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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珠家的 5 个孩子读书个个厉害，

都考上了大学。”在白朗县嘎东镇热康

村，一提到边巴顿珠一家，左邻右舍都

会伸出大拇指。

一个普通家庭竟然培养出五个大

学生，究竟有什么诀窍？

“其实，也没什么诀窍。这么多年

来，我和家人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所以

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砸锅卖铁也要供他

们把书读出来。”面对记者的问题，边巴

顿珠这位朴实的汉子道出了再简单不

过的答案。

41 岁的边巴顿珠，是白朗县嘎东镇

热康村的一位普通群众。

1990 年，因家境贫困，且家里缺少

劳力。当时正在上小学 6 年级的边巴顿

珠只能辍学在家务农；一年后，父亲因

病去世，让原本就清贫的家更加雪上加

霜，生活异常艰难。

1994 年，年仅 16 岁的边巴顿珠扛起

了家庭的重担，怀揣改变贫困现状的想

法，背着行囊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外出打

工之路。

此后 10 年，边巴顿珠辗转于阿里、

那曲、拉萨和日喀则等地，从建筑工地

到砂场砖厂，从搬钢筋到扛水泥，因为

读书少、文化程度低，在外打工工资低

不说，干的也都是苦活累活。

边 巴 顿 珠 非 常 羡 慕 有 知 识 、有 文

化、有技能的大学生，羡慕他们坐在办

公室里的体面工作。

“没能继续上学是我一生的遗憾，

但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跟我一样一辈

子靠干苦力谋生，他们应该有更远大的

志向，应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在经历

了诸多心酸后，边巴顿珠立志要供养孩

子们上大学。

“咱家穷，你们想有出息，就必须好

好念书，要想改变命运，读书就是你们

唯一的出路。”边巴顿珠常拿这些话来

教育孩子，和大多数农村家长一样，“知

识改变命运”是边巴顿珠和家人坚信的

老理儿。

于是，从大儿子小学开始，边巴顿

珠一家就十分注重对孩子良好学习习

惯的培养，凡是老师留的作业，都要求

孩子必须做完、弄懂，不会的题，就想办

法找村干部和老师请教，直到弄明白为

止。

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好的读书

环境，边巴顿珠常年在外打工，每次外

出都是从家里带着糌粑、土豆等干粮，

干粮吃完了就吃泡面，甚至很多时候每

天只吃一顿饭，为的就是能多省点钱给

孩子们寄学费和生活费。

20 多年 7300 多个日夜，边巴顿珠一

家人，用不屈不挠的精神，日复一日，顽

强、乐观地坚持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信

念，培养着儿女，支撑着家庭。

值得欣慰的是，五个孩子都没有辜

负一家人的良苦用心。

2011 年，大儿子边巴次仁考入西藏

财经学院，毕业后进入农业银行工作；

2014 年，大女儿米玛普尺考上广西工程

职业学院；2015 年，二女儿普珍考上西

藏大学；2017 年，二儿子罗布旦增考上

重庆大学；2019 年，小儿子洛桑次仁考

上了华中科技大学。

看着孩子们都有了出息，边巴顿珠

激动地说：“还是国家助学政策好，能贷

款，还有奖学金，要不然像我们这种普

通家庭想要供出五个大学生可就难了，

我 们 一 家 人 打 心 眼 里 感 谢 党 的 好 政

策。”

“ 我 一 定 会 脚 踏 实 地 ，刻 苦 学 习 、

努力工作，不辜负父母的期望，用自己

所 学 更 好 地 回 报 家 人 、回 报 家 乡 和 社

会 ！”小 儿 子 洛 桑 次 仁 的 话 充 满 了 感

激、感恩，也道出了兄弟姐妹们共同的

心声。

如今，每天早上起来，边巴顿珠都

会 朝 自 家 的 院 门 口 望 一 阵 儿 ，他 说 ：

“ 那 是 小 时 候 孩 子 们 上 学 天 天 都 出 入

的 地 方 ，希 望 他 们 在 人 生 的 道 路 上 越

走 越 好 ，成 为 对 国 家 、对 社 会 有 用 的

人。”

