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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标语
坚持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我以前在拉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很少能回家看

爸妈。现在我就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上班，回家很方便，

也能照顾父母，家人都很满意我现在的工作。”昌都市洛

隆县腊久乡八美村村民仁青群培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系着经

济大局。近年来，昌都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着眼就业大局、稳定就业大势，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劳动力区域分布更加合理，劳动者技能水平更符合社

会需求，新职业方兴未艾，群众有了更多就业选择的空

间……

通过所学带动乡亲增收致富，是昌都市察雅县大

学生斯多次仁过去最大的心愿。

2018 年大学毕业后，斯多次仁决定回到家乡开启

创业之路。乘着“双创”的东风，斯多次仁成功申请到

了 10 万元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创业启动资金，并于 2018

年注册了西藏这一刻婚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几

年的发展，公司从最初的两人发展到了现在的近十人。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关怀下，我们的业务从

之前单纯的婚纱摄影逐渐拓宽到活动跟拍、旅拍摄影、

还有新媒体运营、短视频制作等多个领域。”斯多次仁

说。

为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投身市场就业大潮、勇立

创业创新潮头，昌都市人社局坚持市场就业导向、广泛

拓展就业渠道、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强化创业带

动作用，多渠道支持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从

2012年的不足 1000人发展到 2022年的 4695人。

为拓宽就业渠道，昌都市人社局依托援昌省市、对

口支援中央企业岗位、资金优势，助力 600 余名昌都籍

高校毕业生实现区外就业。

今年 2 月，年仅 24 岁的芒康县青年青珠怀揣梦想

来到福建省福州市，在台江区环境卫生中心开启了人

生新旅程。

“昌都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为我买了去福州的机票，

福州市台江区环境卫生中心派车接我到单位，我什么

都不用操心，真的特别感谢昌都市人社局和福州市台

江区的工作人员。”回忆起去福州工作的过程，青珠满

是感激。

从刚到这里的不适应，到现在偶尔三五好友聚会，

听得懂部分福州话，青珠正在渐渐融入这座城市。“海

拔低了，但对自身要求的标准不能降低。我一定会不

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在完成好工作任务的同时，为

两地之间的交流合作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青珠说。

此外，昌都市人社局还不断加强劳务品牌建设，形

成了江达波罗木刻师、卡若唐卡绘画师等一批具有地

域特色、行业特征、技能特点的劳务品牌，让手持“就业

名片”的群众成了就业创业市场上的“香饽饽”。

“我父亲是唐卡传承人，带出了五百多名弟子，我

母亲是波罗木刻第三代传承人之女。从小在唐卡绘画

与木刻技艺文化的熏陶下，我对本地传统文化有着浓

厚的兴趣。”江达县的索郎扎西说。

2019 年 5 月，在江达县人社局的帮助下，索郎扎西

创立了西藏苯巴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主营文化设

计、美术图案设计、唐卡绘画设计、室内装饰等业务。

“目前，我开始尝试其他文创产品的开发与设计，比如

藏式抱枕、藏式杯子、藏式门帘、藏式挂毯等。对于公

司的未来，我信心满满。”索郎扎西说。

就业托举着百姓的幸福梦。昌都市人社局副局长

宋斌表示，近年来，昌都市人社局多举措缓解结构性就

业矛盾，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体系，常态化搭建

“线上线下”招聘对接平台，全市就业总量和规模不断

扩大，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5%以上，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年均保持在 5000 人以上，农牧区富余

劳动力转移就业年均 12万人。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的道路上，就业工作永远没有终点。我们将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区党委十届三次全会精

神，继续抢抓机遇、迎难而上，为进一步推动全市稳就

业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贡献力量。”宋斌说。

昌都市拓展就业渠道、打造“就业名片”，扎实推进稳就业工作—

托举千家万户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 万慧

本报拉萨 11月 26日讯（记者 冯

骥）25 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严金海赴自治区文化厅宣讲党的二

十大精神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安排要求，坚

定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 人 、兴 文 化 、展 形 象 ，讲 好 西 藏 故

