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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A）相隔仅10天，习主席第
一次离京视察部队时，在南海之滨作出
重要论断：“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
来说，也是强军梦。”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主
席郑重宣告：“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
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听党指挥是灵魂，能打胜仗是核
心，作风优良是保证。强军目标，谋的
是民族复兴伟业，布的是强军兴军大
局，立的是安全发展之基。

一引其纲，万目皆张。强军目标一
经提出，得到全军上下高度认同和衷心
拥护，极大提振了军心士气，有力推动
了部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彰
显出巨大的理论魅力和实践威力。

8个月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
开。经习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将国防
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盘
子。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内容单独
作为一个部分写进全会《决定》，这在党
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大盘取厚势，落子开新局。2015年
11月，伴着一场瑞雪，中央军委改革工
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主席发出打赢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攻坚战的动员令：全
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强军之路。

习主席强调，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
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
来的关键一招。

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由此启动。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习主席和

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有力有序推进——

2015年12月31日，陆军领导机构、
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习主席亲
自授予军旗并致训词。

2016年1月11日，习主席接见调整
组建后的军委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强
调要讲政治、谋打赢、搞服务、做表率，努
力建设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
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军委机关。

2016年2月1日，习主席亲自为调
整组建的五大战区授旗并发布训令，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
格局正式形成。

2016年9月，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
队成立，习主席亲自向武汉联勤保障基
地和无锡、桂林、西宁、沈阳、郑州联勤
保障中心授予军旗并致训词。

2016年12月，习主席出席中央军

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
会议，强调要抓住机遇，一鼓作气，乘势
而上，扎实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
成改革。

2017年7月，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
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成立，习
主席亲自授军旗并致训词。

2018年1月1日零时起，武警部队
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
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
挥体制。1月10日，习主席亲自向武警
部队授旗并致训词。

2018年11月，中央军委政策制度
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习主席强调，要认
清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
策制度体系。

……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领导指

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
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梯次接续、
前后衔接、压茬推进。

人民军队的历史，写下里程碑式的
一页——

2017年7月30日，朱日和，沙场阅
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之
际，习主席发出新形势下的强军号令
——“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
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梦想在召唤，目标引征程。经过5
年努力，人民军队实现了政治生态重
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
形象重塑，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
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
伐。

2个月后的2017年金秋，“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
告。

3年后的2020年金秋，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战略
安排——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
代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机械化信息
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
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
百年奋斗目标。”

又踏层峰望眼开。2021年11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
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强调——

党提出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确立新
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制定到二〇二七年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二〇三五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

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
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
军、依法治军，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
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
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
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
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蓝图催人振奋，奋进正当其时！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

魂，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
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陆军第 75 集团军某旅的荣誉室
里，珍藏着半截烙有“长征记”字样的皮
带——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274团八
连第三次过草地，陷入断粮困境，14岁
战士周广才忍饥挨饿留下半截皮带，带
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

2016年1月5日，习主席视察原第
13集团军，听到“半截皮带”的故事时，
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
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2016年底，划时代的军队规模结构
和力量编成改革拉开大幕，18个陆军集
团军调整重组为13个。半年后，第75
集团军某旅作为全军首批跨区调防的
合成旅，横跨2省5市，从大城市千里移
防到祖国西南一隅的边陲小镇。

在强军兴军的时代大考中，全军将
士听令景从、动若风发，做到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从南昌到三
湾再到古田，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
建党建军学说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创造性建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
原则和制度，赋予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
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有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弱
化问题突出，如果不彻底解决，不仅影
响战斗力，而且事关党指挥枪这一重大
政治原则。

又一次扶危定倾、又一次力挽狂澜
——

2014年金秋，闽西小镇古田，时隔
85年后，再度见证一支伟大军队的浴火
重生。

习主席在这里主持召开新世纪第
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
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
都不能动摇”。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
从古田再出发，政治建军掀开新的

时代篇章，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
一强军之魂不断巩固加强——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
的绝对领导”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

大会通过的新修改的党章，明确中
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
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把中央军事委
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这一领导体制在
党章中确立下来。

