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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3日，区党委第三巡
回指导组成员、区文联戏剧家协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杨年华在贡嘎县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学党史感党恩 讲讲我与
孔繁森书记”专题讲座。

讲座强调，要在学习榜样中坚定
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发扬和传承孔繁
森精神，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
共产主义的信念，用实际行动诠释共
产党人的崇高精神，践行伟大建党精
神；要在学习榜样中践行初心使命，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与
广大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从

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
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困难事、基层的忧
心事、群众的烦心事；要在学习榜样中
强化使命担当，努力学习革命先烈的
崇高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区党委和
市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西藏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全面建设团结
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西藏而不懈奋斗。

贡嘎县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本报讯 9月22日，扎囊县委宣传
部党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学
习会，重点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从
党的历史中领悟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
成就，从中汲取奋力前行的智慧和力
量。

会议要求，要深刻铭记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感悟中

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
旨，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学习
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
伟大精神，把学党史和悟思想贯通起
来，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核心
要义、理论品格，不断提高学习贯彻的
自觉性、坚定性。

扎囊县

举办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

本报讯（李净净） 9 月 23 日，桑日
县组织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开展以“加强民族团结，助推平安建
设，共建美丽桑日”为主题的集中宣传
活动。

活动中，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职
能，设立法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
开展法治宣传；解答群众难题，提供法
律服务；设立医疗咨询台，为群众免费
治疗和发放药品，进一步增强广大群
众知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激发
群众投身“平安桑日，法治桑日”建设
的自觉性、主动性，在全县形成“平安
创建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维
护稳定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

连日来，隆子县委政法委、检察
院、教育局、司法局、团县委等在县中
学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为学生发放雨
衣、文具盒、杯子、台灯等价值 2000 余
元的宣传品，利用电子屏标语播放宣
传教育片，向学生宣传相关法律知识
和案例，让学生深入了解相关内容，深
刻认识到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义务
和责任，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防范的
能力。

据了解，隆子县其余各学校也按
照既定安排部署，陆续开展了宣传教
育活动。

桑日县隆子县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俯瞰雅
砻大地，处处洋溢着“金色”喜悦。9月23日，
我市在桑日县举办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
题的2021年西藏·山南庆祝“中国农民丰收
节”暨桑日葡萄采摘节开幕仪式。

得知有文艺节目，巴朗村和附近村子的
村民们早早前来，有的自带板凳，有的席地
而坐。

伴随着一鼓一钹的伴奏，身着盛装、头
戴精美面具的演员们载歌载舞，为观众们献
上开场舞——传统藏戏《扎西雪巴》。雄浑
的舞蹈、高亢的唱腔瞬间引燃了观众们的热
情，叫好、鼓掌之声不绝于耳。一曲歌伴舞

《走进新时代》讴歌了新时代广大农牧民群
众生活幸福美满的欢欣与喜悦，非遗舞蹈

《扎西康桑》再现这片土地上的农耕文化情
景，短剧《欢乐牧民》、相声《我村的变化》展
现了农牧民群众的小康生活新貌。

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氛围浓烈的田园
赞歌深深吸引着现场观众，开幕仪式现场处
处传递着丰收的喜悦。“我觉得今天的节日
氛围很浓厚，也特别喜欢今天的节目，真是
太好看了！”村民洛桑多吉说，“在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生活过的越来越
好，吃穿住行都不用愁，这些都是党和国家
的恩情！”

整场演出在歌曲《吉祥丰收》中落下帷
幕。演员们饱含热情、激情演绎，展现了雅
砻大地丰收的喜人场景。

现场还举办了展销会，17 家农牧民合
作社带来各自独具特色的农畜产品及手工
艺品，庆祝丰收节的到来，藏鸡蛋、糌粑、藏
式辣椒粉等琳琅满目的特色产品引得现场
观众踊跃购买。桑日县扎巴兴民农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洛桑罗布笑着说：“今天很荣
幸在农民丰收节上展销合作社的藏鸡蛋，
现在我们的养鸡场在党的惠民政策的支持
下，办的越来越好。”

“我们比巴村委会开设合作社以来，大
大促进了群众就业增收，这些都要感谢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桑日县桑日
镇比巴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平措
次仁感慨地说。

