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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大代表、定结县委副书记、县
长次琼介绍，2022年，定结县坚定拥护“两
个确立”、锚定“四件大事”、聚焦“四个创
建”，围绕定结县“六大战略”部署，统筹谋
划、重点发力、狠抓落实，为定结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年实施各类
新续建项目84个，累计投资3.7亿元实施农
村安全饮水、灌溉、县城供水等工程，实现
群众安全饮水；加快布局5G基站；累计建
成公路725.09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和建制
村通畅率100%。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计
划投资9.5亿元，发展陈塘竹编工艺为主的
特色民族手工业、农牧业等产业，全县381
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创收2638.15万元；
实施朗玛村朗普孜阿水厂升级改造，助力
打响“西藏好水”品牌，让特色产业成为定
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在深化受援帮
扶方面，抢抓机遇，大干快上。储备 31.82
亿元的37个国家生态环境部帮扶项目和

8674万元的18个援藏项目。
此外，在旅游发展方面，定结县编制《定

结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储备了31.92亿元
的50个陈塘特色小镇项目，投入5400万元
实施旅游发展类4个项目，加快打造G219沿
边大通道旅游经济带。全年共接待国内游
客3.2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49万元。在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方面，实现农牧民转移就
业 8698 人 次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102.08%、创收1.15亿元，应届高校毕业生就
业率96%。

谈到2023年重点工作，次琼表示，下一
步要做好定结县2023年计划总投资7.6亿
元的71个新续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于4月
全面开复工，同时抢抓招商引资“一号工
程”、“十大民生工程”、产业发展、生态保护
等工作，并争取陈塘、日屋口岸列入国家“十
四五”口岸开放计划，推动口岸经济发展，打
造定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文/记者次吉图由定结县提供

今年40岁的次仁珍嘎，来自林芝市巴
宜区更章门巴民族乡门仲村，是一位门巴
族政协委员。次仁珍嘎是村里的党支部宣
传委员，今年刚刚当选为政协第十二届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

宽阔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门巴风
格建筑、各式各样的店铺、往来不断的车辆
和行人……通过次仁珍嘎的描述，我们仿
佛和她一起回到了日新月异的美丽家乡。
其实，门仲村是个易地搬迁村。门仲村所
属的更章乡原为排龙乡，曾位于林芝县（现
在的巴宜区）东北角，北靠波密县，东接墨
脱县，乡政府距县城130公里，是林芝县最

偏远的一个乡。2000年，排龙乡整体搬迁
至巴宜区，更名为更章门巴民族乡。

面对搬迁村底子薄的状况，为了切实
让门仲村群众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近
年来，林芝市各级党委政府结合群众意愿，
积极帮助群众寻找适合发展、增收致富的
门路。“在老村的时候，我家的收入来源主
要是靠采挖冬春夏草和各种菌类。搬迁
后，新村的地形更适合从事农业劳作，我和
爱人一起种了2亩玉米、10亩苹果，等明年
就能收获我们自己栽种的苹果了。”次仁珍
嘎的笑容传递出幸福的味道。搬迁之前，
这个六口之家的年收入是8万元；搬迁之

后，次仁珍嘎家的年收入达到13万元。
另一方面，身为一位母亲，曾经最让次

仁珍嘎牵挂的就是两个孩子的求学之路。
搬迁前，从村里走到可以搭车的地方，要走
一整天的山路。大多数村民很少外出，一
年之中只有过年、工作、送孩子上学才有机
会去看看村子外面的世界。“搬迁后，一切
都发生了改变。现在我家到主路只需要5
分钟，孩子们上学更方便了！”次仁珍嘎说。

初次参加自治区两会的她略显拘谨：“这
次，我没带提案，就是想向各位有经验的委员
们取取经，争取下次带着自己的提案来参会。”

文/记者赵越图/记者张琳

1月 18日上午12时许，新春走基层采访
组来到了林周县春堆乡巡护员丹增的家，丹
增与家人生活在距离虎头山水库不远的卡东
村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内。由于丹增自小热爱
动物，对黑颈鹤更是满心喜爱。大约十年前，
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了一名野生动物巡护
员。“当时接到这份任务时，心里感到很高兴，
虽然收入微薄，但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决心
一直要干好这件事。”

今年60岁的丹增是林周县从事野生动
物巡护工作人员中救助黑颈鹤次数最多的巡

护员。每天清晨丹增和其他巡护员都要骑着
摩托车在保护区内开展巡逻，仔细察看各种
栖息野生禽鸟的生活状况。巡护、喂食和救
助，每天察看黑颈鹤栖息地的情况，黑颈鹤有
无受伤、生病等情况是丹增每天巡护工作的
内容。

“黑颈鹤性情很温顺，忠贞又懂得谦让，
一般不会践踏村民的农田，也不会攻击和戏
弄其他动物，是长寿六宝之一的长寿鸟，能存
活很久，一直以来备受世人喜爱。”说起黑颈
鹤，丹增的言语间充满了怜爱之情。

丹增表示，要想保护好黑颈鹤首先对候
鸟的生活习性要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在救
助受伤的黑颈鹤时，首先要安置一个适宜黑
颈鹤居住的场所，要想让它顺利进食、喝水，
必须要在水里放一些白色的石子，在小麦里
加一点田里的沙土，把进食环境尽量安排得
像野外一样，那样受伤的黑颈鹤才愿意喝水
进食。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自
从事巡护工作以来，丹增已经先后救治了4
只伤势严重的黑颈鹤，养伤时间最长的一只

黑颈鹤足足在丹增家里待了8个多月，最短
的也有1个多月。这些年，丹增主动把联系
方式告知了虎头山水库周围的亲朋好友。
他希望如果有人发现受伤的黑颈鹤，能及时
联系自己。十多年来，从最初的黑颈鹤爱好
者到黑颈鹤保护者，丹增始终秉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以不变的情怀长期默默地
守护着黑颈鹤，牢牢地守着一道道生态安全
屏障，不断影响着村民的野生动物保护观
念，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保护野生动物的责
任和使命。

守护高原精灵十年初心不变
丹增用行动诠释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和使命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
物，同时也是世界上15种鹤中唯一
一种能在高原生存、繁殖的鹤种。
拉萨市林周县地处雅江中游河谷黑
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的生
态环境、适宜的气候让这里成为黑
颈鹤越冬的绝佳之地。近年来，迁
徙到林周县以及周边过冬的黑颈鹤
数量每年都在增加，从起初的几百只
增长到了现在的2200到2400只。这
样喜人的局面离不开野生动物巡护
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守护。今年的新
春走基层期间，我们就带您认识一位
黑颈鹤守护人——拉萨市林周县春
堆乡野生动物巡护员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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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大代表、定结县委副书记、县长次琼：

定结县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在县 访谈

近年来，日喀则市定结县注重
特色优势，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
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创建高
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2022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
指标逆势上扬、稳步增长。预计
2022年，实现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6.5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4595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1亿元、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3057万元。

自治区政协委员、巴宜区更章门巴民族乡门仲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妇女主任次仁珍嘎：

“明年就能收获亲手栽种的苹果了”
两会 话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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