2018年8月，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
议召开，对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从古田再出发，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这个强军之基不断强化，人民军队作
风形象重塑、政治生态根本好转——

2014年金秋，经习主席提议，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写入全会决定，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
局。2015年２月，经习主席批准，中央
军委印发《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
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人民军队法治
化建设进入“快车道”。

古田全军政工会精辟概括了“11个
坚持”的优良传统，尖锐指出10个方面
突出问题……2015年元旦前夕，由习主
席亲自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关于新形势
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转发
全党全军，着力回答和解决了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
的重大问题。

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
全面加强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深
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
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
其流毒影响，推动人民军队政治生态根
本好转。

从古田再出发，全军将士在全面深
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中

“淬火”“提纯”，坚守初心使命——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思想上高度自觉、政治上高度
自觉、行动上高度自觉。

重整行装，浴火重生。凝聚在党的
旗帜下，伟大的人民军队始终军魂永
驻、信念如磐。

“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战略能力，更好履行新时代人
民军队使命任务”

2022年1月4日，习主席连续第五
年签署中央军委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
开训动员令，吹响练兵备战的时代号角。

一号命令，一号使命——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
变，大力推进战训耦合，大力推进体系
练兵，大力推进科技练兵，全面推进军
事训练转型升级，练就能战善战的精兵
劲旅。”

实战必先实训。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

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
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
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
仗、指挥打仗。”

统帅发出的“胜战之问”，振聋发
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扭住能
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

2014 年，一场“头脑风暴”席卷全
军，由习主席亲自推动的“战斗力标准
大讨论”在全军部队如潮如涌——

“战斗力标准是什么？”“战斗力现
状怎么看？”“战斗力建设怎么办？”……
从军委机关到基层一线，从领导干部到
普通一兵，从中军帐到演兵场，全军上
下共议战斗力，共谋打赢策。

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新时代军
事训练将永远铭记这个历史性时刻
——

2018年新年伊始，中央军委隆重举
行开训动员大会，习主席一身戎装、冒
着严寒向全军发布训令，号召全军全面
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打赢能
力。

这是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全军
开训动员，也是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训练条例（试行）》施行后的首
次军队开训。

统帅千钧授，三军一念同。
近年来，习主席亲自筹划重大演训

活动，决策重大军事行动，临机抽点拉
动部队，全军上下备战打仗的导向更加
明显、氛围更加浓厚。

强国梦、强军梦，离不开国防科技
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同场合、不
同时机，习主席对科技创新作出深刻阐
述——

“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
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
占领先机、赢得优势”“把创新摆在我军
建设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国防科技
和武器装备发展必须向以创新驱动发
展为主转变”……

统帅号令，激励着全军广大科研人
员只争朝夕，加速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
形成独特优势，力争实现由“跟跑”“并
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进入新时代，人才强军号角催征
——

2013年11月，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
技大学时，提出要实施人才强军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全面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作出新的战略筹划和全
面布局，习主席提出要全面推进军事理
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
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

2021年11月，中央军委人才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主席强调，要“深
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确保为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支
撑”。

2022年1月，经习主席批准，中央
军委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工
作的决定》。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主席领导人民军队重振党管人
才政治纲纪，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
优化人员队伍结构布局，创新人力资源
政策制度，推动我军人才工作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战略能力，更好履行新时代人
民军队使命任务。”2020年10月23日，
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掷地
有声。

和平需要维护，能战方能止战。
2022年1月28日，中华民族传统节

日春节来临之际，习主席到中部战区视
察慰问时，同中部战区海外维和分队进
行了视频通话，强调——

“要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
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向世界展示
中国军队良好形象。”

同一天，应汤加王国关于火山灾害
救援的请求，中国空军两架运-20飞机
搭载30多吨应急和灾后重建物资，经过
一万多公里的长途飞行，抵达汤加首都。

近年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军队从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
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从参加国际灾
难救援、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到全方位开
展安全交流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了积极努力。

