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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少年米玛次仁从老家普兰农村
来到狮泉河镇，在阿里地区中学读初中。在
当年的帐篷教室里，学校先后两次请来曾给
先遣连担任过翻译的贡布老人，讲述先遣连
的故事。米玛次仁听得格外认真，把先遣连
和平解放阿里的详细经过记在了心里。

“听完先遣连的故事后我被深深震撼了，
他们的事迹不该只是在课堂上讲讲，应该让
更多人知道。”米玛次仁说，“当时就想，我长
大了要从事跟先遣连有关的工作，让他们的
英雄事迹更好地传播。”

2013年，阿里地区准备启动分工委旧址的
修缮和保护工作，打造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而当时，拥有千年历史文明和众
多红色遗址的阿里地区，除了军分区有个军史
馆外，没有一个成型的纪念馆——怎么打造、
谁来打造，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难题。

米玛次仁圆梦的机会终于到了。时任阿
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主任的他，在当
时的阿里摄影圈里已颇有名气，在阿里历史
文化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于是他主动请
缨，承担了分工委旧址纪念馆的设计和建造
工作。

为了复原已经成为废墟的分工委礼堂以
及收集相关文物，米玛次仁和同事走访了上
百位离退休老干部，找到了一张礼堂的旧照
片和上百件文物，并以此为参考，修旧如旧地
将礼堂成功复原。

米玛次仁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在2013
年的冬季，55岁的他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
的严寒，与同事们在分工委旧址的废墟里发
掘了整整3个月，出土了不少文物。

阿里分工委旧址纪念馆通过大量图片、
实物和文字，详尽展示了自先遣连入藏以来
阿里的光辉岁月。

分工委旧址纪念馆甫一亮相，便引起巨
大的社会反响。很多干部群众都是通过纪念
馆，才真正了解了先遣连和分工委的历史。

2014年，已经退休的米玛次仁受噶尔县
委、县政府邀请，打造了以纪念孔繁森为主题
的噶尔教育史馆。他创新手法，在阿里第一
次以实物的形式还原了孔繁森生前的办公
室，让参观者对这位受人爱戴的好书记有了
更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我们这一次也是大量收集文物，在左左
乡找到了孔繁森坐过的沙发，在门士乡找到

了他使用过的乐器，在行署仓库找到了他看
过的电视机，这才把孔繁森的办公室还原了
出来。”米玛次仁说。在他看来，打造纪念馆
必须要追求真实和细节，要有毅力和耐心去
收集文物。

接下来的几年，米玛次仁又义务为革吉
县那普居委会和盐湖乡，打造了“阿里精神”

“盐羊古道振兴乡村”两座展陈馆，没有收取
一分钱的报酬。

在此期间，他还面向社会免费开办了“象
雄记忆”摄影讲堂，手把手地传授摄影技术，
累计招收学员28名。全部学员申报加入了
西藏摄影家协会，数千件作品在各类摄影大
赛上得奖或入围。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我想用我的毕生所
学去帮助有志向的人，去传播阿里的历史和
文化。”谈到退休之后还如此忙碌的原因时，
米玛次仁笑着说道。

2019年，已经被任命为阿里地区地管专
家的米玛次仁，又承担起了阿里直属库红色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设计和建造工作。这一
次，他和同事在基地院内，先后发现了距今六
千年的石器遗址、古象雄岩画点和吐蕃陶片

点，展出的1053件文物，创造了阿里红色文物
展陈数量第一、红色文化与古象雄文化展陈
第一、红色大型交通工具展陈第一的“三个第
一”的纪录。

其中，与先遣连有关的32件文物已经通
过自治区文物局鉴定，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
李狄三使用过的文件包。

今年初，60多岁的米玛次仁专门抽出时
间，坐车走了一趟当年先遣连从改则县先遣
乡出发、经革吉县亚热乡抵达普兰县巴嘎乡
的行军路线。“这是我早就想要走的一条路，
现在终于实现了。”米玛次仁说。