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

藏汇聚磅礴力量。

肖友才一同调研。

严金海来到产业发展与资源开

发处、艺术处、公共服务处，详细了解

产业发展、文艺创作和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等情况。他说，西藏文化是中华

文化和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明

珠。广大文化工作者责任不一般，希

望大家学懂、弄通、做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继续抓好文化工作，守阵地、出

精品，抓保护、促传承，兴产业、惠民

生，亮品牌、促交流。

座谈时，严金海强调，要学精神、

担使命、作表率，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定，

贯彻落实区党委部署，学在前、悟在

前、做在前。要学成就、爱核心、颂党

恩，把学习宣传 5 年非凡成就和 10 年

伟大变革与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紧密

结合起来，善于用“小切口”反映“大主

题”、用“小数据”展现“大变化”、用“小

故事”讲述“大道理”，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更加忠诚捍卫“两个确立”、更加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学思想、固根

本、增自信，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继续实施好“润心工程”，把理论

的丰富内涵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阐释

好，让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要学使

命、明目标、善转化，创作一批文艺精

品，推出一批活化传承、创新利用的文

化精品，打造一批面向基层的先进文

艺队、先进文艺工作者、先进文艺作

品、先进文艺阵地，发展一批农、商、

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产品新业态，

培育一批“数字+文化”的产业园区、龙

头企业和示范产品，建设一批新时代

西藏与祖国兄弟省份的文化双向交流

的创新载体，开展一批彰显中华文化

自信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要

学斗志、促团结、聚人心，抓深抓细抓

实“管脑子”工作，主动参与“树立农牧

民新风貌”行动等。要学先进、改作

风、抓落实，履行好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锤炼党性铸忠诚，怀德自重守底

线，提质赋能强队伍，严明纪律树新

风，为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提供坚强

有力的政治保证。

严金海赴区文化厅宣讲党的二十大
精神并调研时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唱响“主旋律”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汇聚磅礴力量

城乡经济飞速发展、民生工程硕果累累、群众幸

福指数节节攀升……一份份优异答卷、一个个发展变

化的背后，凝聚着比如县基层党建工作迸发出的磅礴

力量。

近年来，比如县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推进党的建设质量整体提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党组织的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奋力谱

写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篇章，党建工作呈现与时俱

进、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把牢政治方向 夯实思想根基

去年 5月，比如县组织 30名基层党支部书记、30名

新任村（居）干部分批次赴延安干部培训学院梁家河分

院学习，通过现场教学、体验教学、场景教学，追寻红色

足迹、触摸红色历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在延安学习时，我对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筚路

蓝缕的艰辛历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矢

志不渝、始终如一的初心使命感悟更深了，从百年党

史中汲取了更强劲的奋进力量。”羊秀乡迟塔村党支

部书记旦培说。

组织党员干部赴延安学习只是比如县加强基层

党建工作的一个举措。比如县委把抓好党史学习教

育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重要抓手、推进党的思想

建设的重要举措。2021 年，全县组织县直机关干部集

中观看党史学习网络讲座 6 次，各级各部门累计开展

党史集中学习 492场次、宣讲 539场次。

比如县坚持“立根铸魂补钙”，认真落实“三会一

课”、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民主评议

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 （下转第三版）

本报拉萨 11月 26日讯（记者 李

梅英）日前，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

悉，拉萨市获批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填补了西藏没有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的空白。

中国（拉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的建设将发挥拉萨在南亚和

东南亚开放合作、“一带一路”区域经

济发展及体制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构

建立足南亚、东南亚，面向全球的跨

境电子商务基地。

据悉，到 2025 年，拉萨将引进培

育 2至 3家跨境电商龙头企业，逐步建

成具有拉萨特色的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促进拉萨市和全区贸易高质量

发展。

近年来，跨境电商成为“一带一

路”建设重要落脚点，打开了供给侧

改革新通道。设立中国（拉萨）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将以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的管理和政策优势，

吸引更多国内外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聚集发展，加快构建与南亚等国家的

跨境电子商务合作体系等，有利于带

动我区外贸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得益于国家和自治区大力部署，

拉萨拥有与南亚国家开展跨境电子商

务的独特优势。到“十三五”末，我区

有包含拉萨航空口岸在内的 5 个已开

放的国际或双边性口岸，1个国家级开

发区和 1个综合保税区。2021年底，拉

萨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正式纳入“十

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拉

萨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物流通道初步形

成。这些都为中国（拉萨）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的建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拉萨市获批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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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那县，过上好日子的门巴族群众自愿加入巡边队伍——

