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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1 月 19 日讯（记者 丹

增平措）根据区党委安排，18 日，向各

族各界代表人士传达党的二十大精神

通报会在区党委统战部召开。区党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嘎玛泽登出席并讲

话，区政协副主席索朗仁增主持。

嘎玛泽登指出，党的二十大是在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关 键 时 刻 召 开 的 一 次 十 分 重 要 的 大

会。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主题

鲜 明 、立 意 高 远 、气 势 恢 宏 、催 人 奋

进。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

任务，按照区党委十届三次全会部署

要求，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统战领

域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携手共同谱写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西藏篇章。

嘎玛泽登强调，要以党的二十大

精 神 武 装 头 脑 、指 导 实 践 ，坚 定 不 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切 实 增 强 奋 进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的 坚 定

决心。要坚定政治立场，发扬爱国进

步 的 优 良 传 统 ，始 终 做 到 顾 全 大 局 、

珍视团结、维护稳定。要抓好学用结

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 ，聚 焦“ 四 件 大 事 ”、聚 力“ 四 个 创

建”，发挥界别优势、广泛凝聚合力。

要深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发挥示

范引领，推动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

族和睦。

会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畅谈了

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体会。

嘎玛泽登在向各族各界代表人士

传达党的二十大精神通报会上强调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统战领域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携手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篇章

索朗仁增主持

近年来，日喀则市萨嘎县拉藏乡久嘎村紧扣村情实际，立足本地优势，选准发展路子，坚持“党支部+合作社+

牧民”的经营管理模式，促进牧民“抱团致富”。该村的吉拉牦牛养殖繁育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 87 户 322 人；存栏

牦牛 1831 头、绵羊 2143 只、山羊 675 只。11 月 18 日，该合作社举行了 2022 年度第一次分红，共发放价值 42.6 万元

的物资。

图为合作社员工正在挤羊奶。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加入合作社
走上致富路

本报拉萨 11 月 19 日讯（记 者

央金）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的基础上，近期，林周县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恢复正常工

作秩序，商超、餐馆、药店等市场经

营主体复商复市，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项

目、2021 年公共住房租赁项目等重

点项目复工复产。截至目前，林周

县 复 工 复 产 、复 商 复 市 率 达 到 90%

以上。

“疫情防控成果来之不易，我们

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防疫规定。自

恢复营业以来，前来购物的顾客一天

比一天多，营业额也不断增加。为了

确保大家购物安全，店里准备了一次

性医用口罩，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顾

客。”林周县甘曲路一家服装店老板

郑秀真告诉记者。

据了解，自 9 月 5 日起，林周县

按照分区分级差异化管控原则，有

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目前，

已复商复市的市场经营主体有 600

余家。

林 周 县 复 工 复 产 率 达 到 90%以 上
本报泽当 11 月

19 日电（通 讯 员 曲

杰 记 者 李梅英）近

日，琼结县整县屋顶

分 布 式 光 伏 项 目 开

工 仪 式 举 行 。 该 项

目是自治区首批 9 个

整 县（区）屋 顶 分 布

式 光 伏 开 发 试 点 项

目之一，也是全区第

一 个 开 工 建 设 的 整

县 屋 顶 分 布 式 光 伏

项目。

项目建成后，可

为 琼 结 县 年 均 提 供

清洁能源电力约 182

万度，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 1500 吨，也将

进 一 步 助 推 琼 结 县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据了解，自治区

首批 9 个整县（区）屋

顶 分 布 式 光 伏 开 发

试 点 地 区 分 别 为 琼

结 县 、革 吉 县 、萨 嘎

县 、吉 隆 县 、昌 都 经

济技术开发区、拉萨

市堆龙德庆区、尼木

县 、工 布 江 达 县 、聂

荣 县 。 项 目 总 投 资

约 650 万 元 ，由 华 能

西 藏 雅 鲁 藏 布 江 水

电 开 发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投 资 建 设 。 项 目

采 用“ 自 发 自 用 ，余

电 上 网 ”的 模 式 ，设

计 年 均 利 用 小 时 数

1313.5 小 时 、运 行 期

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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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拉萨，沐浴着明灿清澈的阳光。南山公园

