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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向心力 画好同心圆
本报记者 王雨霏

1 月 13 日上午，自治区

十 二 届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在 拉

萨 开 幕 。 来 自 全 区 各 地 的

人大代表汇聚一堂，共谋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计。

图 为 人 大 代 表 认 真 听

取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白玛泽旺 摄

德庆玉珍委员：

让公益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本报记者 晓勇

“藏东明珠”昌都，有藏族、汉族、

纳西族、侗族、苗族、黎族、白族、土家

族、瑶族、布依族等多个民族兄弟姐

妹，共同生活在这片热土之上。

2021 年 1 月 19 日，国家民委发布

了关于命名昌都市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市”的决定。该《决定》指出，

昌都市的生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符

合实际、群众认可、富有西藏特点的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之路，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和宝贵经验。

自治区政协委员、昌都市宗教事

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公秋次仁介绍

说，近年来，昌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坚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着

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作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昌都的重

要任务，着力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

截至 2022 年底，昌都市创建完成国家

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1 个、县（区）1

个、乡镇 2个、村居 1个、学校 1个、宗教

活动场所 1个，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单位 20 个，自治区级教育基地 2

个，市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 1270

个。

公秋次仁表示：“自治区第十次党

代会指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

国前列。2023 年，我们将坚持以‘四个

创建、四个走在前列’奋斗目标为抓

手，按照创建规划‘两个 85%’目标要

求，大力实施模范区创建‘四大工程’

‘六项行动’，进一步总结和提炼好的

做法和经验，切实加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点建设。”

昌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

位于澜沧江畔，这里纳西族、藏族、汉

族和睦相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故事广为流传。

自治区人大代表、昌都市芒康县

纳西村团支部书记仁青措珍说：“近年

来，纳西村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通

过设置建筑围栏、悬挂横幅、绘制民族

团结墙体宣传画等形式进行‘入眼’宣

传，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

想基础。”

“自治区党委十届三次全会指出，

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确保国家

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努力做到民

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今后，我们

将以更加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更加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增强全体村

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

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切实

巩固民族团结稳固、社会和谐进步的良

好局面。”仁青措珍说。

近年来，左贡县聚力民族团结进

步 模 范 县 创 建 ，取 得 了“ 全 县 9 个 乡

（镇）创建为市级模范乡（镇），62 家县

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创建为市级模范

单位，创建率分别为 90%、75%”的良好

成绩。

自治区人大代表、昌都市左贡县

委副书记、县长格桑说：“下一步，左贡

县将贯彻落实好区党委十届三次全会

精神，深入持久地开展党的民族理论、

民族政策和国家民族法律法规宣传教

育，积极选树先进模范典型，营造比学

赶超氛围；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

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

步完善创建工作机制，强化县级各有

关部门和乡镇党委、政府主体责任，推

动更广范围、更大力度开展模范县创

建工作。”

“民族团结教育并不是一节课、一

次活动、一次学习就可以完成的，它是

一项长期的工作，只有把民族教育工

作深入到学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

去，才能让民族团结教育‘润物无声，

暗香永留’。”自治区人大代表、昌都市

卡若区第二小学教务处主任张霞说。

张霞表示，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的重要思想、自治区党委十届三次全

会精神，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一主线，大力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教育活动，为着力创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贡献力量。

昌都儿女共奋斗 “藏东明珠”更耀眼
本报记者 万慧

“深化‘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推

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向更大范围、更

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紧紧抓住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

入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

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就我区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的部署让自治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以及全区各族干部群众

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对此，大家畅所

欲言，提出了更好凝聚向心力、画好同

心圆的想法和打算。

自治区人大代表，昌都市江达县

委副书记、县长张原松说：“政府工作

报告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做好民族工作作出部署要求。近

年来，江达县始终坚持党的民族工作

方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战略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来抓，

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制定方案制度、实

地督导考评、构建宣传平台、丰富创建

载体、树立先进典型等一系列有效措

施，形成了人人‘讲团结、讲稳定、讲发

展，为民族团结作贡献’的浓厚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

利于’要求，继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摆在各项工作中统筹谋划，毫

不放松抓好保稳定、强发展、促和谐各

项工作，办好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的

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

全感更有保障。”

