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萨融媒讯（记者齐永昌）为进
一步扩大全市农牧民转移就业组织
化规模，拓宽农牧民就业增收渠道，
近日，拉萨市2024年南北山绿化工
程劳务用工组织化转移就业输送仪
式在达孜区塔杰乡举行，现场输送
劳务用工达500余人。

近年来，达孜区依托南北山绿
化工程项目实现转移就业人数逐年
增加，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升，农牧
民组织化转移就业的良好风尚逐步
形成。在市人社局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下，2023 年，达孜区全力推进南
北山绿化工程项目建设，积极动员
和组织农牧民投工投劳，依托南北
山绿化工程项目转移输送农牧民群
众就业1863人，增收2570万元。

今年，达孜区南北山绿化一期

工程项目涉及面积2.32 万亩，总投资
5.73 亿元，预计需要务工人员 1684
人。达孜区各乡镇、各部门积极组织
农牧民群众参与南北山绿化工程，增
加群众收入。“今年，达孜区先造后补
一期工程共约 18000 余亩，涉及到 9
个行政村，还有大量的补植补栽和巩
固提升项目，我们3月进场施工、4月
将逐渐达到用工高峰，6月全面竣工进
入管护期，预计直接带动群众增收
4000 余万元。”达孜区人社局副局长
次旺欧珠说。

去年，我市持续巩固提升劳务输
出组织和劳务服务组织作用，做好用
工对接、岗位推介和人员输送，在各县
（区）多点开花、多措并举推进跨地市、
跨县（区）转移就业和“以工代训、工学
结合”工作， （下转第四版）

拉萨市南北山绿化工程劳务用工
组织化转移就业输送仪式举行
现场输送劳务用工达500余人

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的
“拉萨啤酒”于近日入选“拉萨老字
号”，对拉萨啤酒而言，这不仅是对过
去的表彰与肯定，更是对未来的守望
与期待。

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位于拉
萨市城关区色拉路，1987年开始建
厂，1989年正式投产，拉萨啤酒系列
产品以优质麦芽为主要原料，借助西
藏“水质纯净、无工业污染、优质原
料”三大自然优势用传统工艺酿制而

成，因酒体清澈透明，泡沫洁白细腻、
持久挂杯、口感纯正、爽口等特点深
受市民群众青睐。从1989年投产至
今，拉萨啤酒不仅陪伴了一代人的成
长，也参与了西藏人民许多重要喜悦
时刻，是西藏、拉萨的符号之一。为
响应绿色发展的号召，2023年，公司
自筹资金1亿元分别投资生产设备，
新上易拉罐灌装线、瓶装灌装线、10
蒸吨燃气锅炉、6台发酵罐及2台清
酒罐等设备项目，这些设备具有产能

高、能耗低、安全环保等特点。
销售部经理旦增说：“在过去的岁

月里，我们一直秉承着精益求精的精
神，坚持使用最优质的原料，传承最精
湛的工艺，为每一位顾客提供最纯正
的啤酒和最优质的服务。同时，我们
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紧跟时代步伐，
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1987年，当时18岁的扎西次仁
来到拉萨啤酒厂工作，如今36年过
去了，他从一名实习员工成长为部门

能手。他将于明年退休，谈到退休生活
他表示还会一如既往地关注拉萨啤酒
的发展：“在拉萨啤酒的30多年，除了
对这份工作的执着，更多的是源于民族
企业的自豪感，我对拉萨啤酒很有感
情，希望公司能发展的越来越好。”

经过30多年发展，拉萨啤酒的各
类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拉萨啤酒
作为西藏的一张名片，承载“西藏味道”
的历史使命，不仅有责任输出“来自世
界屋脊的品质精酿”，同时也有责任输
出西藏的人文和自然味道，为广大消费
者持续酿造更醇正、更新鲜的优质啤
酒。“我们深知‘老字号’的荣誉来之不
易，这离不开每一位拉萨啤酒员工的辛
勤付出，也离不开每一位顾客的支持与
认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努
力，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为
做‘百年企业’而继续奋斗。”旦增说。

“ 拉 萨 老 字 号 ”背 后 的 故 事
拉萨啤酒以匠心擦亮民族品牌

拉萨融媒记者 莫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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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央企联合发布《国有企业落实扩大内需战略的路径研究》报告
（第四版）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央卓）3月
1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
记肖友才视频调度全市维稳工作，
并实地督导调研。强调，要坚决贯
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维稳指
挥部的部署要求，坚持警钟长鸣、警
惕常在，切实把维稳工作抓实、抓
细、抓到位，坚决确保社会大局持续
和谐稳定。

市领导张春阳、马文清、郑卫
国、巴桑多吉参加。各包保地级领
导在分会场参加。

肖友才对近期全市维稳工作开
展情况给予肯定，并代表市委向奋
战在维稳一线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强调，思想认识要再提高，树牢底线
思维和极限思维，凡事都从最坏处
着想、向最好处努力，坚定坚决、从
严从实抓好维稳各项工作，一鼓作
气打好维稳攻坚战。工作责任要再
压实，牢记“有责有担当、失责必追
究”，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真正
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
办好自己的事。隐患排查要再深
入，聚焦“双拖欠”和安全生产等重
点领域，落实包案化解、强化源头化
解，用心用情回应好群众合理诉求，
切实把各类矛盾纠纷防范在源头、
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狠抓落
实要再发力，把预案和力量准备做
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隐患摸排得
更深入一些，把“落实”二字贯穿到
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切实做到以
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统筹兼顾
要再加强，学会“十个手指弹钢琴”，
一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复工复产，统
筹抓好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行动、