边巴顿珠一家坚信知识改变命运—

普通农家院走出 5 名大学生
本报记者 陈林

本报拉萨 11 月 10 日讯（记者 王

超）10 日上午，“爱心企业助力脱贫攻

坚暨中华慈善总会慈善情暖万家——

波司登情暖西藏”活动物资捐赠仪式

在我区举行。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詹成付讲话，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

务副主席罗布顿珠致辞，中华慈善总

会副会长刘伟主持。

詹成付、罗布顿珠为爱心人士颁发

感谢状，为当雄等县发放爱心物资。罗

布顿珠对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

一直以来对西藏慈善和脱贫攻坚事业

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西

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西藏作为

全国唯一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是全

国 脱 贫 攻 坚 的 重 点 区 域 和 特 殊 主 战

场。长期以来，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

和社会各界对西藏的支援累计已达 1.63

亿元，涉及多个领域，表现出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和崇高的奉献精神，让我们倍

感温暖。我们将倍加珍惜捐赠企业和

爱心人士的无私支援，管好、用好捐赠

物资，把每一份爱心、关怀都不折不扣

地送到困难群众心上。

詹成付肯定了中华慈善总会等慈

善组织、社会组织高度的政治意识和

大局意识，感谢西藏为慈善组织等发

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更多爱

心人士、企业、社会组织、慈善组织走

上青藏高原，扎根高原，再接再厉，做

更多好事、善事。

当天，中华慈善总会向比如县捐赠

了价值800万元的“远程无线多探头彩超

操作平台系统”；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

波司登公益基金会向当雄、比如、嘉黎、

洛扎四县分别捐赠了1000件羽绒服。

据了解，救助“三区三州”两病患

者（先心病儿童和包虫病患者）倡议发

起以来，那曲市 44 名和当雄县 20 名先

心病儿童先后得到了免费手术治疗。

“爱心企业助力脱贫攻坚暨中华慈善总会慈善情暖
万家——波司登情暖西藏”活动物资捐赠仪式举行
詹成付讲话 罗布顿珠致辞 刘伟主持

本报拉萨 11 月 10 日讯（记者 郑

璐 实习生 达珍）9 日上午，自治区副主

席多吉次珠，区政协副主席、区文联主

席 扎 西 达 娃 前 往 西 藏 自 然 科 学 博 物

馆，观展“雪域情——西藏中青年油画

家提名展”，并与参展画家交谈，倾听

他们与油画的故事。

据了解，“雪域情——西藏中青年

油画家提名展”于 11 月 1 日至 10 日在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举办，共展出 13