打造了5座纪念馆，每一座都有与先遣
连相关的内容——年过六旬的米玛次仁，继
续在追梦路上前行。

阿里摄影家米玛次仁：

纪念馆里装满了英雄故事
西藏日报记者 温凯 李有军 洛桑旦增 达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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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先遣连足迹

米玛次仁，阿里地委宣传部原副部
长，“象雄记忆”摄影讲堂创办人，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阿
里首席代表、西藏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阿
里地区地管专家。先后出版《神奇阿里》
等6部画册；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今日
美术馆连续四年举办阿里旅游推介个人
摄影展览；在山西平遥国际摄影城举办
《阿里记忆》摄影展览。退休后的米玛次
仁一直奔走在基层，积极参与红色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先后主持完成了阿
里分工委旧址纪念馆、噶尔教育史馆、阿
里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的设
计、建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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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王静）为破解我区偏远地
区农牧民群众了解国债知识渠道狭窄、购买
国债难的问题，同时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要求，人行拉萨中支组织辖内各
级国库群策群力，依托基层机构下沉国债知
识和服务，深耕挖掘农牧区国债购买力，进一
步激活农牧区金融市场。

人行拉萨中支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我区
农牧民群众对国债产品认知度不高，西藏各级
国库齐上阵，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在校园、在
村委会、在田间地头推动国债走村入户。

“针对西藏县乡域金融体系缺位，农牧区国
债销售渠道狭窄的现状，我区各级国库利用农
行、邮储、建行和中行在全辖分布的420个县域

乡镇网点，指导其承销机构从自身优势出发对
国债下乡发售进行倾斜，以农行作为国债下乡
发售的主承销机构。”人行拉萨中支相关负责人
说，人行拉萨中支联合农行将5月作为国债下乡
试点月，以拉萨市周边县乡网点为圆心向全辖
辐射，按下为民购债“加快键”，做到国债发行首
日提早半小时上岗，储蓄国债单期县乡级总销

量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约4013.57万元。
据了解，我区依托基层机构下沉国债知

识和服务，提高了辖区农牧民购买国债的参
与度，成效显著。经统计，今年3-10月共发行
国债 16期，实现全区县乡级销售7025.03万
元，占3-10月国债总销量的21.16%，较2020年
全年县乡级销售占比提高14.51个百分点。

我区有序推动“国债下乡”工作

储蓄国债单期县乡级总销量首破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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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MCPP多渠道支付平台项目采购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我行）

根据需要，拟对我行MCPP多渠道支付平台项目进行采购，现邀
请您参加，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供应商资质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财务状况良好；
（2）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包含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等或与本项目工作开展相的关内容（以
营业执照中内容为准）；

（3）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无重大违规、违法、泄露客户信息记录；

二、需提交的资料：
（1）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副本、企业法人代表有效身份证

明、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有效证明；
（2）供应商联系人、办公电话、手机号码、邮箱等联系方式；
（3）公司近三年银行卡多渠道支付平台软件销售类项目案

例（须提供合同作为证明材料，至少包含首页、标的页和盖章
页，金额等敏感信息可隐去），特殊情况除外；

（4）投标人截至报名截止日未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
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为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内；

（5）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招标人
高管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
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书面承诺加盖鲜
章）；

（6）不接受处于投标禁入期内，不接受联合体参与，不接受
分包或转包（书面承诺加盖鲜章）；

（7）其他证明材料。
三、需提交的资料：
（1）以上所有资料均应是复印件加盖公章；
（2）所有资质文件均需在有效期内；
（3）所有资料均为纸质资料，根据审核要求，我行可要求供

应商提交所提交资料原件进行复核，如未按照规定时间和要求
提供，我行可视提交的纸质资料为无效。

所提交的资料，仅用于本次项目采购。我行承诺对所有公

司提供的资料保密，所有供应商资料恕不退还。
四、资格审查：
根据报名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供应

商进入下一轮谈判环节。
五、递交资料截止时间及地址：
报名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金珠西路113号中国银行西藏

分行
资料递交时间：2021年11月9日-11月11日（9：30-13：00；15：

30-17：30）
联系方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金珠西路113号中国银行西藏

分行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891-6599326、1593399468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
2021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