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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麦精神”永放光芒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西藏诠释

段敏 刘枫

列麦，祖国坐标上不起眼的一
角。可就是这座大山深处的人们在
贫瘠的土地上不等不靠、主动作为，
用勤劳和汗水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创造了催人奋进
的“列麦精神”——

竖起了雪域高原上最鲜艳的旗
帜，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远学大
寨，近赶列麦”的口号激励了一代又
一代人。

光阴易逝，精神永生。新时代，
列麦乡群众建起了“列麦精神”纪念
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
阔步向前……

“革命坝”——列麦人的初心地、
“列麦精神”的发源地

列麦在哪儿？
从隆子县城出发，沿着隆子河流

淌的方向，前行15公里，便是列麦乡。
“隆子河谷细又长，就是不产粮，

春天栽，秋天亡，到了冬天下灶膛，守
着河儿落饥荒……”

为了战胜饥饿，当地人拼命挣
扎，但收效甚微。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列麦公社由6
个组组成，格桑顿旦是4组组长。

今年73岁的格桑顿旦虽然已步
履蹒跚，但说起“列麦精神”时，仍神
情激动，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战天斗
地的岁月。他告诉记者，当时的列麦
公社分散在十座大山、三条大沟的八
个山坳里。“山多地少，肚儿填不饱”，

是当时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能再等了。要想吃饱饭，就

得学大寨。”1966年，时任公社党支部
书记仁增旺杰振臂一呼，拉开了列麦
乡群众“愚公移山”的序幕。

河谷不行，向山上发展。仁增旺
杰早就想好了，公社背后半山腰有块
好坝子，但就是石头多，清理起来困
难。

说干就干。第二天，全社老老小
小、男男女女扛着铁锹、十字镐，背着
铁犁赶着牛、马上了山。

“坝上就是家，吃住都在坝上。”
格桑顿旦说，“一说要开垦桑钦坝，大
伙的积极性可高了，连刚生完孩子的
妇女都积极上山。干起活来，那真是

牛歇人不歇啊，虽然公社领导怕群众
身体吃不消，不让晚上干，但大伙还
是偷偷地干。”

没有住的搭帐篷，虽然帐篷夏天
露雨，冬天进雪，但列麦群众从来就
没感觉冷过，一想到桑钦坝即将变成
千亩良田，大伙心里就热乎乎的，浑
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人不累，工具“累”。一年时间，
列麦乡群众仅铁犁、铁锹、十字镐就
使坏一千多件；老人和孩子拣出石头
近千立方。

付出虽多，但成果辉煌。到第二
年春播前，列麦乡群众在桑钦坝上开
垦出荒地760亩。第二年冬天，1100
亩荒地全部开垦完成。

为了纪念这个具有革命意义的
壮举，列麦乡群众把桑钦坝改名为

“革命坝”。
“幸福渠”——列麦人战天斗地

的写照、“列麦精神”的源头
地平整好了，没有水源怎么办？
桑钦坝海拔4200多米，比公社所

在地还高300米，到哪里去找水源？
“刚开始我们计划从附近的桂沟

引水。但水太小，满足不了灌溉需
求。”格桑顿旦回忆说，“思来想去，大
伙决定从海拔将近5000米的莫拉山
引水。”

山高缺氧，常年在高原生活的列
麦乡群众不怕，但想到水渠要经过险
峻的“老虎口”，一部分群众犯难了。
但来不及多想，70多名突击队员背上
干粮住到了莫拉山下。

工程进展得很快，水渠很快修到
了“老虎口”。

“老虎口”，手不能攀，脚不能站，
上面是陡壁，下面是深渊，无法下
手。水渠从这里过好比老虎嘴里拔
牙，谈何容易。

（下转第三版 B）

本报讯（记者 次仁龙布） 4 月 3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普布顿珠再次来
到乃东、泽当、结莎三个居委会居民安
置小区选址点，实地调研安置点建设
进展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乃东区委
书记尼玛次仁，市政协副主席尼玛扎
西陪同调研。三个安置小区项目现场
热火朝天，上百名建筑工人加紧作业，
一栋栋大楼拔地而起。普布顿珠热情
地与建设者们一一握手，并代表市委、
市政府，代表许成仓书记向大家表示
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问候。在充分肯
定安置小区建设进度后，普布顿珠指
出，在安置小区建设中，我们一定要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能仅图“面子”，追
求表面光鲜、亮丽，做花瓶、摆花架子，
而要更重“里子”，把下水道、街道边边
角角等不显山露水的地方做实，把水、
路、电等百姓关注的事做好，让群众有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人民生活更加
美好。

就进一步抓好安置小区建设工
作，普布顿珠强调，一要继续抓好工程
的管理。抓工程关键在于管理，管理
必须要做到精细，严格落实项目基本
建设程序，有关部门要深入项目一线，
现场协调解决影响项目进度的各类矛
盾问题，确保项目按计划要求顺利推
进实施。

