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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玉麦—

边 陲 山 村 换 新 颜
光明日报记者 晋浩天 杜倩

国网西藏超高压公司开展技能竞赛

我
区
各
地
各
部
门
切
实
做
好
防
灭
火
各
项
工
作

筑
牢
森
林
草
原
﹃
防
火
墙
﹄

在西藏，上山的路，总是曲折蜿蜒的。

记者一行从山南市隆子县出发，往边境方向行驶

192 公里，便到了玉麦乡。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玉麦乡只有卓嘎、央宗姐妹和父亲桑杰曲巴 3

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放牧戍边，守护家园，守护祖

国神圣领土。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卓嘎、央宗两姐妹回信，

希望她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

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

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我们刚下车，玉麦村第一书记索朗顿珠便迎了上

来。

他是央宗的儿子。2017 年，索朗顿珠从西藏大学

毕业后，便回到了玉麦村，继续传承着母亲的事业。

“现在，我们乡有 67 户 242 人，可多了不少。这得

益于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索朗顿珠的话，底气十足。

记者在乡里漫步——干净的街道让人眼前一亮，家家

户户高挂五星红旗，更是让人感动振奋。

说到这座雪域边陲的小村落，2010 年建立的玉麦

边境派出所总是绕不开的话题。

“那时真苦啊。每年玉麦乡都有半年多的封山

期，简直是一座‘孤岛’。仅有 9户 32人，是全国人口最

少的行政乡。”刚一建所，民警伍先健便来到这里工

作。

派出所，不仅带来了安宁稳定，更为老百姓送去

了温暖呵护。

村民拉巴次仁家中挂着一幅温馨照片：民警李永

明正在为他的儿子白玛仁增理发，白玛仁增笑容灿

烂。“玉麦乡没有理发店，民警会不定期给我们义务理

发。”拉巴次仁说。

“常年戍守在这里，就要把玉麦当家来爱、当家来

建，把群众当亲人来处、当亲人来帮。”李永明说，这是

所里每名民警的信条。

走得越深入，就越能了解百姓的困难。去年一次

民警走访发现，不少藏族同胞为采集到的贝母销售问

题犯愁。

“我们虽然不能直播带货，但可以线上推广呀!”微

信、微博、抖音成了所里每位同志的必备 App，最终，他

们居然真把藏药材、木制手工艺品卖了出去。

“说起增收，少不了援藏同志的功劳。”索朗顿珠

指着不远处的藏香猪养殖项目说，“这是湖南支援建

立的，投资 1200多万元呢。”

“玉麦种不出青稞，但是有高山牧场、杜鹃云杉，

村 里 发 展 旅 游 ，家 家 户 户 经 营 民 宿 ，收 入 提 高 了 不

少。”索朗顿珠表示。

援藏，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是雪中送炭。

“这 3 年，湖南常德投入 1200 万元，新建了玉麦乡

史馆、文化广场、消防车库、玉麦小学图书馆等设施，

重修了约 3 公里巡边路。”索朗顿珠介绍着援藏情况，

“有国家和兄弟省市的支持，加上村民们的勤勉劳作，

生活一定会更好！”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2年 11月 04日 04版）

本报拉萨 11月 13日综合讯 连日来，我区

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处置森林火灾应急演练、

加强主题消防宣传、配发防灭火物资等活动，

切实做好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

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墙”。

11 月 12 日上午，林芝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部办公室、林芝市应急管理局、林芝市森林