下午 15 时 30 分，桑日葡萄采摘节在帕
竹葡萄种植基地开幕，吸引了不少市民和
游客前来体验。

游客方女士来山南探望朋友，得知有采摘活动，特意同朋友
一同来到种植基地采摘葡萄。方女士一边采摘，一边说：“现在
的快节奏生活，让我们很难有时间和机会进行这样的活动，能够
亲手采摘葡萄，也算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我买了几瓶葡萄酒，都是他们自己酒庄里酿的，正好可以
回家尝尝。”市民土旦高兴地说。

帕竹葡萄种植基地占地面积 8000 余亩，种植有 9 种不同品
种的葡萄。截至目前，葡萄产量累计达到 435 吨，带动周边 9 个
村的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并通过务工、土地流转和产业分红，带
动贫困户23户65人脱贫致富。

“以前没有葡萄基地的时候，我们就靠外出打工为生，现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在这里工作，不仅不耽误干农活，还能赚到更
多钱，特别好。”葡萄基地工作人员央金措姆说。

今年西藏·山南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旨在弘扬西藏
农耕文明、游牧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山南农牧民的伟大创
造，凝聚力量，提升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展示农
村发展的成就，激发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丰
收节成为农牧民的舞台，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
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持续推进丰收节成风化俗。

桑日县副县长王鹏满怀信心地说：“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贯
彻落实党中央、区党委、市委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我们广大农民群众
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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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随着一
个又一个文化惠民项目建成
投入使用，我市广大群众深
切感受到了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带来的“甜头”，纷纷拿起
手机拍照、拍视频，争相分享
幸福时刻，表达对党和政府
的感激之情。

图为群众在山南博物馆
里参观。

段敏 摄

“我为文化
惠民点个赞”

“缓缓的土沙丘上遍布草方格，远处
还种着沙棘、花棒等植被，和以前举目四
望都是一片沙的景象大大不同了。”每当
驱车经过扎囊县桑耶镇时，记者都会对这
里的景象心生感慨。

扎囊县桑耶镇，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
北岸。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
这里土地沙化严重，植被稀少，生态环境
非常脆弱。每到冬春季节，黄沙漫天，口
罩、帽子是人们出门的必备品。

随着2005年山南市全国防沙治沙综
合示范区批准成立，这里的荒漠化土地得
到有效治理，治沙技术向多元化发展，沙
化面积逐年减少，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有
了明显改善。目前，山南市全国防沙治沙
综合示范区完成防沙治沙面积 4.8 万余
亩，建成综合生态环境监测场，安装了小
型气象站1处。

科学规划 示范引领
山南市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设

立以来，依托工程项目建设，立足科研引
领、技术示范、集成推广，全力创建全国防

沙治沙示范区，提供了成功的防沙治沙技
术模式。

目前，示范区内试验了草方格、树枝
方格、砾石方格、尼龙网方格沙障和砾石
压沙等机械防风固沙措施，前挡后拉固底
削顶、片林防风固沙、乔木防护林带、多用
途桑防风固沙、灌木林防风固沙、乔灌草
相结合等生物防风固沙措施；同时，筛选
出了适宜的防沙治沙植物品种，坚持“乔
灌草”相结合，树种选择与经济效益相结
合，坚持引进品种与乡土树种相结合，示
范区种植沙生植物种类14科27属34种，
成功试种推广花棒、柠条、沙柳、籽蒿、油
蒿、梭梭、枸杞、沙打旺等引进沙生植物先
锋树种。

“根据流动沙地和半流动沙地的环境
特点，我们采取丘间地造林，沙丘上实施
沙障，沙障内栽植固沙植物和点播沙生植
物种子，封沙育草的方式治沙。针对山坡
沙地坡度大、种子位移严重等问题，采取
沿等高线人工踩脚回头撒播。”据示范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示范区采用乔灌草混合