绿树成行，游人或悠然徜徉，或端起相机，将对面的布

达拉宫收入镜头。

“能想到吗，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秃岭？”与

记者同行的西藏自治区林草局副局长胡志广说，“现

在你看到的树，全是咱当地人一棵棵种出来的！”

雪域高原，给树木生长带来严峻考验。环抱拉萨

城的南北山，常年草木不生。

推窗见绿的日子，谁不爱呢？拉萨人“遍植青绿，

成就青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并化为行动。

2012 年，高海拔植树造林试点在南山启动；2015

年，“绿色围城”工程逐步开展；2018 年，与南山遥遥相

对的北山也开始绿化行动……

“南山植树的成功，为荒山披上绿衣，实现了海拔

3900 米以上半干旱地区人工造林‘零的突破’，储备了

技术、经验，给了我们很大信心。”胡志广介绍，10 年

来，林业部门已筛选出高山柳、油松、樟子松等 30 多种

适宜栽种的树种，并取得了山地造林环境调控、耐寒

树种筛选等科研突破。

2021 年，西藏有史以来最大的营造林建设工程

——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按照总体规划，

到 2030 年，拉萨河流域的 9 个县（区）、35 个乡镇（街

道），将完成营造林 206.72万亩。

胡志广难抑激动：“5 年增绿山川、10 年绿满拉萨，

为了这个目标，全拉萨都行动起来了。”

下午，当我们来到位于北山的植树现场，方知此

言不虚。

重岩叠垒的山坡上，满是正在奋战的“植树大军”。

挥锹挖坑、栽植树苗、平整踩实、提水浇灌……一棵棵绿

色的希望，在他们手中扎根大地。他们中有劳务工人，有

各单位干部职工，也有不少“为扮绿家园而来”的志愿者。

人群身后，一支马队驮着树苗、工具，踩着悦耳的

铃铛声向山上走来。

“这是我们的‘特殊工作队’——马帮！遇到山高

坡陡、车开不到跟前的路段，就靠马驮人扛把物资送

上山。”胡志广介绍。

“水随林走、电随水走”。高山植树，水电供应是

必须攻克的难关。

灌 溉 荒 山 ，光 靠 地 表 水 还 不 够 ，需 要 提 取 地 下

水。在达孜区白纳片区一级泵站施工现场，我们看

到，几台挖掘机正挥动长臂，修建绿化提水配套工程；

在纳金山一号片区，工人们争分夺秒提前完成供电保

障工程，为浇灌树苗提供充足电力……

看着眼前的漫山翠色，刚栽好一棵小苗的市民拉

姆擦了把汗，满脸喜色地说：“看着拉萨越来越绿，心

里感到特别滋润！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才叫幸福。”