二要继续抓好工程的质量。质量

是根本、是基础，要增强抓好工程质量
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
百年大计，质量为本的理念，严格按照
相关规范筛选使用砂石等建筑材料，
切实保障项目质量，着力打造“精品工
程”，确保工程质量经得起历史和实践
的检验。

三要继续抓好工程的进度。在确
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要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优化作业方式，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确保按期入住，切实提高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真正把安置小区
建成群众满意的阳光工程。

四要继续抓好工程的协调。相关
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转变观念，
优化服务，探索建立部门密切配合、互
相协调，高效畅通的工作机制，确保项
目科学规范建设。同时要做到各方每
日一碰头、每日一研判、每周一例会。

五要继续抓好工程的调配。发
改、住建等相关部门要继续共同会商，
做好统筹协调，健全推进机制，解决难
点问题，形成一个拳头，劲往一处使，
努力构建美丽山南和群众满意小区。

六要继续强化宣传教育。宣传好
安置小区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宣
传好安置小区带给群众的实惠，引导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支持安置小区建设
工作，积极向群众讲清楚项目征地拆
迁、补偿等相关政策，争取群众对项目
建设的大力支持。

普布顿珠在三个安置小区调研时强调

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安得
宝） 2017 年以来，我市
始终把造林绿化作为全
市综合考评的重要内
容，深入开展国土绿化
行动，坚持植树造林和
经济林建设相结合，既
大规模种植生态林，又
集中种植经济林。

目前，已建成千亩
造林示范区3处、千亩林
果示范区2处、万亩人工
种草示范区2处，打造了
西藏唯一的全国防沙治
沙综合示范区，建设了
贡嘎至桑日45万亩雅江

“绿色长廊”和隆子县4.5
万亩连片沙棘林，森林
覆盖率达24.79%。

2018 年，计划造林
绿化 20.52 万亩，其中植
树造林 10.58 万亩、封山
育林3.2万亩、防沙治沙
6.74 万亩。所有前期准
备工作都已完成。采取
沿江县主要种植经济树
种、高寒县主要种植生
态树种方式。在海拔
4300 米以上的错那、浪

卡子县开展消除无树户（单位）试点
工作，成功种树 2000 多株。强化本
地树苗供给，培育苗圃 42 家、面积
6000余亩，苗木存圃量约1060万株，
出圃苗木约523万株、产值约2300万
元。

同时，还引进蒙草、亿利、中科建
等企业，通过驯化本土植物、改土改
灌、实施草产业开发、防沙治沙工程、
生态防护林建设工程、特色经济林建
设工程等方式，加快进行生态修复。
目前已建成树苗基地 2500 亩、种植
树苗67万株、修复植被1200亩。

今
年
计
划
造
林
绿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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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余
万
亩

新建市人民医院用地面积达268亩，项目包括急诊急救楼、门诊医技及第一住院大楼、体检和预防保健楼、高压氧舱
等。医院按照“山南顶尖、全区领先、西部先进”的标准来建设，设置床位580张，远期可达800张床位。目前，已完成急
诊急救楼、体检和预防保健楼、高压氧舱、中心血站、保障综合楼等主体施工。

图为工人正在施工。 本报记者 次仁龙布摄

本报讯（记者 母鑫沦）2017年，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
金融业及时响应金融扶贫工作指示，
以“政府放心、金融机构安心、贫困户
群众称心”为宗旨，积极贯彻落实优
惠政策，金融扶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
实质成效。

为全面摸清贫困户对金融服务

的需求，我市邀请村级扶贫专干和农
行基层网点人员，创新组建了金融服
务调研专班，深入到各县（区）进行实
地调研。

面对农牧区群众文化水平不同
的现状，创新探索了“分类宣传、分层
突破”的模式：针对“识字”群体，在全
市内编发双语“政策明白卡”“特色宣

传册”4万余份，确保政策知晓率；针
对有文化障碍群体，启动了“萤火虫工
程”，组建藏汉双语讲师团创办“金融
夜校”，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大家
讲解相关知识；针对持有移动电话且
网络畅通的群体，通过推送微信“金
融订阅”公众号等方式，实现金融网
络在线服务全覆盖。（下转第三版C）

新华社拉萨４月７日电（刘洪明、
侯利）７日下午，随着洞中爆破声响彻
天空，拉萨至林芝铁路由拉萨方向引
出的第一个隧道——嘎拉山隧道顺利
贯通，为全线铺架迎来了开门红。

嘎拉山隧道位于西藏拉萨市曲水
县和山南市贡嘎县境内，是川藏铁路
拉萨至林芝段的重点工程和工期控制
性工程，隧道全长 4373 米，最大埋深
674米，线路平均海拔3600米，气候和
施工条件比较艰苦。