建筑垃圾大整治和民生改善等各项
重点工作，确保实现“开门红”。

随后，肖友才来到哲蚌寺，实地
督导检查寺庙维稳、消防安全、文物
保护等工作，并看望慰问驻寺干部、
公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强调，要

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坚持宗
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要高度重视文物保护传承
工作，让文物“活”起来，有形有感
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各民族长期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教育引导各
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加大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全面
消除一切火灾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
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肖友才视频调度全市维稳工作并实地督导调研时强调

切实把维稳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坚决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拉萨融媒讯（记者拉姆次仁）在
充分做好各方面准备后，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登记工作于今年1月1日正
式启动。普查工作启动以来，拉萨市
1500余名普查员走访大街小巷，对
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法人单
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入户
进行经济普查。

为扎实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工作，市统计局高度重视，谋划好、
部署好、行动好，多措并举助推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高质量完成普查“两员”选聘、普查区
划分绘图、业务培训、单位清查等工
作；组织普查员做好入户前的各项准
备，分配好普查任务，指导好普查业

务，并通过多种形式向普查对象发放
《单位清查告知书》。

目前，全市经济普查登记工作正在
有序进行中，预计4月底前高质量完成
入户登记工作。通过普查获取的翔实
资料，既能为国家制定中长期规划、宏
观经济管理政策等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又能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生产经营、投资

决策等参考依据，为社会公众了解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提供信息服务。

城关区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韩婧
告诉记者：“城关区此次共出动300余
名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在各街道开展普
查登记工作。我们倡议普查对象能积
极配合经济普查工作，真实、准确、完整
地提供相关信息。”

全 市 经 济 普 查 登 记 工 作 有 序 进 行

3 月 14 日，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肖友才视频调度全市维稳工作并实地督导调研。这是肖友才到哲
蚌寺，实地督导检查寺庙维稳、消防安全、文物保护等工作。

拉萨融媒记者 巴桑次仁摄

3 月 14 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强前往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现场，
实地调研2024年度巩固提升项目进展情况及提水管线柳梧段建设情况。图
为王强在拉鲁湿地 2 号片区造林点了解树木品种、苗木长势、水管铺设、林
木管护等情况。 拉萨融媒记者 多吉吉布摄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珍）3月 14日下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强前往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现场，
实地调研2024年度巩固提升项目进展情况及提
水管线柳梧段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坚定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两会精神，绵
绵用力、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
建设，打造绿色宜居城市，以生态文明建设新成效
造福各族群众。

三月的拉萨风和日丽，植树造林正当时。在
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拉鲁湿地2号片区造林点和
纳金山隧道两侧造林点，2024年拉萨南北山绿化
造林工作正有序推进中。王强来到造林点，与项
目施工单位、有关部门和务工群众深入交流，实地
察看、详细了解树木品种、苗木长势、水管铺设、林
木管护及群众务工等情况，并对工程质量和建设
进度给予充分肯定。

王强指出，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是自治区党
委、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
实践，是锚定“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的有力举
措，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两会精
神，按照区市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抢抓植树造林
黄金期，全力推进南北山绿化造林各项工作。

王强强调，要因地制宜、适地种树，坚持宜绿则
绿、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科学优化树种和
花草结构，不断增加绿化层次，提升造林质量；要进
一步提高科技含量，不断加大绿化苗木精细化、精准
化种植养护力度，切实种好、护好、管好；要支持和引
导造林主体有组织地吸纳当地农牧民群众参与到南
北山绿化工程中来，不断促进群众就业增收。

在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提水管线柳梧段，王
强实地察看管线铺设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
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强调，要坚持边干、
边总结、边完善，借鉴有效经验和做法，直面问题、
迎难而上，为有力推进南北山造林绿化工程提供
坚实的供水保障。

在拉萨南北山绿化保障性苗圃基地，王强实
地察看基地内储备的苗木品种、质量及长势情
况。强调，要切实做好苗木引种试验、良种培育、
驯化过渡等工作，有效发挥好保障性苗圃保障作
用，持续长效为南北山绿化提供优质苗木。

副市长洛色一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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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守护的地球村，
也是需要精心浇灌的人类文明百花园。

2023年3月 15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向世界郑重
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倡议着眼推
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
相知相亲、凝聚国际社会合作共识、促
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为推动人类社会

现代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
强大动力，在全世界激荡起广泛而深远
的回响……

“世界文明是一条大河”

“数字藏经洞”让世界各地的人们
通过互联网沉浸式感受上午10点的阳
光照耀莫高窟的景象；飞天、九色鹿、三
兔共耳等经典图案在各国孩子们的画笔

下显得多姿多彩；取材自敦煌壁画的舞
剧《丝路花雨》在海内外长演不衰……

敦煌，这座千年丝路之上的绿洲
古郡，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交融中，绽放
新时代的光芒。

历史上，这里是多元文明荟萃之
地，中华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
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
艺术、文化在此交汇。 （下转第三版）

在人类文明百花园中播种希望
——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回响

新华社记者 邱 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