千川汇海阔，风正好扬帆。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即将迎来 95
年华诞的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为引领，向着胜利、向着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勇毅前行！（新华社）

（上接第一版B）
要压实寺庙管理僧人的责

任，依法加强僧人管理，确保不
出问题。寺庙和僧人要珍惜当
前来之不易的形势，自觉维护团
结稳定的大好局面，在关键时刻
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群众教育疏
导工作。在详细查看寺庙文物
保护情况后，许成仓指出，寺庙
保存的壁画等重要文物充分说
明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
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
族和其他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
化上的交往交流贯穿了西藏历
史发展始终。统战民宗部门和
寺管会要组织干部学习研究历
史，培养一批懂西藏历史、藏传
佛教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干部人
才队伍，提高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的能力和水平。寺管会干部要
学习了解寺庙历史，坚持保护为
主、加强管理，加大文物保护力
度，利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
事实，引导信教群众不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许成仓十分关注春耕备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
设等情况。“春播准备什么时候
开始？”“冬播面积有多少？”“轮
作面积有多少？”在加麻乡白松
村，许成仓详细询问驻村队员工
作生活情况和群众春耕春播情
况，要求驻村工作队积极走村入
户，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掌
握粮食耕种情况，教育引导群众
保护好耕地；加强人居环境整
治，引导群众追求更加健康文明
的生活；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深
化群众感党恩教育和法律教育，
引导群众更加坚定地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

在邱多江乡江塘村，看到村
容村貌整洁，街道干净卫生，房
屋错落有致，许成仓表示肯定。
他强调，整治人居环境，既是改
善乡村旅游形象的重要内容，也
是现代文明生活进入千家万户
的重要表现，要鼓励引导群众参
与人居环境整治，保持清洁卫
生，营造健康生活环境。乡村振

兴不是大拆大建，要尊重历史和
风俗习惯，尽量保持村落历史风
貌。在下江乡加娃村委会，看到
群众正在举行节日文艺表演，许
成仓高兴地与群众打招呼，“罗
萨扎西德勒！藏历新年来看看
大家。”并叮嘱村“两委”和驻村
工作队按照区党委改进作风、狠
抓落实的工作要求，提前谋划准
备，提前安排，把维护稳定、乡村
振兴、基层党建、春耕生产、群众
增收等工作盯紧抓好。

在邱多江乡邱多江村调研
时，许成仓偶遇在路边散步的次
仁平措和普珍，上前与他们打招
呼，受到两人的热情邀请，来到附
近的次仁平措家中，与他的父母
刚珠、索朗拉家常，为他们献上哈
达，送上节日慰问和祝福。“家里
有几个劳动力？”“有几人外出打
工？一个月能挣多少？”“小孩几
岁了？上学没有？”“有没有什么
困难？”许成仓详细了解他们的家
庭收入来源和目前存在的困难，
看到家里整洁卫生，牛羊肉储备
充足，叮嘱他们要牢记党的似海
恩情，铭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的关心关怀，坚定一心一意跟
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调研期间，许成仓强调，各
县（区）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
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制定完善应
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预案方案，严
格落实各项维稳措施，着力排查
化解信访突出问题，以国泰民安
的社会环境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藏历新年后，要紧盯粮
食生产，抓紧做好春耕春播种子
供应、农田水利设施修缮等工
作，严查弃耕现象，防止耕地撂
荒，保证春播粮食耕种面积不
减，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努
力提高粮食单产，确保粮食安
全。要按照自治区党委的统一
部署要求，加快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创建工作，为我市成功创
建国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贡
献力量。

琼结县、曲松县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了所在县调研活动。

（上接第一版C）
凭着优异的表现，1966年次仁旦增

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还担
任过勒乡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家扎根勒
乡，巡边守边，建设家乡。

“一定要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土
地！”13岁那年，格桑旦增第一次跟随父
辈放牧巡边，父亲对他说得最多的就是
这句话。