名西藏优秀中青年油画家的 85 幅作

品，其作品呈现出对大美西藏和淳朴

善良人民的赞美，表达了艺术家们对

西藏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的关注，以

及对西藏这块高天厚土的眷恋。

此次展览作品风格多样、题材丰

富，油画家们有着各自独特的表现手

法，用艺术的形式展现了新西藏新面

貌 新 发 展 ，传 达 了 积 极 向 上 的 正 能

量 ，展 示 了 我 区 中 青 年 油 画 家 的 才

华，让广大观众领略到油画家眼中的

大 美 西 藏 。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在 导 向 性

创 作 活 动 和 艺 术 交 流 中 不 断 壮 大 西

藏油画家的创作队伍，逐步树立西藏

油画艺术的品牌意识，培养出更多优

秀的画家。

“雪域情——西藏中青年油画家提名展”在拉萨举办
多吉次珠扎西达娃观展

近年来，我区传统民族产业在保

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吸纳现代

时尚元素，生产的产品愈发受到市场

青睐。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

断发展，传统民族产业也建立起了较

为完善的现代化商业体系，已成为带

动我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

之一。

图为拉萨市雪堆白手工艺术众

创空间里的手工艺人正在制作工艺

品。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传统产业兴

群众增收稳

在那曲市甲谷乡曲米村牛羊肉销售

商店里，销售员索朗次仁正与理事长索扎

核对近期肉类销售情况。

曲米村经济合作组织把畜产品养殖

销售作为牧业龙头，针对夏季肉类供应少

的实际进行反季节销售，仅今年上半年牛

羊肉销售额就达到 6万多元。

这些收入将作为分红资金，在年底发

放给合作组织群众。索朗次仁是曲米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这里工作，他将得到

更多分红。“我在这边工作已经两年了。

这里的肉质比较好，去年收入不错，所以

今年我要继续干下去，争取早日脱贫。”索

朗次仁告诉记者。

同时，甲谷乡曲米村以酥油、酸奶、奶

茶为主打的奶制品也备受群众青睐。曲

米村奶制品加工厂里，几名群众正在跟销

售员格桑措姆讨价还价。格桑措姆表示，

这里的奶制品新鲜、品质好，来这里购买

的群众也多，每天的销售额达到 500多元。

走进曲米村藏香加工厂，记者被机器

的轰鸣声所吸引。循声走近，一阵香味扑

鼻而来，永忠罗布和 2 名工人正有条不紊

地对藏香进行研磨、定型、晾晒、包装等各

道工序。在他们眼里，藏香制作是个技术

活，每道工序都需认真谨慎才能做好。

说起尼玛县藏香，曲米村合作组织制

作的藏香可谓是首屈一指、闻名一方，这

里的藏香取材均来自当惹雍错、达果雪山

当地生长的药材和水源。

近年来，曲米村不失时机把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积极组织群众到拉萨学

习藏香制作技术，带动贫困群众就业；为

打开销售渠道，曲米村把藏香带到县城展

销，实现贫困群众增收。

“以前家里条件不好，没有上成学。

进入制香工厂后，收入不断增加，到目前

为止挣了 8000 多元。”曲米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次仁巴久高兴地说。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重要支撑。

尼玛县甲谷乡曲米村经济合作组织积极

推进畜牧业提质增效，做好奶牛养殖、畜

产品销售的发展“文章”；同时，依靠资源

优势发展藏香制作，以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的提档升级。

“为了持续增加收入，实现脱贫、避免

返贫，我们要继续做下去，用小产业做好

脱贫致富的大‘文章’。”曲米村经济合作

组织理事长索扎介绍，曲米村经济合作组

织依托牧业产业、藏香制作和劳务输出

等，预计实现产值 30 多万元，将带动全村

34户贫困户平均每户增收 3000元以上。

小 产 业 带 来 大 收 益
—尼玛县甲谷乡曲米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小记

本报记者 张宇

本报拉萨 11 月 10 日讯（记者 王雪）为进一步提升全区公安宣

传员公安新闻宣传特别是舆论引导方面的能力与水平，全力打造一

支精通公安新闻宣传舆论引导业务的宣传员队伍，日前，自治区公

安厅第五届全区公安宣传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来自区公安厅有

关业务部门、全区各市地县公安机关政工宣传部门的 106 名学员进

行为期 7 天的培训。

此次培训得到了区公安厅党委的高度重视，专门从广东省公安

厅、重庆市公安局、中国摄影家协会、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广州

市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佛山市公安局等单位邀请了相关专家来藏

授课。此次培训班主题为公安宣传的摄影摄像技术和方法，重点从

公安新闻宣传摄影的技术要点、短视频摄制技巧、有冲击力的镜头的

拍摄、警务视频宣传策划、电视栏目制作、摄影构图与文学素养等方

面进行讲授，课程内容切合实际，贴近实战，实用易操作，有很强的针

对性。

培训期间，还专门设置了实践操作、专家点评和互动交流环节，力

求培训取得实效。

第五届全区公安宣传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昌都 11月 10日电（通讯员 郑晓强 记者 陈志强）日前，在福

建省文旅厅支持下，受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委托，福建省第九批援藏工

作队、昌都市文化局牵头组织昌都团，代表西藏自治区参加第十二届

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此次厦门文博会，昌都展馆面积达 286 平方米，设计风格以康巴

