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卢有均 责编：向玲
6 2023年3月13日 星期一

狠抓边境建设 夯实固边兴边富民基础
—我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畅谈兴边富民

本报记者 王莉 冯骥 张黎黎 晓勇 旦增旺姆

共同守卫祖国边疆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汪纯 永青 巴桑旺姆

达瓦顿珠：

让青稞育种更精准高效

本报记者 晓勇 旦增旺姆

“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

没有万家的平安。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

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希望你们继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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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嘱托，5 年来，我区坚持守护神圣

国土、建设幸福家园，将固边兴边富民答

卷书写在雪域高原。

随 着 政 策 、项 目 、资 金 更 多 向 边 境 一

线倾斜，一幅边疆稳、边境兴、边民富的美

好图景渐次铺展。

位 于 阿 里 地 区 札 达 县 西 南 部 的 萨 让

乡 ，边 境 线 长 约 157 公 里 ，是 阿 里 地 区 重

要的边境乡之一。几年前，乡里尽是低矮

的房屋、尘土飞扬的土路，每年封山期长

达半年之久。

“2018 年 ，阿 里 地 区 投 入 资 金 1588 万

元，启动了萨让乡边境小康村建设项目，

实施房屋新建 45 户，维修改造 5 户，全乡

百姓搬进了设施完善的新居。如今萨让

乡乡风文明、百姓安居，群众的幸福感不

断提升。”萨让乡政府三级主任科员仁增

深有感触地说，“我目睹了萨让乡发生的

巨大变化，道路宽敞了、房子变新了、各族

群众的笑容更灿烂了，最可喜的是，乡里

每家每户都通电通水，而且冬季大雪封山

封路会及时被打通，这些变化和发展都离

不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下一步，我将继

续扎根基层、扎根边境，努力为萨让乡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固 边 兴 边 富 民 不 仅 是 我 区 持 续 推 动

边境地区发展的目标，更是边境一线各族

干部群众的期盼和实实在在的行动。

在 山 南 市 隆 子 县 边 境 一 线 扎 日 乡 珞

瓦新村，有一位带领群众靠种灵芝走上兴

边富民之路的“90 后”致富带头人——次

仁多吉。

次仁多吉是一名服役 12 年的退伍老

兵 ，退 役 后 ，曾 在 拉 萨 、山 南 等 地 打 拼 。

2019 年，他把目光投向珞瓦新村，开始在

青山绿水之间试种灵芝。成功后，他流转

新 村 土 地 ，开 辟 出 666.6 平 方 米 的 温 室 大

棚 作 为 种 植 基 地 ，吸 纳 10 名 当 地 群 众 在

基地就业，带动人均月增收 6000 元以上。

次仁多吉说：“这里山高林密，空气好、水

质好、土壤好，生产出的灵芝孢子粉品质

很高，而且这几年通村公路一直修到了基

地门口，交通运输十分便利。我有信心也

有决心在边境一线扎根，带领边境群众一

同致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兴边富民添

砖加瓦。”

“我们在这里务工不仅每天有 200 元

的收入，而且还能学习灵芝种植技术，从

制作灵芝棒到采孢子粉，再到栽培和田间

管理，次仁多吉手把手教我们，以后我们

也能在自家地里种植，靠自己的双手走上

致富之路。”珞瓦新村群众拉姆说。

日 喀 则 市 定 结 县 近 年 来 在 基 础 设 施

建设、口岸发展、边境产业发展、深化受援

帮扶、边境旅游发展、特色小城镇建设方

面均取得长足进步。“我们坚持规划先行，

大力启动《定结县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

富 民 行 动 示 范 区 的 实 施 意 见（2023）》，做

到一切工作具体化、具体工作项目化、项

目管理责任化、责任落实高效化，确保一

件 事 情 接 着 一 件 事 情 办 、一 年 接 着 一 年

干，锲而不舍向前推，做到件件有着落、事

事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以

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定结县委副书记、县长次琼告诉记者。

迎着希望的春天，我区各族干部群众

心手相牵、团结奋进，把习近平总书记的

深情厚爱和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

澎湃热情，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 新 征 程 上 续 写 新 的 篇 章 、创 造 新 的 辉

煌。

全国人大代表、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专职党支部书记格桑

卓玛：这次有幸走进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回

去后，我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带回阿里，充

分发挥行业优势，通过面对面宣讲、文艺宣传等方式传达到基

层 ，激 励 各 族 群 众 更 加 坚 定 听 党 话 、感 党 恩 、跟 党 走 的 信 心 决

心，坚定不移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

连任全国政协委员、日喀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萨迦寺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洛卓加措：近年来，萨迦寺在党和国家的关