在格桑旦增家二楼客厅，柜子和抽
屉里的一张张老照片见证着父亲次仁
旦增忠诚爱党、为国守土的峥嵘岁月。

“父亲年迈，不能再出门巡边，他的
路我替他走下去。”翻雪山、趟冰河、过
泥潭，常人眼里枯燥乏味的巡边生活，
他一坚持就是几十年。

2021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山
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的卓嘎被授予“七一
勋章”。

“总书记亲自为卓嘎颁授‘七一勋
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给我们边境干
部群众莫大的鼓舞。我们要向卓嘎、央
宗姐妹学习，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把
勒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格桑旦增说。

“爸爸总说，守住国才能守住家。”
如今，格桑旦增28岁的女儿次仁旺姆也
经常跟着格桑旦增一起巡边守边，祖孙
三代扎根边陲，守护国土，建设家乡。

在格桑旦增的感召下，勒乡18岁至
65岁的群众都担负着巡边守边任务，守
护祖国疆域的一草一木。

无怨无悔，干部群众的“活地图”
冬天的勒乡，太阳出来晚，风又大，

峡谷里寒气袭人。
“不能大意，东西要带齐。”上山前，

格桑旦增总是数着背包里的每一件物
品，反复确认。

“这里野猪、豹子、熊、蛇，多得很。”
从错那县城来勒乡经营酒店已经3年的
珠久说，“我们酒店房间一开窗，经常能
看到一群猴子。”

深山密林里野生动物更多，巡逻
时，格桑旦增就和大家时不时地喊两声
来驱赶野兽。这是祖辈留下来的经验，
一定要避免正面碰上野兽。

可总有意外，勒乡森林茂密，地形
复杂，这些年大家被蛇咬伤，与熊和野
猪正面“较量”的事不在少数。

野兽有形，无形的危险反而更难防
备。

2002 年夏天，太阳火辣，瀑布飞
流。30 岁的格桑旦增像往常一样带着
20 多岁的年轻队员格桑次仁和江白格
桑正在巡边。

突然暴雨袭来，瓢泼大雨骤然打在
三人身上。没多久山洪爆发，一条平日
里一步就可以跨过去的小溪一下子变
成了湍急的河流。

这是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
雨越下越大，水势越来越急。

“不能再耽误了！”格桑旦增知道，
雨不会很快停，而三个湿漉漉的人在这
里过夜很危险。当机立断，他抽出门巴
刀，瞄准身旁一棵碗口大的枯树。

树一倒，大家赶忙一起把树架到河
对岸。

“快，你们先走！”格桑旦增双手扶
着笔直的树干。

冒着被洪水卷走的危险，大家互相
鼓励着，抱着树干艰难地爬到了对岸。

这时大家才喘了口气，回过神来。
没走几公里，远处火光熹微，那是家的
方向。

凌晨1:00左右，浑身湿透的三人才
安全返回了家。

“无论山有多高，路有多远，只要是
我们的国土，就一定要巡逻到。”前些
年，路不好走，45 公里的路全靠步行。
格桑旦增和队员们背上干粮，趟冰河、
爬雪山、过泥潭、踩湿地，一走就是一
周，大家都要在野外过夜。

勒乡的雨季，雾霭弥漫，林深草密，
浓夜漆黑，偶尔能听到几声野兽的吼
叫。大家会生起一堆柴火，驱赶冬日的
寒气。

在干燥的大石头下，格桑旦增把干
草垫在身下，闭目浅睡。无数个夜晚，
他都是这样凑合过去的。

巡边路上滑倒摔伤、感冒生病更是
常事。

“害怕吗？”“以前害怕，后来就习惯
了。”格桑旦增轻描淡写的说。这些年，
他遇到过无数次意外和危险，但从未后
悔，也从不退缩。

“我现在是 51 岁了，不管还能活多
久，只要我还在就会坚持巡边。”朴实的
话语里，承载了对党和国家的热爱。

村民平措多吉说：“格桑旦增书记

的关节经常疼痛，但他还是坚持带领我
们巡边，每周至少一两次。”

“让国旗飘扬在边境线上。”这个沉
稳的男人出门前总是细心地叠着国
旗。在巡边过程中，大家还会用油漆在
山壁和石头上写上“中国”，在树上画出
或者用石头摆出“五星红旗”。