“作为一名新当选的自治区政协

委员，我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

悟，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履职

尽责，为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增进民族团结作出应有贡献。”自

治区政协委员、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昊说。

作为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西

藏生活着藏、汉、回、珞巴、门巴等 40多

个民族。多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紧

紧围绕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这

个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坚定不

移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得到全面加

强，“五个认同”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交

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加强。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又再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充分体现了自治区党委、

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

自治区纪委监委宣传部干部续广

宇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

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提

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在西藏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更为重大，是

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只有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更好建设西藏

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推动民族

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才能实现习

近平总书记‘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

伟大复兴梦想’的殷殷重托。下一步，

我将用自身的实际行动，为促进各民

族兄弟姐妹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夯

实基础贡献绵薄之力。”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有形有感

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创建，

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促进交往交流

交融。”山南市乃东区昌珠寺管会干部

顿珠表示，在长期工作中，他深刻感受

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

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进西藏长治久

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顿珠

说，“作为昌珠寺管会干部、昌珠寺讲

解员，今后我将在寺管会干部、僧人及

群众中继续宣传好民族团结政策，充

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讲好民族团

结故事，做一名民族团结的宣传者和

实践者。”

“政府工作报告为我们做好下一

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

们将结合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组织编印民

族团结知识提纲、开展学习答题，将民

族团结工作融入企业文化活动，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牢固树立民族团结

意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平台，广泛

宣传报道民族团结工作典型做法和先

进事迹，营造浓厚舆论氛围。”青藏集

团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俊表示，

“我们还将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

的青藏铁路精神，持续打造‘天路格桑

花’高原铁路服务品牌，不断提高服务

水平，努力提升服务青藏两省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培养少数民族

干部职工，加强关心关爱，切实解决少

数民族干部职工最关心的难点问题，

不断巩固和增强各民族团结和谐的良

好氛围，为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发挥

积极作用。”

自 2013 年起，大型实景剧《文

成公主》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五湖

四海的观众，星空下的史诗大剧

还原大唐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

赞干布和亲的历史画面，吟唱着

民族团结的动人曲调。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

全区各族儿女携手走过了波澜壮

阔的奋斗历程，从首府拉萨到藏东

峡谷，从“雪域江南”到羌塘草原，

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已成

为全区各族人民的共识。

自治区人大代表，当雄县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边巴扎

西说，“当雄县积极营造各民族相

互交融的社会环境，引导各族群

众交得了心、结得成姻，让民族团

结 进 步 走 进 群 众 日 常 生 活 ，藏 、

汉、回、蒙、壮、土、满、苗、侗、布依

等多民族和睦共处，亲如一家。”

如今的当雄县，家家户户住

上了舒适、美观的房子，村里不仅

通了水电网气，有的家庭还装有

空调等现代化电器，生活条件大

大改善。农牧民群众每家屋顶上

都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他们说，

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党的好政

策，离不开兄弟省市的无私援助，

大家一定会爱护民族团结，多说

民族团结的话，多做民族团结的

事，用心维护民族团结大好局面。

千百年来，西藏多个民族在

雪域高原上生息繁衍、共同生活，

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形成了水乳交

融局面。

作为十八军战士的后代，新

当选的自治区政协委员、《西藏青

年 报》编 辑 刘 俊 涛 对 此 深 有 感

触。跟随父辈足迹入藏的刘俊涛

自幼在拉萨长大，身为“藏二代”

的他能熟练用藏语和藏族朋友沟

通，生活、工作等方面也已经完全

融入当地生活。

“《西藏青年报》的办报理念是

‘做党团的喉舌、青年的益友’，这

里的青年指的是全区各族青年，乃

至全国各族青年。在我看来，一份

好的报纸是一定要编出团结、编出

方向的。”刘俊涛介绍，自己身边有

不少藏汉青年喜结连理的家庭，周

围民族团结的结晶越来越多，每每

想起都让自己觉得无比温暖。

刘俊涛说：“西藏各族青年必

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头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民族团结进

