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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糌粑、一杯酥油茶，简单吃过早
饭，65 岁的格桑曲扎起身理了理衣服，对
着镜子检查了一遍胸前的党徽是否端正，
随后戴上帽子走出家门，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

这里是乃东区多颇章乡嘎东团结新
村。给群众通知会议、辖区巡逻、矛盾纠
纷排查、邻里纠纷调解……如今，这些事
情充实了双联户户长格桑曲扎的生活，让
他乐在其中。

“这样的生活，过去想都想不到。”就
在三年前，格桑曲扎还是琼结县一户普通
的农牧民。

从乃东出发，驱车来到琼结县城，再
往东南方向驱车 20 分钟，记者来到雪巴
村，这是格桑曲扎搬迁前居住的地方。

徒步3分钟穿过一条小道，格桑曲扎
的旧房子映入眼帘：低矮的二层小楼，一
楼关牲畜，二楼居住，阴暗的房间、墙体开
裂、地面凹凸不平……

带着我们走进老房子，格桑曲扎感慨
地说：“这房子太老了，一到雨天，雨水就
从屋角往下漏，地面湿了不说，家里的衣
服被子也潮湿得不能用。”妻子普布群宗
在旁边插话，“还有老鼠和虫子，但那时候
没钱，只能凑合着住。”

格桑曲扎说，之前的收入来源是务农
和放牧，每天一大早，就要把牛羊赶上山，
然后回来简单吃上口东西，就下地干活。
到了晚上，又要上山去把牛羊找回来，一
年下来加上各种补贴，年人均收入勉强在
一万二左右。

2019 年，山南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乃

东区建设嘎东团结新村，将全市八县一区
的困难群众都搬迁到这里。

“虽然老房子不好，但毕竟住了一辈
子，刚开始还真舍不得。”格桑曲扎说，村
干部带着有意愿搬迁的群众来了一趟团
结新村后，他的想法变了。

“当时房子还没完全建好，但新村的
格局已经形成，房子的框架也非常合理，
可以预想之后的样子。再加上村干部们
说，过来以后的收入肯定比之前高，我心

里就有了底。”回去后，格桑曲扎将看到
的、听到的都告诉了普布群宗，夫妻俩下
定决心，搬到团结新村。

2020年6月，包括格桑曲扎一家在内
的566户2057人，搬进团结新村，开始了崭
新的生活。

格桑曲扎的新家距离市区14公里，驱
车15分钟即可到达。来到团结新村，只见
宽阔平整的水泥路面、生机勃勃的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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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搬迁，他从“放牛郎”变身“双联户户长”——

格桑曲扎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陈鹏 李红 次仁罗布 巴果 乃东融媒 刘大山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
藏视察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更加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民
生问题，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
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一
件一件抓落实，让各族群众的获得
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至今仍响
彻耳畔。这是人民领袖至深至浓的
民生情怀，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念
兹在兹的深情牵挂，更是对西藏做好
民生工作的科学指引、巨大鼓舞和极
大鞭策。

近年来，西藏立足维护祖国统
一、加强民族团结这个着眼点和着力
点，把握好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这个
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教育就业一体
抓、各项保障一体建、医疗健康一体
推，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
府的大事来抓，让各族群众共享高质
量发展的成果。

人民幸福正成为新时代新征程
西藏现代化建设最温暖的底色。

让群众更好
地“富”起来

就 业 是 最 基
本的民生，是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的
重要基础。

近年来，西藏先后出台了20余份
支持就业创业的政策性文件，在完备
的政策体系支撑下，西藏高校毕业生
市场就业格局基本形成，职业技能培
训促进就业作用不断凸显。5 年来，
全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95%
以上，农牧民转移就业每年60万人以
上。

就业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关乎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有就业，才有收入；
有收入，生活才有奔头，城市才更有
活力。

在昌都市江达县外冲村，提起华
电西藏公司驻村工作队，村民们总是
赞不绝口。2018年，华电西藏公司驻
村工作队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申请
资金帮助外冲村成立了木松民族手
工艺公司，并协调签订总额约4000万
元的10年期供货协议，解决了项目可
持续发展问题。

