村，一幢幢现代化楼房依

山傍水，一条条乡间小路干净畅通，一户户村民安居

乐业，正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活经济，充实百姓钱袋子

“现在我们的生活跟城里没啥区别，交通方便，在

家门口就能就业，村民收入‘节节高’。”达若村村民泽

仁措姆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近年来，通过村“两委”班子、党员示范带动和驻

村工作队帮扶，达若村农牧民群众坚持面向市场、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大力发展各种合作经济，先后成立

了糌粑加工厂、农牧民施工队、运输队、石材加工厂，

新建了产业楼，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2016年，达若村从村集体经济收入中拿出 200余万

元，盖起了产业楼，干起了集门面出租、土地承包租赁、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多种经营，让村民们尝到了产业扶贫

的甜头，拓宽了就业渠道，增加了收入。一村富不算

富。达若村还与约日村、普然村结成帮扶对子，在人力、

技术、物资上给予大力扶持，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同时，达若村坚持“生态产业化”的发展思路，投

入 300余万元，在达若村周边山坡上种植了近 200亩的

经济林及景观林。夏季时，身处达若村，抬头便能看

见满山的郁郁葱葱。

树新风，建设和谐新农村

曾经的达若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摸黑走夜

路”。近年来，随着村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达若村“两委”

班子意识到，“不仅要生活富裕，生活环境也要改善”。

为此，达若村创新构筑乡村治理的“四梁八柱”体

系，加快补齐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短板，先后完成 3

批次 11 户危房改造，全村垃圾收集处理率达到 100%，

积极探索“支部进网格、党群包联户”治理模式，开展

文明村、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村居治理实现了产业不落下、配套不落后、房

子不过时、垃圾不落地、乡风不落伍、稳定不出事、监

管不缺失。

在社会治理方面，达若村坚持每年定期对村规民

约进行修订完善，形成了以村规民约为主体、以《达若

村“双联户”户长职责》《达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职责》

等为配套的各类制度 12 件，村民对村规民约执行满意

率保持在 90%以上。同时，深化基层人民调解“865”工

作机制，开展民生“微服务”、法治“微服务”、道德“微

典型”活动。2021 年以来，共开展法律宣传、人民调解

等活动 37次，服务人群达 1128人次。

促团结，呈现安定新局面

走进达若村，路边的灯杆上、墙上随处可见“民族

团结手牵手 和谐发展心连心”“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

共筑中国梦”之类的宣传标语。顺着村道往里走，一

面民族团结文化墙十分醒目，墙上各族群众一起工

作、一起生活的画面传递着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正能量。

长期以来，达若村以“党建+民族团结”模式为统

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九进”工作，将《西

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内容纳入村

规民约，有力促进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的理念深入人心。2021 年，达若村被评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村。

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达若村以加强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教育为切入点，采取“五学模式”，

面向村干部实施示范带头行动、面向青少年实施筑基

行动、面向农牧民群众实施强基行动。截至目前，全

村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人数达到 80%。

除此之外，村“两委”班子通过打造民族团结幸福街、

发放民族团结宣传资料、开办专题夜校等多种形式，开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教育，鼓励达若村各族群众相互帮助、共建美好生活。

