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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拉萨 6 月 3 日讯 （记者张尚华 张黎黎 刘文
涛）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王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退役军人工作、双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强
化服务保障，努力提升退役军人工作质效，为西藏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指
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
作领导小组2024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了2025年重点工作。

王君正充分肯定全区退役军人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退役军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的高度，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
退役军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
各部门要自觉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能力，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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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掌握蕴含其
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真抓实干、担当
作为，确保西藏退役军人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王君正强调，要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
队建设服务，努力推动全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紧密结
合实际，创新方式方法，加强理论武装、典型示范，教育引导
退役军人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加
强体制机制建设，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
索新机制，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
体系，为退役军人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加强服务保障工
作，做好安置工作，强化优待帮扶，提升保障能力，切实维护
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加强双拥共建工作，创新拓展双拥载体，加强社会
化拥军工作，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不
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浓厚氛围。发挥好退役军人作用，扶
持就业创业，完善就业支持体系，鼓励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各
展所长、发挥优势，扎根西藏、建设西藏，在基层治理、乡村振
兴等方面作出新贡献。 （下转第三版A）

习近平向韩国当选总统李在明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6月4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李在明，祝贺他
当选韩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韩互为重要近邻
和合作伙伴。建交33年来，双方超越
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携手并进、

相互成就，实现两国关系平稳健康发
展，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促
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
贡献。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韩关
系发展。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

进，国际和地区形势中的不确定因素
增多。作为全球和地区重要国家，中
方愿同韩方一道，坚守建交初心，坚定
睦邻友好方向，坚持互利共赢目标，共
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
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携手推动绿色发展 共筑生态文明之基

（详见第三版）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6月4日上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白俄
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习近平再次祝贺卢卡申科当选连
任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
是真朋友、好伙伴。双方一直以诚相
待、以信相交。两国传统友好历久弥
坚，政治互信牢不可破，各领域合作全
面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
角度看待和发展中白关系，愿同白方一
道，推动两国关系和互利合作行稳致
远。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上海
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和配合，共
同反对霸权霸道霸凌，捍卫国际公平正
义。

卢卡申科表示，这是我第15次访问
中国，每一次都真切感受到中方的深情
厚谊。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大力支
持和帮助，对中国高度信任，将坚定不
移发展对华关系，积极推进对华合作。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
义，反对单边主义和制裁施压，为世界
树立了榜样。白方深表钦佩，愿与中方
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王毅参加会见。

6月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北京中南海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
科。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西藏日报泽当6月2日电（记者旦增
玉珍）记者日前从有关部门获悉，首届西
藏非遗周活动将于6月13日至18日在山
南市举办。

据了解，首届西藏非遗周活动将以
“雪域瑰宝·藏源山南”为主题，通过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和市民近距离
感受西藏非遗的独特魅力。6月13日晚，
活动将在山南火车站站前广场盛大开幕，
举行开幕式暨文艺晚会。

活动期间，山南市体育场民族路将举
办“非遗集市·百家争鸣”非遗工坊产品促
销展示活动。此次集市将集中展示100余
项非遗展品，涵盖传统手工艺、美食、服饰
等多个领域。游客和市民不仅可以通过
现场体验、工艺演示等方式了解非遗产品
的制作过程，还可以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直

播带货等互动专区，购买心仪的非遗产品。
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首届

西藏非遗周活动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山南市人民政府主办，旨在让更多
人领略西藏非遗的独特魅力，凝聚全社会
共同参与非遗保护的强大合力。

据悉，西藏非遗资源丰富多样，涵盖
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
剧、传统医药、民俗等十大类别。其中，格
萨（斯）尔、藏戏、藏医药浴法三项已成功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充分展示了西藏文化的
深厚底蕴和广泛影响力。目前，西藏共有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5项、自治区级
460项，国家级传承人96人、自治区级522
人，形成了层次分明、传承有序的保护体
系。

首 届 西 藏 非 遗 周 活 动
将于6月13日在山南举办

从希腊首都雅典出发，经北京转
机，17 个小时才能抵达西藏拉萨。
从爱琴海畔到雪域高原，跨越5个时
区，的确太过遥远。这对几千年前的
古人来说，更是不可想象的翻山越海
之旅。

然而，西藏山南市博物馆内的一
件藏品，却折射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神奇。这件公元 6 至 7 世纪的文物
——酒神鎏金银盘，无声诉说着古希
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故事，也
在无声讲述着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
的交流历史。

记者到今日山南采访，感受到古
老的山南正续写这种文化交流的神
奇。全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山
南，书写着更多中外民间交往、文化
交流故事。