“等到南北山绿化工程全部完成后，拉萨春有花、

夏有荫、秋有彩、冬有绿，相当于多了 600 个南山公

园！”胡志广充满信心地说。

一阵满含喜悦与希望的笑声，从绿意盎然的林间

飞起……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2年 11月 06日 04版）

拉萨南北山—

接 力 植 树 荒 山 披 绿
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 尕玛多吉

本报昌都11月 19日电（记者 桑

邓旺姆）日前，芒康县卫健委牵头组织

县人民医院、县藏医院、县疾控中心开

展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健康义诊暖人

心”活动，为基层群众送去义诊服务。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芒康县昂

多乡群众开展了超声波、心电图、血生

化、测量血压、传统藏医体检等项目检

查，并针对常见病、慢性病的科学预防

进行了相关讲解。同时，针对到场群

众的实际情况，免费发放部分药品，细

心叮嘱大家日常需要注意的事项。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有 13 位医

护人员参加，免费发放了价值 3600

余元的药品，惠及群众 100余人。

芒康县卫健委

组 织 健 康 义 诊 服 务 基 层 群 众

近日，驻藏某部采取灵活多

样的形式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掀起学习热潮。考虑到部分哨

点官兵站岗执勤的实际情况，该

部开展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入哨

点”活动，选派宣讲骨干到各个

哨点为官兵进行专门宣讲，确保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一个

不落。

左图：宣讲骨干为哨点官兵

开展宣讲。 唐晓光 摄

11月 18日，当地气温已降至零下 12度。在海拔 3852米

的日喀则西站货场内，一列列货运列车进场停靠，一个忙碌

的身影闪动在列车间，不时记录着列车的状况。他叫田超，

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日喀则西站的一名“90后”货运值班员。

“一列货物列车自进站到卸完货物至少需要 5 个小时，

列车在站内停多久，我们货运员就要跟着忙活多久。特别

是一些细节工作容不得大意马虎，比如卸空后的货车送回

前要检查每一节车厢车门的关闭状态，车门捆绑不牢固、

残留物清理不到位等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提

起自己的工作，平时腼腆的田超却有说不完的话。

日喀则西站是拉日铁路沿线的一个三等车站，主要负

责拉萨至日喀则两地间的货物运输工作。田超要对车站

现场作业进行协调指挥，做好车站货运工作中对货位、取

送车、配空车等各环节的衔接，还需要对集装箱、专特运等

重点物资运输进行现场指导。

今年 30 岁的田超大学毕业就来到高原从事货运员的

工作。2014 年日喀则西站开通前，田超主动申请来到拉日

铁路工作。通过勤奋学习，他从初出茅庐的“萌新小白”成

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大拿”，负责车站货运班组的整体工

作，同时也见证了拉日铁路的发展变化。

“拉日铁路是西藏铁路网承东启西的一条重要干线。

我在日喀则西站工作这么多年，看到货运品类逐年增多，

运量也逐年增长，拉日铁路通畅运行，为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很大贡献。”田超说。

今年 8 月以来，日喀则西站承担疫情防控期间生活物

资的运输任务，田超和班组的年轻人主动加入保供队伍，

确保物资第一时间转运。同时，他们还克服人员紧张、任

务繁重等困难，由货运员变身“大白”参与防疫工作，承担

起站区的核酸检测等任务。

据了解，今年以来，截至 11月 17日，日喀则西站累计到

达货物量 17.2 万吨，累计发送货物量 1.76 万吨，包括钢铁、

建材、米面油、饮食品等民生物资。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像

田超一样坚守的工作人员的付出，他们扎根高原、奋斗圆

梦，守护着拉日铁路的安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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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1 月 19 日讯（记者 李

梅英）近日，我区及时落实中央金融政

策，对 2022 年第四季度到期的因疫情

影响暂时遇困的小微企业贷款（含个

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

按市场化原则办理延期还本付息，延

期贷款正常计息、免收罚息，还本付息

日期最长可延期至 2023年 6月 30日。

据悉，今年，我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累

计办理延期还本付息金额 148.2亿元，其

中，疫情期间累计为 1070家受困行业企

业的54.3亿元贷款提供延期支持。

今年以来，为全力保障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受困行业企业、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人民银行拉

萨中心支行组织全区人民银行各地市

（口岸）中心支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发

布关于疫情期间银行业差异化延期还

款 服 务 公 告 ，公 开 政 策 内 容 、申 请 流

程、征信记录变更等事项，主动联系企

业、宣传延期政策，落实“应延尽延”，

提供展期、借新还旧、调整还款计划或

续贷等支持，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保障企业生存能力。

我区积极落实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最长可延期至2023年 6月 30日

本报拉萨 11 月 19 日讯（记者 史

金茹）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了解

到，今年以来，我区多措并举、精准发

力，全面深化细化实化保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各相关部

门和各地市围绕产业链供应链领域优

势较明显、影响力较大、带动性较强的

行业重点企业，加强风险常态化监测，

及时掌握变化动态；建立全区经济运

行分析调度制度、重点项目调度制度、

包保项目调度制度、能源保供专班制

度，确保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确保全区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各包保

负责领导改进作风狠抓落实，高位推

动重大项目建设，各专班服务单位具

体抓落实。目前，全区 22 个重大项目

进展顺利。

按照相关部署，我区建立了能源

保供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区各并

网 电 厂 发 电 机 组 未 出 现“ 非 计 划 停

机”、全网未实施“有序用电”，油气煤

供应正常，没有出现断供情况。建立

煤电油气调度机制，迎峰度冬期间，将

实行企业日调度、行业周调度、专班半

月调度机制，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疫情发生后，我区严格按照新冠

肺炎疫情防治工作预案、全面落实保

供稳价各项工作，从调度情况看，全区

粮食、蔬菜、禽蛋、副食品、成品油、天

然气等物资供应充足，市场价格稳定，

为全区疫情防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区多渠道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