消防支队联合组织开展林芝市 2022 年处置森

林火灾应急演练。20 家市直单位及企业参加

演练，共出动人员 500余人。

演练模拟巴宜区布久乡朵当村护林员在

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有火情后，迅速电话上

报；接到报告后，林芝市立即启动处置森林火

灾综合应急预案四级响应，迅速组织林芝市应

急管理局、市森林消防支队、市公安局、市林草

局、市卫健委等 20 家单位赶赴现场，成立现场

救援指挥部，迅速开展扑救工作；在各部门协

调联动、通力合作、科学处置下，灾情火情得到

有效控制，受灾群众安全转移，受伤人员得到

及时有效救治。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应急演练场景模拟

逼真，贴近实战，现场工作紧张有序，应急处置

规范到位，进一步强化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

调联动机制，检验了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

和水平，为有效防范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提供了

依据和参考。

为加强芒康县林草管护力度和防灭火能

力，增强基层应急处突能力，近日，芒康县林

草局结合实际，为各乡镇护林员配发了背负

式灭火水枪、护林员服装等物资，引导护林员

切实加强冬季防灭火工作，扎实做好林草资

源管护。据统计，此次活动覆盖全县 16 个乡

镇 61 个 村 居 、4400 余 名 林 草 管 护 人 员 ，共 发

放背负式灭火水枪、护林员服装等物品近万

个（件）。

近日，江达县森林消防中队联合江达县应

急管理局、县教育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

位，开展了以“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消防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江

达县森林消防中队与消防救援大队进行了防灭火演练，针对应急逃生方法以及对

易燃易爆物品如何实施灭火扑救等进行了重点教育，让群众掌握消防器材使用方

法和初级火灾的应对处置方案。通过扩大宣传，进一步增强了江达县群众日常防

火意识。

在左贡县，森林消防中队的消防员们来到旺达镇东达村，发放森林防火宣传

物品，张贴宣传标语，宣讲森林防火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高了驻地群众森林防火

意识。该中队还组织巡护小分队，深入重点林区开展携装巡护、清理林下可燃物，

及时排查火灾隐患，降低森林火灾风险。

（王祥州 王林铎 张洪 记者 张猛 王珊 谢筱纯 桑邓旺姆）

本报拉萨 11月 13日讯（杨操 记

者 拉巴桑姆）日前，国网西藏超高压

公司拉萨换流站本着“以赛促学、以

赛 促 练 、以 赛 育 人 、展 示 风 采 ”的 宗

旨，开展直流专业线上技能竞赛。

记 者 了 解 到 ，为 做 好 常 态 化 疫

情防控工作，竞赛前，工作人员通过

视 频 会 议 、线 上 授 课 等 方 式 对 参 赛

人 员 进 行 赛 前 培 训 ，确 保 此 次 线 上

技能竞赛顺利开展。本次竞赛分为

个 人 竞 赛 和 团 队 竞 赛 ，竞 赛 面 向 正

负 400 千伏拉萨换流站检修一次班、

检 修 二 次 班 及 运 维 班 ，每 个 班 组 至

少各推荐一支参赛队伍。经过激烈

的角逐，3 名选手和 3 支参赛队伍脱

颖而出。

该公司工会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采用‘线上竞赛+新媒体载体’的形式，

积极营造职工共同成长的氛围，引导

职工向更高的技术水平努力，促进职

工互相交流学习，有力推动人才队伍

建设。”

