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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拉萨融媒讯（记者李从芳）为充
分发挥拉萨市首府城市首位度作
用，填补区市物资储备库和拉萨市
粮食储备库空白，2022年 11月，区
市粮食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建设项
目正式开工建设。目前，该项目主
体已完工，预计今年 7月中旬完成
竣工验收。

区市粮食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建
设项目位于拉萨市达孜区邦堆乡邦堆
村，占地面积200亩，总建筑面积4.1
万余平方米，建有救灾应急物资储备
库6栋，粮食储备库6栋及综合服务用
房、生活区宿舍、附属用房等。

项目监理负责人贾旭说：“目
前，管理人员及施工人员110余人已
进场复工，正在开展主体内外装饰
装修、外部道路铺设等工作。

据了解，该项目是迄今为止西
藏粮食系统投资最多、规模最大、智
能化程度最高的单体项目。

项目建成后，西藏自治区救灾
物资储备中心、拉萨市救灾物资储
备中心、拉萨市市级政府粮油承储
企业、拉萨市检化验中心全部入驻，
将打造成集综合储备、应急配送、统
筹调度、联合保供、区域辐射、信息
化管理功能于一体的粮食和应急救
灾物资储备中心。

区市粮食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建设项目主体已完工
预计7月中旬竣工验收

图为区市粮食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建设项目效果图。 拉萨融媒记者 李从芳摄

拉萨融媒讯（记者格桑卓玛）如
今，在我市大小餐馆里，随处可见文
明用餐的宣传标语，如“光盘行动”

“文明餐桌公约”“公勺公筷”等。节
约用餐、理性消费的文明氛围已经
形成共识，从星级酒店到餐馆再到
家庭餐桌，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正
成为城市文明的新内涵，各个餐馆
以不同的形式提醒顾客进店就餐时
要有节约意识。

记者走访了解到，许多餐饮企
业已将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视为常态

化 工 作 ，坚 决 杜 绝“ 舌 尖 上 的 浪
费”。3月 21日，在德吉路老文君酒
楼餐饮门店，“文明消费引导员”张
女士正在引导顾客按需点餐。“您
好，三位就餐，点三道菜基本就够
了。要是不够，中间可以随时再加
菜。”通过“文明消费引导员”的专业
提醒和引导，消费者更加注重节约
用餐，不会出现“舌尖上的浪费”现
象，餐饮企业也更加重视防止浪费
现象的发生。

老文君酒楼门前立着一张海报，
上面列出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如打包
的消费者可以享受9.5折优惠等。此
外，餐厅还设置了“文明消费引导员”
岗位，张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她们是
经过专业培训和考试后才上岗，为顾
客提供合理的点餐建议，引导消费者
合理消费、理性消费、绿色消费。

从心出发 从行开始

文 明 用 餐 在 我 市 蔚 然 成 风
在达孜区雪乡扎西岗村，作为

村里最受人尊敬的老人之一，从备
受压迫剥削的农奴，到主宰自己命
运的主人，强巴老人见证了新旧西
藏两重天的巨大变化。

78岁的强巴老人是村里人人尊
敬的老秘书、老教师。记者第一次
见到老人时，他正在屋子里修补算
盘。这深褐色的算盘已经有四十多
年的历史了，修修补补好几处，老人
一直保存至今。老人已近耄耋之
年，永远不会忘记65年前的那个春
天，温暖的阳光是如何普照雪域高

原的。
“在旧西藏，我们一家都是差巴，

一天到晚要给庄园主干活。穿的衣服
破烂不堪，缝缝补补，鞋子也没有底。
那时候的日子暗无天日，我们受了不
少苦。”强巴老人说。

在旧西藏，暗无天日的生活看不
到尽头。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驱散
了乌云，13岁的强巴上了学；1964年，
18岁的强巴当了兵；1972年，26岁的
强巴当了民办学校教师；1975 年，29
岁的强巴当上了雪乡人民政府秘书。
说起年轻时候的经历，老人兴致高
昂。“这张照片是我在当秘书的时候拍
的，拍照的地方是办公室，那时候没有
计算器，全靠算盘计算，我要核算村里
六个组的生产产量以及年底分红，从
而决定每户发放多少口粮。”强巴老人
指着桌上的照片说。 （下转第二版）

强巴：现在的幸福生活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
拉萨融媒记者 莫瑞英

新华社北京3月 23日电 3 月
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多米尼克
总统伯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20周年。

习近平指出，多米尼克是中国
在加勒比地区重要合作伙伴。中
多建交 20 年来，两国关系保持高
水平发展，政治互信历久弥坚，务

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谊日益
加深。我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
展，愿同伯顿总统一道，以两国建
交 20 周年为新起点，深化双方各
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共同开创中多关系更加美好
的未来。