地区特别是昌都地区的建筑元素为主。具有民族特色的展馆设计、

热情的锅庄舞、精美的唐卡作品、有趣的互动游戏、丰富的手工艺作

品……昌都展馆，成为文博会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参展的昌都团

共有康·勉萨画派唐卡画院、扎西杰粑藏式彩绘手工艺、岗翁布商贸

等 9 家企业，展销产品包括唐卡作品、黑陶手工艺品、象牙玉手工艺

品、藏香、嘎乌、藏式包等。据初步统计，此次文博会期间，昌都展馆

共吸引了 5.6 万人次的观众；实现现场交易额约 10 万元，达到了预

期目标。

昌都组团参加厦门文博会

本报拉萨 11月 10 日讯（记者 姚闻）为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日前，拉萨市人

民政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分行和拉萨

市属企业在拉萨召开政银企座谈会，并签署

《拉萨市人民政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

自治区分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坚持按照“政府主导、公司承贷、收益

覆盖、风险可控”的原则，重点围绕促进脱贫

攻坚、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开展持续有效深入合作。

拉萨市委副书记、市长果果在座谈会上

表示，衷心希望农发行西藏分行继续发挥资

源优势，围绕乡村振兴主场主业，把更多金

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为拉萨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市

政府将积极推动战略合作协议具体事项全

面落地，确保信贷资金最大限度产生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冯学表示，农发行西藏分行将

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总方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念好土地经、做好水文章、打好能源牌、

唱好旅游曲，坚持盯着重点企业、盯着重点

项目、盯着重点领域、盯着重点同业，融资

融智融力一体推进，全力支持拉萨市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坚决履行好央企的政治责

任。

座 谈 会 上 ，中 国 农 业 发 展 银 行 西 藏 分

行通报了在“土地、水利、能源”融资领域各

项 业 务 开 展 情 况 ，以 及 服 务 范 围 、贷 款 政

策、操作流程等，并就多个项目达成投融资

意向。

拉萨市与农发行西藏分行签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昌都 11 月 10 日电（记者 桑

邓旺姆）近日，记者从昌都市统计局了

解到，今年前三季度昌都市经济运行

情况良好，总体平稳。1—9 月，昌都市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0.78亿元，同比增

长 8.9%（可比价）。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为 12.74 亿元，同比增长 3.2%；第

二产业增加值为 59.44 亿元，同比增长

10.6%；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68.6 亿元，同

比增长 8.8%。三次产业结构为 9：42.2：

48.8。

从主要行业来看，农业生产有序

推进，全市完成农林牧业总产值 18.1亿

元，同比增长 4.8%。其中，农业总产值

7.83 亿元、林业总产值 0.79 亿元、牧业

总产值 9.1 亿元。工业经济持续稳定，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完成 18.1亿元，

同比增长 14.7%。按轻重工业分，轻工

业完成产值 1.1 亿元、重工业完成产值

17.0 亿元；按控股类型分，国有控股企

业完成产值 16.2亿元，非公有制企业完

成产值 1.9 亿元。同时，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保持平稳增长，全市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实 现 43.9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此外，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3.9%。

前三季度昌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0.78亿元
同比增长8.9%

本报拉萨 11 月 10 日讯（记者 常

川）近 日 ，聂 拉 木 县 福 祥 进 出 口 有 限

公司报关员仅填报了境内收发货人、

运 输 工 具 名 称 、提 运 单 号 等 9 项 信

息 ，便 完 成 了 一 单 进 口 货 物 的“ 概 要

申 报 ”业 务 。 作 为 拉 萨 海 关“ 两 步 申

报 ”改 革 试 点 首 票 业 务 ，该 单 的 放 行

标 志 着“ 两 步 申 报 ”改 革 在 拉 萨 关 区

正式启动。

据悉，在“两步申报”通关模式下，

企业无需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信息及

单证，完成第一步“概要申报”后经海

关同意即可将货物提离海关监管作业

场所，随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第二步

完整申报，此项改革可为企业减少单

证准备时间和货物在口岸流转时间。

此外，“两步申报”有效缓解了口

岸海关监管部门的压力，将监管重点

集中于安全准入要求，同时将监管查

验部分后移，大大提高了口岸通关放

行时效。下一步，拉萨海关将持续推

进“两步申报”改革工作有条不紊地进

行，使改革成果惠及更多西藏口岸，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拉萨海关启动“两步申报”改革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