深 怀 感 恩 心 走 好 巡 边 路
本报记者 刘枫 本报通讯员 赵欣欣

在雅鲁藏布江北岸的西藏山南段，一栋栋智

能温室里，红彤彤的草莓、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

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别看现在这样，5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沙荒

地。”西藏江平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次旺仁增说道。

如他所说，雅鲁藏布江北岸是山南市严重沙

化土地的集中分布区。上世纪 80 年代，山南市开

始建设雅江防护林，治理风沙，建设百里生态走

廊。“十三五”时期以来，在防沙治沙的基础上，山

南市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等生态特色产业，打

造百亿产业长廊。如今，山南市的生态环境得到

有效改善，生态产业蓬勃发展，一幅环境优美、产

业兴旺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高原沙地变绿洲

冬日暖阳里，在山南市贡嘎县森布日村极高

海拔生态搬迁安置点的后山上，一棵棵松树挺拔

苍翠。2020 年起，中交上航局水利公司承建了该

区域的生态修复及沙化土地治理工程。当年就完

成绿化造林 2.8万亩。

本着“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的治理原则，项目

团队按照不同地貌和特点，根据土地沙化及草原

退化严重程度选用了 14 种抗旱耐寒的乔、灌木及

6种草种分区域进行治理。 （下转第二版）

西藏山南—

植 绿 ，在 雅 鲁 藏 布 江 北 岸
经济日报记者 代玲

为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连日来，我区各地建设项目加快

复工复产，推动如期完成任务。

图为紧张施工中的林周县数字产

业发展中心大楼项目建设现场（无人机

照片）。 本报记者 潘多 摄

加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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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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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南市错那县勒门巴民族乡（以

下简称勒乡），有着一支由农牧民组成

的边境巡逻队，无论夏雨冬雪，还是清

晨傍晚，在边境深处总能看到他们巡逻

的身影。当地的门巴族群众说：“他们

每天都会去巡边，有他们在，我们心里

特别踏实。”

11 月的清晨，天气已颇为寒冷，勒

乡的巡边队员们都裹上了厚厚的外套，

像往常一样，又一次踏上了巡边路。

勒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深山

沟谷之中，全乡有农牧民 56 户 151 人。

近些年，在党的好政策下，家家户户住

上了设施齐全、宽敞明亮的门巴特色新

居，乡亲们开家庭旅馆、种高山茶叶，吃

上了“旅游饭”，过上了好日子。对党和

祖国，他们都深怀一颗感恩的心。加入

巡边队、维护边境稳定，成了当地群众

引以为荣的事情。

目前，勒乡巡边队有 25 名队员，最

小的 18 岁，最大的将近 60 岁，全都是地

地道道的农牧民。

“我们都是自愿加入巡边队的。”勒

乡巡边队队长旦增加措深知边境稳固

的极端重要性。“边境地区是国家的安

全屏障，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

的平安。我们巡边队每天轮班巡逻，就

是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守护好自己

的家园。”旦增加措自豪地说

每一次巡边，总有一名队员会主动

扛起一面五星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

其他队员手拿小国旗跟在后面，队伍齐

整、依次前进。

旦 增 加 措 说 ：“ 国 旗 连 着 我 们 的

‘根’，有国旗在，我们巡边有底气。而

且，我们走到哪里，就要把国旗插到哪

里。”

山陡林密、小路泥泞，穿梭于丛林

之间，每位队员还会随身带着砍刀，既

能清除杂草、劈开荆棘，还可以抵御野

猪、狗熊等野兽的攻击。

巡边的羊肠小道非常湿滑，许多路

段都紧邻悬崖，仅容一人通行，十分危

险。但队员们的步伐却十分稳健，哪里

有一条沟，哪里有一个坡，哪里是曾经

风餐露宿的地方，队员们都十分清楚。

日积月累的巡边经验，让他们对这里的

每一片土地都摸得明明白白。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