伯顿表示，多中关系强劲、富有

成果。多方珍视同中国的友谊，感
谢中方的支持和帮助，愿同中方不
断深化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全球
挑战。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多
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互致贺电。
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多方共同努
力，以庆祝两国建交 20 周年为契

机，推动中多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
走向 深 入 ，为两 国人民带来更 多
福祉。

斯凯里特表示，建交 20年来，多
中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中国的支持
与合作为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我坚信多中关系将不断得到加强
和发展。

就中多建交20周年

习近平同多米尼克总统伯顿互致贺电
李强同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3月 23日电 3 月
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俄罗斯莫
斯科州一音乐厅发生严重恐怖袭击
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俄罗斯总
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莫斯科
州一音乐厅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
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遇难者表示深
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

诚挚慰问。
习近平强调，中方反对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强烈谴责恐怖袭击行
为，坚定支持俄罗斯政府维护国家安
全稳定的努力。

就俄罗斯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我市在积极实施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中，
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千方百计推进劳务组织组建、专业技能培训
和就业岗位对接，有效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记者来到拉萨南北山工程达孜区塔杰1号片
区，半山腰上，扎西巴珠和同事们三五一组，正忙
着挖树坑。他们有的用铁钎翘起石头泥土，有的
用铁铲将石头泥土铲出坑外。因为山坡比较陡，
机械无法在山腰上挖坑，只能靠人力。虽然在石
缝里挖树坑并不容易，但是能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能够为绿色拉萨出一份力，扎西巴珠与同伴
们都很高兴。

扎西巴珠说：“去年开始，我们就参与了拉
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去年全程参与绿化的群众
挣到了5、6万元。2023年种的树长得很好，树
长好了，对我们的后代子孙和拉萨的环境很有
好处。现在在家门口挣钱，既能照顾到家，有空
闲时间上山，还不耽误农活，非常好。”

扎西巴珠家住达孜区塔杰乡塔杰村，塔杰
村是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达孜区塔杰片区用工
首选村。作为增进各族群众生态环境福祉的重
要民生工程,我市在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中，优
先保障本地群众就业需求。尤其是今年，按照
就近就便原则，各片区优先选择附近有务工意
愿的农牧民群众，通过与村委会对接，以组织化
劳务输出的形式解决群众就业增收问题。

达孜虎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奇峻
说：“我们虎峰园林在2023年拉萨南北山绿化
项目达孜片区一共吸纳当地农牧民就业700余
人，发放农民工工资2600余万元。2024年，我
们虎峰园林共承接18000余亩，涉及达孜区 9
个行政村。今年我们的用工预计将达到1200
至 1500余人，群众直接增收将超过4000余万
元。”

同样在为拉萨南北山绿化贡献力量的多吉，
是圣地园林大佛岛2024保障性苗圃基地的工
人。在该苗圃内，记者看到，一辆辆运输车停在
大棚边，多吉与同事们将备好的苗木搬到车上，
一棵一棵摆好，这些苗木将运送到各造林片区
进行栽植。他们正在挖的这批苗木是去年10月
份从区外运来的，已经在苗圃驯化了近半年的
时间。

“我们是‘三岩片区’的搬迁群众，现在居住
在林周卡孜乡，到这边工作有五、六天时间了，
工资一天每个人有200元，还包吃，我们有33名村民来这里上班了，工作很积
极。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养护从区外运过来的苗木，经过驯化后将这些树挖出
来装在车里。”多吉说。

通过劳务输出，共有30多名林周县卡孜乡三岩片区搬迁群众来到圣地园
林大佛岛2024保障性苗圃基地工作。

圣地园林大佛岛2024保障性苗圃马成海告诉记者：“驯化的主要目的是
让苗木好好过冬，适应拉萨的气候及水土条件，确保在山上的成活率。我们
这边的用工都是周边村民，包括林周和拉萨当地的村民，高峰时期有300多
人，平时保持在 100人左右。在就业岗位中，我们先跟相关村委会申请，村
委会上报上级人社部门，并由人社部门集中培训，培训合格后统一输送到用
工企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老百姓饭碗,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作为
重要的民生工程，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鼓励支持更多农牧民组织化、规模化参
与工程建设，实现了就地就业增收。据了解，按照组织化投劳、规模化参与的
原则，目前我市已专门针对南北山绿化组建劳务组织21家，组织开展技能培
训1295人，通过投工投劳、参与管护等方式，吸纳本地农牧民就业1530人，有
效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努力实现生态与增收“共进”、增绿和发展“双赢”，切实
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的颜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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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强巴老人在曾经乡里唯一的小卖部，沿着斑驳的石头古墙缓缓行
走。 拉萨融媒记者 莫瑞英摄

感党恩 颂盛世
——说说我们的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