本报日喀则 11月 13 日电（李晓

云 记者 张一鸣）11 日，西藏藏医药

大学驻定结县陈塘镇莎列村工作队

组织全体村民代表举行了莎列村温

室 集 体 经 济 2022 年 下 半 年 分 红 仪

式。

仪 式 现 场 ，驻 村 工 作 队 通 报 了

莎列村下半年集体经济收支情况及

分配方案，发放分红物品总价值 4.2

万元。

“感谢党的好政策，驻村工作队

帮我们建起了温室大棚，现在我们在

家门口就能工作挣钱，还能拿分红，

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领到分红

的村民达瓦次仁高兴地说。

据悉，2021 年以来，西藏藏医药

大学驻村工作队争取资金 64 万元，为

莎列村修建了三座温室大棚，引导村

民开展生态种植，拓宽增收渠道。截

至目前，该项目总计创收近 10万元。

西藏藏医药大学驻村工作队举行分红仪式

发 展 集 体 经 济 分 红 促 进 增 收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我拥

有了自己的事业，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

养活家人，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了。”芒

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村民齐生感动

地说。

齐生幼时便高位截瘫，让原本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2015 年，齐生一家

迎来希望的曙光，他们家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成为精准扶贫对象。但齐生

并没有就此停止努力，靠着国家的各种

补贴去生活，而是立足自身特长萌生了

创业的想法。

了解这一情况后，芒康县残疾人联

合会替齐生申请了残疾人创业扶持资

金，支持他走上了创业之路——制作火

炉。如今，除了火炉，齐生还会制作长

椅、藏式床等家具，一年有 6万余元的收

入，生活变得十分滋润。

社会救助工作事关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和衣食冷暖。党的十八大以来，芒

康县在中国残疾人服务平台登记持证

人员共 2927 人，其中享受“两项”补贴

2660 人。十年来，共兑现“两项”补贴资

金 2167.96万元。

谈起自己在芒康县特困人员集中

供养服务中心的生活，90 岁的央青老人

感慨道：“在这里吃、住、穿、看病都不用

花钱，民政局每个月还会发补贴，这是

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生活。”

出生在旧西藏的央青老人，无儿无

女。2002 年，芒康县帮达乡党委、政府

把央青纳入“五保老人”（特困人员）；

2015 年，央青老人住进了芒康县特困人

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

在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利民政策

支持下，近年来，芒康县养老服务制度

不断完善，目前全县特困人员共计 448

人（其中集中供养 72 人，分散供养 376

人）。集中供养人员每人每年生活补贴

为 14461 元；分散供养人员每人每年生

活补贴为 7740 元。十年来共兑现生活

补贴资金 2885.07万元。

“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社会爱心人

士的帮助，今天我可能还孤苦无依呢。”

今年 32岁的扎西达瓦说。

扎 西 达 瓦 6 岁 时 成 为 孤 儿 ，在 党

和政府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得

以 继 续 完 成 学 业 。 怀 着 感 恩 之 情 ，

2015 年大学毕业后，扎西达瓦回到了

家乡，成为措瓦乡措瓦村选派支部书

记。为了更好地回报社会，扎西达瓦

经 常 走 访 村 里 的 特 困 人 员 、贫 困 学

生，为他们送去生活物资、文具、衣物

等。

截至今年，芒康县共有孤儿 152名、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共有 45名，收养率达

100%，且补助标准逐年提高，十年来共

兑现生活补助资金 454.45万元。

“ 多 亏 党 和 政 府 还 有 父 老 乡 亲 们

给我送来的‘及时雨’，保住了我的生

命。”芒康县帮达乡加嘎村村民次仁江

措说。

2019 年 ，次 仁 江 措 被 查 出 患 有 慢

性肾功能衰竭，高昂的手术费成了难

题 。 得 知 情 况 后 ，帮 达 乡 党 委 、政 府

和芒康县民政局先后分批下发临时救

助资金 6.5 万元，加嘎村村民捐款 4 万

元 ，解 了 次 仁 江 措 的 燃 眉 之 急 。 同

时，帮达乡还把次仁江措纳入农村低

保“单人保”，让他的基本生活有了保

障。

为 进 一 步 推 进 社 会 救 助 制 度 改

革 ，着 眼 解 决 困 难 群 众 突 发 性 、紧 迫

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问题，芒康县

制 定 了《芒 康 县 临 时 救 助 实 施 细 则》

《芒康县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制度》，目

前，全县共临时救助 13022 人，救助资

金 987.49 万元。

芒康县民政局负责人表示，芒康县

民政局还将持续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

革，把兜底保障网织得更密、编得更牢，

为困难群众托起稳稳的幸福。

芒康县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着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织 密 保 障 网 铺 就 幸 福 路
扎西尼玛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桑邓旺姆