搭配模式治理流动沙地，植被覆盖度达
75.1%，而且能够自然更新繁育，形成了稳
定的固沙植物群落。

通过15年的投资建设，示范区流动沙
丘面积减少 75%以上，沙尘气候明显减
弱，连续6年无沙尘暴记录。

防沙治沙 助力脱贫
依托防沙治沙，实施林业草原生态工

程，能够有效提高林草植被覆盖度，遏制
风沙危害，改善生态环境与旅游环境，促
进当地旅游业持续发展，带动农牧业产业
结构的调整。

目前，我市在雅江北岸沙地区域，实
施了万亩苗圃基地、千亩经果林、千亩甘
草基地、百亩车厘子基地等一批生态产业
项目，初步形成了生态种植、生态旅游等
多元生态产业扶贫体系和江北万亩林果
经济带，建成苗圃基地9028亩，带动当地
群众就业 252 人，累计增收 1015.5 万元。
引进亿利资源、蒙草生态、江平生物等企
业，在雅江北岸实施现代农牧业示范基
地、甘草基地等项目建设，带动就业1432
人，人均增收9000元，真正做到了把黄沙
荒漠变成宜居家园、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探索实践出了沙生植物生态产业化
的新路子，为防沙治沙工作注入了新动
力。

扎囊县章达村村民达瓦卓嘎对记者
说：“我已经在示范区工作2年了，一个月

可以拿到4500元工资，这比外出务工要轻
松许多。”

提升意识 共防共治
防沙治沙作为一项事关农牧民生活

生产、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的社
会事业，离不开社会的关注与支持、人民
群众的参与、专业技术力量的投入。

近年来，我市依托“世界防治荒漠化
与干旱日”“世界地球日”等活动节点，大
力宣传防沙治沙法律法规、政策、先进技
术和先进典型，营造全社会参与的防沙治
沙和生态修复社会氛围，极大地带动了全
市防沙治沙项目建设。在防沙治沙工程
实施中，积极引导培养专业技术力量，提
升全民防沙治沙能力。通过多年的实践
锻炼，逐渐培养出了一批有经验、懂技术、
重实践的农牧民治沙队伍。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终年与风沙相
伴，可没想到居然有战胜风沙的一天。在
技术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村里的百姓大都
学会了种树、种草，所种植被的成活率都
很高，如今的家乡一改往日风沙四起的景
象，变得越来越美了。”达瓦卓嘎高兴地
说。

一块块草方格整齐有序地在沙堆排
列，喷灌设备正忙于喷洒……在山南市全
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的作用下，我市境
内的雅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掀开了崭新
的一页。

铺展绿色 收获希望
——我市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多举措使荒漠变绿洲

史金茹

本报讯 近期，乃东区各驻村工
作队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网络
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全民维护国家
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组 织 集 中 宣 讲 ，确 保 覆 盖 全
面。各驻村工作队通过召开群众大
会、现场咨询讲解等形式大力宣传
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群
众生产生活开展了一系列国家网络
安全教育活动，使群众进一步了解
网络安全相关知识，增强对网络安
全的认知意识和防护意识。

开 展 入 户 宣 讲 ，确 保 成 效 扎
实。各驻村工作队积极入户，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围绕国家网络安全、
日常生活中的网络诈骗、文明上网
等方面知识，向农牧民群众宣讲，让
群众从内心深处认识国家网络安全
的重大意义，激发群众的爱国主义
热情。

采 取 灵 活 宣 讲 ，确 保 深 入 人
心。各村驻村工作队充分利用村
（社区）小喇叭和张贴标语等方式深
入田间地头、施工现场、商店、茶馆
等向辖区群众讲解国家网络安全知
识，让农牧民群众时刻受到警醒，以
便群众遇到网络诈骗时能更好地及
时处理，确保自身财产安全。

乃东区各驻村工作队开展
全民国家网络安全教育

本报讯 近日，市民政局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联合山南市
健民医院医护人员走进乃东区
泽当街道办事处嘎玛庆社区开
展以“七彩服务、白色义诊”为
主题的便民义诊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解答居民
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医疗保
健、疾病健康问题，认真为居民
免费检查身体、送去常用药物，
增加居民对疾病知识的了解和
认识，倡导健康、文明、进步的
生活方式。

市民政局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9月24日，78岁的湖北黄石监狱退休干部黄益生独自驾车来
到曲松县。

此次进藏，他带来400双新鞋、6000元现金、10盒月饼和几大
包衣物，委托黄石市援藏工作队送给有需要的群众。

本报记者 梁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