步才能走在全国前列，民族团结这

朵格桑花才能常盛长开。”

奏响民族团结进步和谐曲
本报记者 卢文静

贡日门巴民族乡位于山南市

错那县境内，是我区较少数民族

乡之一，全乡 61 户 169 人。该乡党

委副书记、乡长斗卓玛自 2018 年

任职以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团结带领全乡各族干部群众全力

推动边境小康村建设，水电路讯

网等工程一体推进，被当地各族

群众亲切地称之为“门隅之花”。

“2022 年，我们先后开展结对

帮扶 4 轮，消费帮扶共计 8000 元。

开 展 了 常 态 化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工

作，落实错那县人居环境整治相

关规定，拆除和整治旧房危房 23

栋，专项实施公路沿线卫生整治

行动。”斗卓玛代表介绍说。

2022 年，贡日门巴民族乡坚

持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立足

点，通过整合使用强基惠民经费，

为两村新增市区商铺、大型装载

机等产业，各村年集体经济收入

增加 3 万元；优化斯木村苦荞加工

合作社发展模式，推动合作社产

品市场化，实现群众分红近 10 万

元，带动群众就业 210 人次；充分

利用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

打 造 勒 布 沟 国 家 级 风 景 名 胜 区

“门面”，发展民宿 52 家，实现旅游

创收 20余万元。

去年疫情期间，全乡干部群

众同心协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前为全县实

现疫情“零感染”贡献力量。

2022 年，贡日门巴民族乡农

牧民人均收入达到 24626 元，同比

增长实现 14%以上，年度转移就业

率达到 100%，农牧民工资性收入

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 37.66%，脱

贫户人均纯收入达 20873.35 元，年

增长率达 14.55%，较好地完成了

各项经济指标。

斗卓玛代表说：“贡日门巴民

族乡人口不算多，但是有藏、汉、

门巴等各民族，在日常工作生活

中各民族能相互尊重、相互帮助，

共同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斗卓玛代表：

“门隅之花”绚丽绽放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今年是西藏两会换届之年，

代表委员中，多了很多年轻的新

面孔。德庆玉珍就是其中之一，

她是拉萨海雕视角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创始人。她还有多重身份：

西藏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监事

长、拉萨市第四届青年联合会委

员、自治区未成年犯管教所特邀

执法监督员、西藏堆龙德庆区强

制隔离戒毒所社会矫正专家。

在成为新一届西藏自治区政

协委员后，德庆玉珍坦言自己感

到 责 任 重 大 ：“ 未 来 将 在 一 个 更

高、更大的平台上，为弱势群体和

困难群众发声，并努力为社会提

供更多服务。”

去年，德庆玉珍和她的团队

成员作为第三方，参与到拉萨市

12 个社工站的建设工作中。持续

入户走访，深入了解处于困难状

态的群众，并通过建立数据系统，

实 时 了 解 这 部 分 群 众 的 动 态 变

化。她说：“很想对这部分群众进

行更有效的观察和跟进，为他们

争取政策支持，从而实现真正的

赋能和提升。”

从业以来，涉足多个领域，德庆

玉珍始终心怀希望。“要继续为困难

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方面的支持。通

过帮助低收入家庭获得资源支持

后，让他们成为更好的养育者，从而

使其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

自 2015 年以来，德庆玉珍和

她的团队就致力于西藏的公益事

业。她说：“头几年，我们的工作

重心是努力提升社会大众对这种

公益服务、社会工作服务，或者是

教 育 创 新 的 认 知 和 接 纳 度 。 未

来，我们希望公益性服务可以惠

及更多群众，真正让每个个体可

以被看见和被支持。”

她曾说：“毕业后我要回到西

藏，关注并力图改变和创新西藏教

育。”如今，多年过去，德庆玉珍的

初心未改。她仍在用全部精力，致

力于让社会更美好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