怀下，寺管委会和全寺僧众共同努力在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寺庙、提高僧众通用

语 言 文 字 使 用 水 平 、加 强 僧 众 体 育 锻 炼 等 方 面 取 得 了 可 喜 成

绩 。 今 后 ，要 继 续 坚 持 正 确 政 治 方 向 ，加 强 自 我 教 育 、自 我 管

理、自我约束，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

亚东县下亚东乡庞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拉巴平措：近 年

来，在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引领下，我村成立军警民联合临时党

支部，组织民兵连队、护边队、边境信息员队伍深入边境一线巡

逻巡边，筑牢祖国边境铜墙铁壁。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将更

好地带领好农牧民群众扎根边境前沿，做好守边固边兴边各项

工作，守护好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

日喀则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伟色：近年来，日喀则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狠抓边境建设，不断推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

行动示范区建设，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如今，在党中央的关

怀下，日喀则市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升，边境地

区发展如火如荼，百姓日子红红火火，筑起了一座座守土卫国

的坚强堡垒，造就了祖国边境线上一道道兴边富民的亮丽风景

线。

（本报记者 冯骥 张黎黎 晓勇 旦增旺姆 扎西顿珠 整理）

新任全国政协委员达瓦顿珠是西藏自治区农科院农业研

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此次赴京参会，他所带提案重在“农”。

“ 我 的 研 究 领 域 是 青 稞 遗 传 改 良 工 作 和 青 棵 种 质 资 源 研

究，我在这一领域研究工作达 15 年。”达瓦顿珠开门见山，他的

提案关注点，一是提高对农牧业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支持，

加大对生物育种长期稳定的专项支持和规划；二是加强基层一

线农牧科技工作者队伍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一名

长期在农业领域从事青稞育种工作的委员，这些年，达瓦顿珠

几 乎 跑 遍 了 西 藏 所 有 的 山 野 乡 村 ，对 西 藏 各 地 的 青 稞 品 种 资

源、类型都很熟悉。“青稞是咱藏族老百姓的主食，我们做育种

工作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他说。

种 子 是 农 业 的“ 芯 片 ”，种 业 技 术 的 进 步 是 农 业 发 展 的 基

础。达瓦顿珠认为，青稞的产业发展也是保障我区广大老百姓

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他说：“目前，西藏的育种技术还处于比

较落后的阶段，所以，努力向现代化生物育种技术转变，让精准

高效育种在西藏落脚，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现阶段作物育种中，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很成熟，并且全基

因组选择育种、分子模块育种和基因编辑育种等技术手段具有

非常大的应用潜力。”达瓦顿珠感慨道，可区内所有育种和培育

工作，目前仍基于传统方式，还处在依靠简单的表型性状和经

验的阶段，还没有把生物学、统计学、遗传学等知识充分应用于

育种工作。另外人才资源紧缺，尤其是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和基

层一线的人才队伍没有健全，农业新技术无法有效落地开花，

直接导致了我区育种水平落后、品种更新速度缓慢，基本达不

到生产需求。

基于调研和长期研究结果，达瓦顿珠建议应该专门设立一

个长期性的规划来专项支持和攻关生物育种工作。“让精准、高

效育种在西藏落脚，并成规模推广起来。”他说，这将是一项长

期性的工作，西藏生物种质资源丰富，从中精准地发掘优异基

因并高效利用起来，需要借助生物育种的手段才行。

当 前 ，发 展 生 物 育 种 是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的 重 大 决 策 部 署 之

一，是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而西藏，这几年各

级政府也逐渐重视生物育种技术的研究工作。他满怀希望地

说：“过去，我区农牧业研究着重在应用和推广上，目前正慢慢

往基础研究转变，这将是这一行业的一个重大机遇。”

达瓦顿珠表示，作为藏族群众的主粮，青稞产业需要高效

发展、快速发展，但优良的品种才是产业的核心，要借助现代的

生物育种技术手段来加快生物育种的速度，从而全面推动我区

青稞产业发展。

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加快边境地区发

展，事关民族团结、边疆巩固，事关各民族

共同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争做神圣国土

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推动强边兴边

富 民 取 得 新 突 破 。 建 成 边 境 小 康 村 624

个，边防公路通车里程增长 3.7 倍。21 个

边境县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

长。边境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

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

没有万家的平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

话，全国人大代表、山南市隆子县斗玉珞

巴民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扎西江村始终

牢记在心。

斗 玉 珞 巴 民 族 乡 位 于 隆 子 县 东 北 方

向，距县城 129 公里，是隆子县 6 个边境乡

之一，也是山南市唯一的珞巴族群众聚居

地 ，全 乡 行 政 区 域 333 平 方 公 里 。 多 年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政府