承建单位中铁十一局拉林铁路工
程指挥部指挥长吴启新说：“在施工过
程中针对隧道穿越风积砂层、危岩落
石、围岩变化频繁等技术和地质难题，
我们制定专项技术方案和措施。隧道
涌水是项目面临的另一难题，2016 年
10 月嘎拉山隧道第一次发生涌水，在
长达100多天时间里，每天涌水上万立
方，施工异常艰难。嘎拉山隧道贯通

为今年下半年全线正式铺轨扫除了第
一只‘拦路虎’。”

嘎拉山隧道施工一开始，其进口
处 200 多米“会走路的砂子”风积砂给
施工方来了一个下马威。“隧道穿风积
砂而过的施工经验在国内还没有先例
可循，原设计的微盾构法（超前置换
法）在国内乃至世界尚处于科研阶
段。我们确定了‘明暗结合开挖法’，
在全国创新使用水平与竖直高压旋喷
桩的施工工艺。”中铁十一局拉林铁路
工程指挥部一分部经理郑典明说，“这
种工法不仅有效规避了风积砂自稳性
差、极易冒顶坍塌的风险，还节约了成
本。”

拉萨至林芝铁路项目总投资 360
多亿元，设计为国家Ⅰ级单线电气化
快速铁路。铁路自拉萨协荣站引出，
新建正线长度 402 公里，新建贡嘎、扎
囊、泽当、桑日、加查、朗县、米林、林芝
等共17个车站，于2014年底正式进入
实施阶段。记者了解到，拉萨至林芝
铁路计划今年下半年正式铺轨，预计
2021年建成通车。

拉萨至林芝铁路
嘎拉山隧道顺利贯通

我市多措并举力推金融精准扶贫

新华社拉萨 4 月 7 日电（记者 王
沁鸥）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
了解到，西藏目前正在对城乡居民和
在编僧尼进行免费体检，这已是西藏
连续第七年开展此项活动。2017 年，
西藏免费体检惠及约300万人。

据了解，西藏自 2012 年开展免费
体检以来，体检标准已从人均50元提
高到 100 元，由自治区、地（市）和县
（区）财政统一承担。医护人员进村、
进社区、进寺庙，提供涵盖内科、外科、
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妇科以及血
液、B超等项目的检查，每名参检人员
都建立了健康档案。

除常规项目外，免费体检还针对
高原发病特点和不同人群开展特殊检
查。6 岁以下儿童重点筛查有无先天
性心脏病；60 岁以上老人重点筛查有
无高原性慢性疾病和白内障等；西藏

高发的寄生虫病、包虫病也已列入常
规体检项目，确诊病人可在定点医院
接受免费手术治疗。

近年来，西藏采取多种措施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促进全民健康覆
盖。除接受区外援助外，自治区还组
织区内城市医院对口帮扶阿里、那曲
等地的高海拔边远贫困地区乡镇卫生
院；全区所有三级医院均参与医联体
建设，已形成自治区、地市分级诊疗疾
病谱2109 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
拓展至拉萨、日喀则、山南和林芝，签
约 107 万人次，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65%。

西藏连续七年开展免费
体检惠及300万人

两千多位各国嘉宾将共商合作共赢大计

“博鳌时间”，亚洲与世界共鸣
喜雨涤尘，4月7日的海南博鳌呈

现迎接盛会的热情。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将自8日开始举行4天，来
自 50 多个国家的 2000 多位各界嘉宾
将共商合作共赢大计，共谋繁荣发展
良方，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博鳌智慧”，
贡献“博鳌力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
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主旨演
讲，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重要经
验和启示、世界意义和影响，以及在新
的历史当口中国将如何推动对外开放
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发作出最权威
的阐释。

在当今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正在
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下，作为
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和全球增长
的重要贡献者，中国的一举一动牵动
着世界的关注和目光。

为“亚洲世纪”打造共同愿景
17年前，2001年2月27日，博鳌亚

洲论坛正式成立，这是第一个永久定
址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每年三四月
间，博鳌都会呈现一场智慧大激荡、思
想大交流，吸引世界目光。从名不见
经传的小渔村，到举世瞩目的特色“外
交小镇”，博鳌的变迁化为一个传奇。

“博鳌亚洲论坛已经发展成为重

要和有影响力的国际会议，希望本次
年会能够通过多维度和坦诚的交流为

‘亚洲世纪’打造共同愿景。”巴基斯坦
总理阿巴西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亚洲各国近年来在经济、贸
易、技术、能源等领域不断融合，更需
要开放和包容的指导理念。论坛主题

“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
非常契合当下形势，希望与会各界人
士对此进行充分探讨，确保本次年会
取得成功。

今天的亚洲拥有世界67%的人口、
1/3的经济总量，是世界最具发展潜力
的地区之一。 （下转第三版A）

汨汨流淌的“幸福渠”至今仍是列麦乡的重要灌溉水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