本报拉萨 11 月 13 日讯（记者 晓

勇）日 前 ，记 者 从 自 治 区 图 书 馆 了 解

到，作为承担全区古籍普查与保护工

作的单位，近十年来，自治区古籍保护

中心大力推进全区古籍普查登记、古

籍数字化数据库建设、古籍整理修复

和研究利用、古籍保护队伍培养等工

作，全区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取得实

质性进展，现已基本完成了全区面上

古籍普查任务。

据悉，本着“边普查、边保护”的原

则，近年来，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相关

专业人员走遍了全区 74 个县区上千家

古籍收藏单位和私人收藏户，普查了

上 万 函 古 籍 文 献 并 出 版 了 目 录 和 图

录。截至目前，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

已 基 本 完 成 全 区 各 市 地 约 1160 多 家

（包括 102 个私人）收藏单位及个人的

古籍普查登记任务，普查总量达 1.8 万

余函（十万余册）、制作版本书影 9 万多

幅，305 函古籍成功入选《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

同时，自我区全面开展古籍普查

工 作 以 来 ，国 家 和 自 治 区 先 后 投 入

1189.72 万元古籍普查经费，专项用于

全区古籍工作的普查、修复、人才队伍

建设、普查成果出版、古籍数字化、收

藏单位条件改善、民间珍贵古籍征购

等方面，为顺利开展全区古籍保护工

作提供了保障。

为满足城市运行和群众必需物资

的转运配送需求，连日来，拉萨市快递

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有序

复工复产，截至目前，邮政、京东、圆通

等快递企业已恢复运营。

图为圆通快递的工作人员在分拣

包裹。 本报记者 洛桑 摄

全区面上古籍普查任务基本完成

快递企业

复工复产

（上接第一版）

格桑昂久今年也是 19 岁，相比父

亲当年的勇敢抉择，他的生活显得轻

松又惬意。高考结束后，他就和同学

们在拉萨看电影，在那曲踢球，在网

上聊天，就是在草原上待不住。

“唉，我退伍后就回到安多干各

种工作，后来成了一个老驾驶员，但

归根到底还是个草原人。现在的孩

子们太幸福了，方方面面条件都太好

了，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吧，反正现

在用手机视频也很方便！”巴旦的手

机里全是两个儿子在外地的照片和

视频，他每天都要翻看好几遍。

这些年，巴旦把所有收入都用来

资助亲戚朋友的孩子上学，一听到有

孩子不愿上学或因生活困难上不了

学，他就去劝解帮忙；一听到有孩子

考 上 理 想 的 学 校 ，他 就 送 上 真 诚 祝

福，顺便聊聊那个学校所在的遥远而

亲切的城市。

上海，北京，杭州，成都……一个

个城市承载着藏北学子的青春与梦

想，寄托着无数父母省吃俭用、努力

工作的动力和期盼，也是巴旦每天遥

想和眺望的远方。

11 月 初 ，藏 北 草 原 的 草 已 经 苍

黄，有时会连着下几天的雪。因为疫

情原因，格桑昂久只能独自去南京报

到上学，这让一直想送孩子去南京的

巴旦有些失落。

黄昏时分，他走到安多县城外的一

处山坡，顺着车流，向远方望去。33年

前，他的母亲也曾站在家门口的申格里

贡山上眺望他当兵的地方。如今，儿子

去了远方，老母亲在家等他吃饭。

“没事的，草原黄了总会变绿，孩

子总要长大。”巴旦望着远方喃喃自

语，他知道，孩子们的未来比藏北草

原更广阔。

（上接第一版）

在安多县消防救援大队工作 13年的

消防“老兵”简海江最近一直在认真学习

党的二十大报告，他告诉记者：“十年来，

西藏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十年前，我们的‘凿冰班’用凿

冰取水的方式让老百姓有水吃；十年后

的今天，得益于农牧民饮水工程，这里的

老百姓用上了干净卫生的水。”

据了解，自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

来，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将学习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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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各级

消防救援队伍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真功、用实劲，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近日，加查县政协以举办培训为契

机，为全县区市县三级政协委员送上了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学 习 大 礼

包”。加查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普琼

说：“‘学习大礼包’里不仅有党的二十

大报告原文、中央和区党委关于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有关部署文件，还

有专家学者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各

类理论文章。我们将全面准确学习领

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提高自身理论

素 养 和 能 力 水 平 ，进 一 步 增 强 履 职 本

领，提高建言质量。”

（记者 王杰学 王香香 次珍 陈林

刘枫 永青 达珍）

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 在知行合一上见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