“在昌都经商三年多，不知不觉间，民族团结、和

睦相处的种子就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相信达若村的

明天会更加美好。”在达若村产业楼经营玻璃生意的

河北籍商户秦群虎说。

38 年前，郭广江只是对西藏充满憧憬，还不知道

他将会在雪域高原扎下根。

1984 年，郭广江的大舅王树仁回山东青岛平度老

家探亲。对刚初中毕业的郭广江来说，大舅是个大英

雄，也是他打心底佩服的人。

“我 大 舅 是 1950 年 进 藏 的 老 兵 ，在 西 藏 待 了 36

年。”郭广江说，那次探亲，大舅给他们讲了好多和当

地群众之间的小故事。郭广江当时就在心里埋下了

要来西藏的梦想种子。

1985 年，郭广江的姐姐从日喀则市亚东县林场小

学休假回家，对郭广江想去西藏这件事非常支持。“当

时姐姐跟我说，只要我敢去，她休假结束就带上我，还

和我说要在西藏当地给我找个媳妇。”郭广江当时以

为姐姐是开玩笑，没当回事。

跟着姐姐到了亚东后，郭广江才发现姐姐说的都

是真的。姐姐有一个同事，叫尼玛，两人无话不谈。

尼玛到姐姐家里做客时，看到她的全家福，指着一个

小伙子连连称赞。姐姐说，这是我小弟郭广江，今年

（1985 年）回山东休假后就把他带到西藏来，要不介绍

你们认识认识。尼玛笑着点点头。

郭广江随姐姐到亚东县林场小学时，尼玛真的过

来了。郭广江抬头看了一眼这姑娘，立马红了脸。后

来，郭广江在亚东县林场找了一份工作，与尼玛的接

触也越来越多，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

婚后，郭广江夫妇育有一子一女。2014 年女儿郭

林芳（藏族名米玛玉珍）从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毕

业后，在谢通门县公安局仁钦则乡派出所工作。

“我经常跟孩子们讲，要向舅爷那代人学习，传承

好发扬好老西藏精神，促进民族团结。”郭广江说。

谢通门县仁钦则乡的次央父母双亡，与双目失明

的奶奶相依为命。仁钦则乡派出所民警得知情况后，

接力帮助这个家庭。“当时，这个小姑娘生活困难，辍

学在家，很让人心疼。我女儿和这个小姑娘结成了

‘亲戚’，一直给她提供帮助。”郭广江说，在国家相关

政策帮扶下，次央现在已经上中学了。

其实，郭广江自己也是个热心人。2011 年 9 月

18 日亚东发生地震，郭广江所在的下司马镇巴江村

受 到 影 响 ，好 多 家 庭 房 屋 成 了 危 房 ，一 时 之 间 没 了

收入。

为寻找到更好的致富道路，郭广江积极向上级有

关部门申请“卓热”商标。获批后，他立即找到村里的

老党员次央和村党支部商量，并找到五户贫困户农民

加入合作社，共同出资组建了亚东山泉荞麦白酒酿造

专业合作社。藏白酒上市后，反响不错，郭广江和合

作社社员乐开了怀。

“我们合作社的社员普巴，今年 74 岁了。她丈夫

身体不好，儿子也被确诊为尿毒症，每年要花 10 多万

元治疗。因为经常要在拉萨做透析，儿媳和儿子一起

住在拉萨。”郭广江说，普巴家被认定为贫困户，有政

府补助，但花钱的地方太多，总是不够用。当时有很

多人给她家捐钱，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来到合作社

后，家里农活也不丢，每年还能分红 3 万元，这样生活

就有了大改变，普巴脸上也有了笑容。随着普巴儿子

病情好转，儿媳在拉萨也找了一份工作，生活终于有

了着落。”

在亚东这么多年，郭广江做的好事远不止这些，

从给贫困家庭捐款捐物，到给乡邻朋友帮忙干事，总

少不了他的身影。2020 年，郭广江被评为日喀则市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我们家三代人都扎根西藏，我大舅那一辈人，参

加了和平解放西藏；我在西藏成家，建设西藏；现在我

的孩子又继续留在了西藏。我们和这里的人们已经

密不可分了。”郭广江说。

本报拉萨 11月 9日讯（记者 王艺

霏）11月 9日，应急管理部召开第六届全

国 119消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

会，我区 5个集体、6名个人获表彰。

据悉，根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表

彰第六届全国 119 消防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的决定，授予 149 个单位“第六

届全国 119 消防先进集体”称号、195 名

个人“第六届全国 119 消防先进个人”