一年的冬天，格桑旦增和年轻队员
们像往日一样走在丛林里巡逻着。突
然，一名队员看到不远处的一棵树上画
着印度国旗。他们当即就把树的这部
分刮掉，画上中国国旗。

“后来，再一次巡逻时，我们看到印
方人员又重新画上了印度国旗，我们就
又一次画上中国国旗。几次反复下来，
我们就干脆把树直接砍掉，不让印方人
员留下任何痕迹。”

巡边路上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往
前可以走，往后不能退。“一根草一寸土
都不能让！”格桑旦增坚定地说。

“他是大家公认的‘活地图’。”勒乡
党委书记冯永义说。多年来，格桑旦增
带领大家早已踏遍了边境的山山水水、
一沟一壑，对林区地形地貌、资源分布了
然于心。为了更方便巡逻，他凭着记忆
画出了巡边路线图，打印出来分发给大
家，还常常提醒大家各个点的注意事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作为多年的护林员，
格桑旦增有时候还要带着红外相机，帮
助林业部门监测野生动物踪迹，以便更
好地保护野生动物。

“我们向他学习，大家团结一心，守
护好祖国边境。”村民曲宗说。

在这片秀美的土地上，勒乡干部群
众倾力守护着家乡的生灵草木、万水千
山，守护每一寸国土。

建设家乡，人民心中的“好公仆”
“家乡不建设好，都搬走了，谁来守

边？”这是格桑旦增一直担心的。
发展产业，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

富，才能留住人。
勒乡平均海拔2350米，受印度洋暖

湿气流的影响，气候温和湿润，具有发
展高山茶叶种植得天独厚的条件。但
一直以来由于零散种植，管理粗放，茶
叶品质不高，未能形成产业，带动群众
就业增收能力不强。

格桑旦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2006
年，他提出对茶厂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

式进行了改进；2011 年，他带头组织成
立了“茶叶协会”；2013 年又带着村“两
委”班子成员，挨家挨户与村民沟通，成
立了勒乡茶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改革的持续
推进下，现在合作社集种植、加工、销售
于一体，有砖茶、红茶、绿茶和速溶茶四
种产品，畅销区内外，供不应求。”合作
社理事长罗布次仁介绍。仅茶产业一
项 ，勒 乡 农 牧 民 每 年 就 能 人 均 增 收
10000余元。

茶产业发展起来了，乡村基础设施
也要跟着完善。

2015 年勒乡新型特色小城镇建设
的消息传来，村民只需承担一部分资金
就能住上新房，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格
桑旦增带头第一个响应。

考虑到部分村民积蓄不够，他积极
与村“两委”班子成员沟通，组织召开村
民大会，以村集体经济分红的方式为村
民分担了部分资金压力。

“书记都带头了，我们也要积极响
应！”最终，所有村民按时足额交付了自
筹资金。

2018年2月，村民们住上了设施齐
全、宽敞明亮的藏式“别墅”。

“现在家家户户开起了家庭旅馆，
吃上了旅游饭。”村民伟色说，“旅游旺
季的时候房间还不够住。”

“一年至少有几万元的收入。”65岁
的村民古如乐呵呵地说。除了家庭旅
馆，古如还经营餐馆和商店。

一直以来格桑旦增还有一个心愿：
“让门巴戏像雪莲花一样，盛开在祖国
的边境，散发它独特的魅力。”作为代表
性传承人，目前他已经教出了 18 名徒
弟，门巴戏也成了深受游客欢迎的展演
项目。

如今，依托特色小城镇建设、森木
扎景区、门巴民俗文化等发展起来的旅
游业和改进后的茶产业成为拉动勒乡
经济发展的“两架马车”，群众的腰包越
来越鼓，守土固边的信心越来越足。

2019年勒村还被评为“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

在党的好政策下，家乡能发展得这
么好，格桑旦增比谁都高兴。

如今，勒乡各族干部群众像格桑花
一样扎根雪域边陲，以实际行动争做

“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