“饭碗”多起来、“荷包”鼓起来。5
年过去了，木松民族手工艺公司木刻
车间已逐步发展成集木刻、书法、藏
香于一体的复合型村集体产业，累计
帮助群众增收 900 余万元；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2017年的3668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1.2 万余元，外冲村已经成
为昌都市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典
型。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
的。近年来，西藏大力发展高原特色
农牧产业，积极创建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农业产业强镇，不断培育和壮大
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围绕产业平
台、主导产业、经营主体、三产融合等
方面进行创新推动，把生态优势、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让农牧民的口袋真正鼓起来。

让群众生活品质“高”起来
新征程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日益广泛，“发展起来以后”的新诉
求新期待日趋复杂和多元，民生改善
的难度不减。2022年，自治区聚焦人
民群众所思所盼，持续推动民生改善
创新，“十大民生工程”投入资金147.4
亿元，教育、医疗、文化、安居保障、帮
扶救助等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教育是民生之基。当前，西藏义
务教育发展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
衡，人民群众的期待从“有学上”转为

“上好学”。
3 月初，藏北那曲的天气依然寒

冷，而高海拔学校教室里却温暖如
春。在海拔 4700 多米的那曲市班戈
县加琼镇小学，孩子们正在玻璃暖廊
里开展趣味活动。“现在不管外面有
多冷，我们都可以穿着轻便的衣服在

暖廊里学习活动了。”五年级学生才
旺拉姆开心地说。

才旺拉姆所说的正是西藏扎实
推进学校供暖全覆盖、高海拔农牧
区热炕试点、农牧区供水保障提升
等民生项目之一。人民的美好生活
里，不仅有孩子的笑声，更少不了老
人的幸福。“一小”连着“朝阳”，“一
老”连着“夕阳”。“一老一小”是民生
保障的重点，也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
生大事。

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白朗村幸
福院内，几位老人沐浴着暖阳，喝茶
聊天，不时传来阵阵欢笑声。2021年
以来，林芝市民政局以“党建+养老服
务”方式，推进农村幸福院建设。截
至2022年底，林芝市整合利用村委会
各类闲置资源，筹措资金530余万元，
打造了7个农村幸福院和2个养老服
务驿站，累计服务群众2万余人次。

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爱心，
多年来，西藏不断织密织牢“一老一
小”民生保障网，让“幼有所育、老有
所养”向“幼有优育、老有颐养”不断
迈进。

从更高水平的医疗到更优质的
教育、更好的生态环境、更舒适的居
住条件……西藏持续发力增进民生
福祉，以一系列举措惠民生、纾民困、
解民忧，让群众的生活品质“高”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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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 日电 《习近平
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蒙古文、藏
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
文、壮文等七种民族文版，已完成全部
翻译工作，近日在全国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
2023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
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协调下，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组织全

国民族文翻译队伍，于 2023 年 7 月完
成七种民族文版《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一卷、第二卷翻译工作。《习近平著作
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民族文版出版发
行，必将进一步推动全国广大少数民
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团结奋斗。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
卷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
朝鲜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彝
文、壮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分别联合四
川民族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发行。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第二卷民族文版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李亚杰）8月2日，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许
成仓主持召开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推进
会。坚持问题导向，听取各县（市、区）
和市直各相关部门重点项目建设和固
定资产投资落实情况汇报，分析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提出解决办法，明确下
一步工作方向。

市领导尼玛旦增、单强、牟永文、
刘圣育、安兴国、江嘎、次仁、郑传经、
张维、刘宗昌出席。

许成仓强调，要把项目工作作为
重中之重。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投资就是抓发
展”的理念，不等不靠、不推不拖，紧盯
重大项目建设，做深做细做实固定资
产投资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推进项目
建设往前赶。各县（市、区）和市直各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项
目建设一线，跟踪问效，真抓实干，推
进项目建设不断提速增效。

要坚持问题导向。各相关部门要
把制约项目建设的问题梳理清楚，逐
项研究、逐条落实，进一步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围绕
破解难题开展工作，积极跑办协调，攻
坚克难、爬坡过坎，共同协商、解决问
题、推动工作，确保在建项目加快进
度，计划项目尽早开工。