博物馆内，藏“高原丝路”密码
站在山南乃东区的扎西次日山

上俯瞰，群山环抱中，一片青稞田满
眼葱绿，格外醒目。

这不是一块普通田地。它被称
为“萨热索当”（本义为“沃土，吃吧”，
源于神赐五谷的传说），被认为是西
藏第一块农田。传说 2000 多年前，

“萨热索当”与山上矗立的西藏第一

座宫殿雍布拉康相互守望，共同孕育
出雪域高原的独特文化。

山南古称“雅砻”，因雅砻河而得
名。在这里开车转一转，还能寻找到
更多的“第一”：西藏第一座寺院、第
一座佛堂、第一部经书……在松赞干
布于拉萨建立吐蕃政权前，历代赞普
的统治中心一直在山南的雅砻河流
域，这里也被认为是藏民族的摇篮和
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悠久深厚的历史底蕴，让山南在
1995 年建立了西藏第一座博物馆，
这个“第一”也只是“藏源之地”的又
一个新注脚。在山南市博物馆中，除
了酒神鎏金银盘，另一件吸引记者关
注的是与它同时代的萨珊银币。

山南市博物馆馆长卓玛向记者
介绍，历史上的萨珊王朝建立于古波
斯（今伊朗），地处亚欧大陆之间的丝
绸之路要冲。这些出土于山南的萨
珊银币证明，西藏早已通过一条“高
原丝绸之路”与中亚地区有着直接或
间接的往来。

卓玛告诉记者，许多文化交往、
融合故事隐藏在展品中。她穿梭在
展柜之间，如数家珍：“看看这些佛
像，它的面部特征、头饰、衣着都有浓

烈的南亚风格；这几张唐卡，仍然能
看出一些尼泊尔文化的影子；这份用
梵文写成的贝叶经，由贝多罗树的叶
子制成，这种树木主要在热带和亚热
带生长。”

“西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兼收
并蓄的过程，受到中原以及南亚等
地文化的深刻影响，逐渐形成自己
的独特风格。”卓玛说，这是交流，也
是融合。

翻开西藏的历史，一系列重要的
文化成果都离不开交融的力量：藏文
创始人吞弥·桑布扎曾前往天竺（古
印度）访学，依照梵文创制了包括30
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字母的藏文，
推动了吐蕃社会的文明进程；藏医学
鼻祖宇妥·云丹贡布遍访天竺、泥婆
罗（今尼泊尔）等地，吸取各家之长，
于8世纪末著成藏医学经典《四部医
典》……

历史证明，高寒恶劣的自然条
件，从来无法阻隔高原上各民族与外
界交流、交往的脚步。他们智慧地选
择不同季节、避开风雪严寒，充分利
用地形地势和水草分布特点，打通并
维系着一条条通往不同地区与文明
的道路。

生活点滴中，有文化交融印记
行走在山南，处处是民族交往与

文化交融的印记。要理解到这一点，
或许只需在朋友家喝一杯茶。

到当地人次仁家中做客，刚一坐
下，主人拿出一个木碗，从暖壶中倒
出热气腾腾的酥油茶，这是藏族的待
客之道。

用于喝酥油茶的木碗是藏族人
的必需品。次仁介绍，藏地人家过去
逐山水而居，居所流动性非常大，携
带瓷碗容易破碎，金属碗又贵又重，
所以轻巧实用、价廉物美的木碗非常
受欢迎。

传统上是人各一碗，父子、夫妻、
兄弟都不同碗。人到哪里碗到哪里，
形影不离。藏族人十分重视木碗，有
谚语形容：“一只上等木碗等于10头
牦牛。”在次仁家桌子上，还摆放着几
个色泽古朴、镶有银边的木碗，这是
他的长辈用过的木碗，也是他们“一
生的伙伴”。

西藏很多地方都产木碗，山南加
查县以核桃木制作的木碗闻名。次
仁说，大家也会选择购买尼泊尔手工
制作的木碗。在西藏采访时，记者注
意到：从山南到林芝，再到阿里地区，
几乎每一家挂着“尼泊尔特产”字样
的商店内，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木
碗都会摆满一面墙。

在阿里普兰县边贸市场，当地商
户告诉记者，尼泊尔有生产木碗的文
化，而西藏有销售和使用木碗的文
化，二者一直传承至今，形成了一种
深厚的文化联系。

再斟上一碗酥油茶，记者的目光
被次仁家庆祝藏历新年时拍摄的合
影所吸引，特别是他母亲穿着的藏族
服饰。这套节庆时才会拿出来的服
装颜色丰富，还配有用绿松石、珍珠、
珊瑚等制成的繁复配饰。

卓玛告诉记者，西藏传统配饰多
以金银、珠玉等天然材料制成，既是
美的象征，也被认为是财富的积
累。 （下转第三版B）

这里是藏文化发源地，有西藏历史的众多“第一”——

寻访“藏源”山南的文化交融基因（边城见闻）
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 范凌志 人民日报记者 张博岚 鲜 敢

图为山南市区全貌。 本报记者 次仁龙布 摄

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宣传标语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6月4日，市一高举行毕业典礼，现场师生
互献哈达，相互拥抱，拍摄各式创意毕业照，用
照片记录下美好的青春，留下难忘的回忆。

图为老师与学生互献哈达。
本报记者 次旦卓嘎 摄

致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