的关心关怀下，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建

成了小康村，群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目

前，斗玉珞巴民族乡的 3 个行政村已全面

建成边境小康村，通电通网、通自来水、基

本 通 硬 化 路 ，群 众 衣 食 住 行 得 到 大 幅 改

善 ，2022 年 ，全 乡 人 均 年 收 入 超 过 2.6 万

元。

2021 年任职以来，扎西江村几乎走遍

了 乡 里 的 每 一 寸 土 地 ，走 访 了 大 部 分 群

众，通过深入了解掌握边境建设、边民群

众生产生活、固边戍边等方面的情况，先

后 提 出 10 多 条 关 于 加 快 边 境 建 设 、改 善

边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建议。

“ 作 为 一 名 青 年 干 部 ，我 将 继 续 脚 踏

实地干起来，和乡亲们共同点亮边境线，

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守护每一

寸国土。”扎西江村表示。

新任全国政协委员、阿里地区藏医院

院长扎西顿珠是土生土长的阿里地区札

达县达巴乡曲龙村人。

年少时，扎西顿珠每年都要跟随家里

人 从 老 家 赶 着 牛 羊 到 普 兰 进 行 物 物 交

易 。“ 那 一 路 来 回 要 走 8 天 ，辛 苦 不 说 ，如

果 在 普 兰 县 城 没 有 熟 人 ，牛 马 都 吃 不 上

草 。 还 要 在 县 城 旷 野 郊 外 搭 帐 篷 住 上 4

天，用仅有的一点畜产品交换普兰当地的

一些土特产品和布匹等家庭急需物资。”

忆起往事，扎西顿珠的言语里满是伤感。

扎西顿珠表示，阿里地处祖国西南边

陲，作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地热

风能资源十分丰富，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和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发展前景广阔。

2020 年年底，藏中电网与阿里联网工程建

成投运，有效缓解了阿里地区用电难的问

题，但阿里与藏中电网输电距离长、联网

工程最大输电能力有限。同时，阿里无本

地支撑电源，导致目前部分边远村庄、哨

所用电仍未实现全覆盖。他建议，进一步

加快推进“光伏+储能”项目建设，缓解边

境县乡“用电难”问题。

日喀则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所辖 18 个

县（区）中 有 9 个 边 境 县 ，分 别 与 尼 泊 尔 、

不 丹 、锡 金 三 国 接 壤 ，边 境 线 长 1573 公

里，约占我区边境线长的一半。新任全国

政协委员、扎什伦布寺管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尼玛琼拉在此次全国两会上带来了

关于支持面向南亚开放重大平台的提案，

建议支持日喀则市建设区域副中心城市、

具有重要影响的边境大县城和明珠小城，

增强对兴边固边开放发展的支撑力度，促

进形成更有地方根植性的开放前沿和综

合发展区域。

边 境 兴 则 边 民 富 ，边 民 富 则 边 防 固 。

党的一项项好政策极大地改善了边民群

众 的 生 活 ，更 加 坚 定 了 大 家 守 护 神 圣 国

土、建设幸福家园的信心。

2013 年 10 月，扎墨公路正式贯通，彻

底结束了墨脱不通公路的历史，墨脱也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前到市里

买东西，人背马驮得花上一周时间，现在

一天内就能实现往返，这是我们过去想都

不敢想的事。”提及如今的幸福生活，全国

人大代表、林芝市墨脱县墨脱镇墨脱村党

支部组织委员、村委会副主任罗布央宗有

说不完的开心事、新鲜事。

从曾经简陋的茅草屋和木板房，到如

今现代化的新居，这里成为中国边陲巨变

的缩微影像，记录了时代变迁。

“ 我 和 乡 亲 们 经 常 说 ，之 所 以 能 有 这

么大的发展变化，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一

定要牢记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似海恩情，像

格 桑 花 一 样 扎 根 雪 域 边 陲 ，守 护 神 圣 国

土、建设幸福家园，让五星红旗在雪域高

原高高飘扬。”罗布央宗表示。

回首过往，我们步履铿锵、脚步坚定；

眺望前方，我们信念坚定、团结奋进。坚

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

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把政

策、项目、资金更多向边境一线倾斜，进一

步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加快实施边境城镇

市政设施更新工程，加强边境村镇和区域

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深化“五共五固”，推

进党政军警民联防联控；因地制宜发展边

境产业，努力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

全国前列。

图为达瓦顿珠参加农业界小组讨论。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图 为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拉 琼（左 一）和 参 会 代 表

在 驻 地 就 西 藏 推 进 生 态

文明建设进行讨论。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