要增强竞进意识。正确认识和
准确把握当前形势，既要肯定成绩、
坚定信心，又要正视问题、迎难而上，
自我加压、主动作为，多在解决问题
上想办法见行动，少在困难面前找理

由讲条件，以“时时放心不下、夜夜睡
不着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振奋干事
创业的精气神，坚持干字当头、竞进争
先，创新思路、改进工作，积极主动作
为，转作风抓落实，千方百计抓投资抓
项目，推动项目建设搞得快一点、再快
一点。

要统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要
始终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到各项工作
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
和责任，经常深入现场，严格督促检
查，深入开展交通安全、施工建设、消
防、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风
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止出现重特
大安全生产事故。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
导。各级党委要发挥好统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作用，综合谋划、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切实担负起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各级党组织主要
负责同志要不断提高抓发展的能力和
水平，积极学习研究政策，经常研究调
度经济工作，紧盯本单位本辖区全年
既定目标任务，加强调度统筹，齐心协
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更多贡
献。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工作调度做
得更实一点、更具体一点，对前置审批
手续未完成的项目要限期完成，对拖
着不办、长期推进不力的要严肃追责
问责。各项目承建企业要加快工作进
度，合力推动项目尽快投产达效。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泽当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
场。

让西藏人民生活方式一步跨千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西藏的成功实践

卢文静

许成仓主持召开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巴桑卓嘎）8月2日，我市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广泛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桑日县桑日镇塔木村举行，这
标志着全市2023年“三下乡”活动全面启动。

上午10时50分，启动仪式正式开始。基层群众
代表分享了“三下乡”活动开展以来村里发生的变
化，塔木村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

随后，在舞台上，桑日县民间艺术团带来了舞蹈
《吉祥桑日》、独唱《扎西罗萨》、相声《话说手机》、牧
民舞《幸福牧民》、折嘎《幸福路》等精彩节目，将党的
理论政策融入地方特色文化中，让广大群众在欣赏
精彩节目的同时了解最新的政策，赢得现场观众阵
阵掌声。

塔木村村民格桑央宗说：“今天的活动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我们可以在自家门口就能享受医疗服
务，免费领取药品。这次活动不仅让我们学到理论

知识，还可以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非常好，希望以
后多举行类似的活动。”

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咨询
台、发放宣传资料、宣传品等方式，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面对面向广大群众讲解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普及
医药卫生、农业科技、法律和健康知识，真正将暖心
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今天的活动为我们讲解了乡村振兴等相关政
策，科普科技知识，尤其养殖和种植方面的知识讲解
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觉得这种活动非常贴近我们老
百姓。”塔木村村民拉巴次仁说。

现场设立的“科普西藏”微信公众号宣传海报格
外醒目，大家纷纷驻足，拿起手机扫海报上的二维
码，认真了解农作物种植技术。

（下转第三版B）

我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广泛开展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

图为格桑曲扎向记者展示荣誉证书。

本报讯（记者白玛论珠）8月1日，安徽省公安
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刘海石率考察组到我市考察并
座谈。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安徽省第八批援藏
工作队领队单强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扎西平措主持，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刘宗昌汇报全市公安工作和受援工作情
况。

单强代表市委、市政府和援藏工作队向安徽省
公安厅考察组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对安徽
省公安厅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山南公安工作表示
衷心感谢！他指出，一年来，安徽省第八批援藏工
作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援
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立足西藏实际、

山南所需，积极推进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智力援
藏、人才培养、民生工程等工作，组织开展皖藏一家
亲、促进民族团结系列活动，援藏工作取得了新成
效。希望两地公安机关继续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强
化沟通协作，共同推动两地公安工作不断向前发
展，促进两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要在资金、技
术、人员、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和援助，
更多地关心关爱援藏干部和家属，尽量帮助他们解
决力所能及的问题，帮助援藏干部解决后顾之忧。

刘海石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持续加
强人才技术培训、干部挂职锻炼、资金装备资源等
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创造两地公安工作新的辉
煌，使两地公安机关的友谊之花开得更加灿烂。

会上，安徽省公安厅向市公安局赠送援助资金
260万元。

我市与安徽省公安厅考察组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