称号。

我区获得“第六届全国 119 消防先

进集体”称号的分别是昌都市丁青县满

金杰布藏医历算医院、山南市教育局

（体育局）、林芝市巴宜区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部办公室、林芝市察隅县消防救

援大队、自治区森林消防总队昌都市支

队卡若区中队；获得“第六届全国 119消

防先进个人”称号的分别是日喀则市扎

什伦布寺管委会治安管理处科员达娃

次仁、博泰林芝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妮妮、阿里地区消防救

援支队支队长曲达、拉萨市曲水县消防

救援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扎西、自治区

森林消防总队林芝市支队支队长杨飞、

自治区森林消防总队那曲市大队副大

队长索朗达杰。

我区 5个集体 6名个人获应急管理部表彰

“我们家三代人都扎根西藏”
——记日喀则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郭广江

本报记者 唐启胜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组织党员干部进社

区开展“美丽庭院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主题

党日活动。活动旨在激发广大群众参与“美

丽庭院”创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群

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改善村居环

境，助力建设美丽琼结、推进乡村振兴。

图为党员干部为白日社区居民打扫

庭院。

本报记者 次旺 本报通讯员 伦珠泽仁 摄

共
建
美
丽
庭
院

（上接第一版）

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带头做管党治

党的表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旗帜鲜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持之以

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

命 引 领 社 会 革 命 。 弘 扬 求 真 务 实 的

优良作风，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

“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干就干成、干就干好，坚决

防 止 形 式 主 义 、官 僚 主 义 ，决 不 能 把

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好了。树立

正确的用人导向，毫不松懈抓班子带

队 伍 ，把 严 管 和 厚 爱 有 机 统 一 起 来 ，

旗帜鲜明地褒奖实干成功者、支持积

极 改 革 者 、鼓 励 勇 于 探 索 者 、淘 汰 怠

政 失 职 者 、惩 办 违 法 乱 纪 者 ，真 正 让

吃 苦 者 吃 香 、有 为 者 有 位 、能 干 者 能

上、优秀者优先。

王卫东、赖蛟、达娃次仁出席。

（上接第一版）

毗邻高速公路，河对岸就是拉萨

贡嘎国际机场，森布日是西藏为极高

海拔搬迁群众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安

置点。崭新的排楼，熙攘的街道，边

巴祖孙俩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站在森布日二期工程的街道上，

记者想起两年多前造访时，这里还是

忙碌的工地。

边巴入住的新居共两层，砖混结

构，水电网一应俱全，“再也不用打井

水喝了。”边巴高兴地说。

新居不远处，是古如旺加即将就

读的森布日小学，森布日搬迁点的适

龄儿童都将在此就读。塑胶跑道和

绿茵操场让古如旺加最感兴趣——

他经常在电视里看足球比赛，自己却

从 没 有 在 真 正 的 球 场 上 一 展 身 手 。

“以后我也想学踢足球。”他说。

边巴还是有些担心：“放了一辈

子牧，咱在这里怎么生活呢？”

1997 年出生的索朗央金能告诉

边巴答案。作为 2019 年森布日安置

点 的 第 一 批 搬 迁 户 ，她 已 经 适 应 了

这里的生活。边巴的新家对面有一

片 茂 密 的 矮 化 苹 果 林 ，这 是 搬 迁 配

套产业。

2020 年，果园尚在建设，索朗央

金已经参与其中。为农田拉滴灌设

备、种植新培育的树苗，搬迁户是主

力。现在，果园基本成形，第一批种

植的果树将在明年迎来丰产期。

“这里的土壤适合苹果生长，此

前小批量出产的苹果销路很好，在一

线城市商超上架，很快销售一空。”企

业负责人张岱介绍，“大家对来自西

藏的农产品有很高认可度。”

为了让搬迁群众无后顾之忧，政

府为他们配套了许多产业，希望他们

不但能在新家安居，也能在此乐业。

忙碌了一天，傍晚的森布日安置

点显得格外热闹。第二批搬迁群众逐

步搬入，和两年多前搬迁至此的人们

一起，让这座年轻的小镇生机勃勃。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2年 11

月 08日 第 11 版）

（上接第一版）

曲措代表耐心地一一为孩子们解答，

并以张桂梅和刘秀祥老师的先进事迹激励

同学们好好学习。纳西乡小学校长格松次

仁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当好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员’和‘践行者’，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进企业、进乡村、进学校……每到一

处，曲措代表都跟大家拉家常、话改革、谈

发展，接地气的宣讲深受当地干部群众的

欢迎。

宣讲之余，曲措也在思考家乡特色产业

发展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芒康葡萄产

业优势，打造高标准葡萄种植基地，建设现代

化葡萄酒生产线，吸引更多的本地群众参与

到葡萄酒产业中，带动更多人就业。”曲措说。

奔向更美好的生活

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