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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
习教育的通知》精神，曲水县开展以“学”字
贯穿始终的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
稳思想之舵，扎实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

立足“学”，力促党纪学习教育走实

党委（党组）带头示范学。集中学，各
党委（党组）发挥“头雁”作用，坚持先学一

步、深学一层，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内
容纳入理论中心组学习，开展理论中心组
学习79场994人次；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
书班30场658人次。研讨学，邀请相关专
业人士解读《条例》6场 179 人次，通过集
中学习、个人自学等方式沉下身子、静心
研学，紧扣《条例》学习情况开展交流研讨
37场 422人次。交流研讨会上，与会人员
就党纪学习教育所学所思、所感所悟进行
交流发言，既谈学习体会感悟，又结合工
作实际谈下步打算，使党员干部纪法认识
更加深刻，工作思路更加清晰，自我革命
更加坚定。

基层组织结合实际学。规范学，280

个党支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学习
计划，明确学习任务和目标，通过分阶段、有
计划地学习，确保学习效果。支部书记密切
结合本行业本领域本部门工作实际，围绕《条
例》开展讲纪律党课34场 669人次，以主题党
日形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31场 431 人次；充
分发挥村（居）组织活动场所党员教育的主阵
地作用，组建基层宣讲员队伍开展宣传宣讲
活动 61场，受益党员 1200 余名。覆盖学，针
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群体，采取“线
上＋线下”双轨并行的形式开展学习，线上通
过驻村干部和包联党员与党员点对点联系，
开展“微信送学”30余场次，覆盖流动党员63
名；线下开展“送书到家”“送学上门”25 场
293 人 次 ，党 建 指 导 员 下 沉 一 线 支 部 ，

（下转第二版）

阳光洒过逐渐返绿的草地，拉萨周围
的山里藏着无限活力与生机。这里是拉萨
南山公园，它坐落于拉萨河南岸，与雄伟的
布达拉宫隔河相望。

南山公园是实施南北山造林绿化工程
的成果之一，更是西藏深入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的缩影，十余年接续植绿，昔日荒山已葱葱
郁郁，“绿色家底”不断增厚。

身处其中可以看到“一茬接着一茬干”
的恒心，“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心，更看到
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骨子里的韧
性和守护青藏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的

初心。

护林员的三张照片见证南山蝶变

拉萨南山公园护林员扎西曲培朋友圈
里有三张照片，分别是2012年、2016年的
南山公园和2023年站在南山公园远眺布
达拉宫的照片，第三张是去年国庆更换山
顶上的国旗时拍摄。举国欢庆之日，记者
和他一起爬到南山公园的至高点，这里是
俯瞰整个拉萨的绝佳登高处。

放眼望去，满目皆绿。山顶垃圾不易
清运，返程他背着几十斤的塑料瓶一路“风
驰电掣”。偶尔穿插几句“以前这里光秃

秃，种了树后才有了这些
小动物”“我很热爱南山，
我会在这里种树到生命最
后一刻”……这些话，他不
只对一个人说过，几乎每
一个聆听过他在南山种树
故事的人，都会对他竖起
大拇指。

简单的话语浓缩着他
8年日复一日的坚守。扎
西曲培 2016 年来到园区
工作，当时南山公园的高
海拔植树造林试点工作已
开展 4 年，但山上的树并
不多，冬天刮风时还是容
易起扬尘。

拉萨的树不好种。
2008 年，在拉萨大桥

的南端，开展树上山试种成
功。2011年，西藏自治区
林木科学研究院在拉萨河
南岸宝瓶山开展林木苗种
试验，为工程的选种和造林
模式提供了科学依据。扎
西曲培说，在南山公园这种
都是裸岩的山上种树，种树
挖的坑深度和宽度都有讲
究，有时候还得带着电钻一
点点钻。特别是“客土”这

一步十分费劲。“客土”是指非当地原生的、由别
处移来用于置换原生土的外地土壤，南山公园种
树的土来源很多，通常来自柳梧、文创园区等
地。其实早在2012年，拉萨市就启动了南山造
林绿化工程。南山公园作为拉萨南北山绿化工
程的一部分，是西藏自治区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
生态建设和修复的代表性工程。

山上的路不好，车没法走，人就扛着树苗往
山上走。为了解决水源问题，2022至2023年，
共在山上建设了累计修建高位蓄水池601座、泵
站96座、铺设输水管线774.78千米、安装变压器
210个、架设高低压输电线路136.776千米，修建
道路65条130.816千米…… （下转第二版）

拉萨融媒讯（记者大索朗曲珍实习生
旦增卓嘎、旦增晋美）根据拉萨市推进全域
旅游发展动员大会要求，城关区八廓街道
鲁固社区党总支积极响应，在旅游旺季到
来之际，成立“党建＋志愿服务文旅”游客
服务驿站，为游客提供温馨周到的服务。

六月的拉萨，是游览的最佳时节。上
午10时，不少游客在鲁固巷道来回穿梭，
游客服务驿站就设立在鲁固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有2名游客走进驿站，准备坐下歇歇
脚。驿站志愿者立刻为他们倒上开水、甜
茶，并介绍驿站内可供她们使用的物品，用

美好与温暖展示拉萨人的热情好客。“今天
早上从重庆来到拉萨，刚好住在附近，就看
到这里有游客服务驿站。驿站提供的甜茶
很好喝，还可以免费吸氧，作为游客，感到
很温馨。”重庆游客刘婷说。

记者看到，驿站内放置着精致的桌椅，
有饮水机、充电器、书籍、氧气罐、血压器等
供游客无偿使用。同时，社区还不时安排
党员志愿者在游客进出口、鲁固路沿线等
景区开展文明旅游引导、志愿服务活动，以

“亲情式”“温馨式”服务理念贯穿到全过
程、各环节。

“我们这里经常有游客进来休息、如厕，志
愿者们就为他们无偿提供开水、氧气、常备药
等。今后，我们志愿者将持续为广大游客服
务，让他们在古城拉萨感受到家的温暖。”鲁固
社区志愿者次央说。

志愿者们一声欢迎问候、一句真心解答，
不仅暖了游客的心，办游客之所需，还承载着
游客在拉萨的更多期待，拂去一路的奔波劳
累。“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用
实际行动助力拉萨旅游发展，为古城拉萨营造
文明、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鲁固社区第一
书记强巴拉姆说。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九曲黄河气势磅礴、滚滚长江奔

涌不息、万里长城蜿蜒巍峨、京杭大运河贯通古今……这些
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民族精神
的重要象征，承载着中华文明，延续着千年文脉。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

任”；
…………
话语深情，嘱托殷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的文化足迹遍及全国，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对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文明之光照亮复兴征程。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

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历史性成
就，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显著提升，千年文脉赓续绵延，
灿烂文明生生不息。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

木板墙、花格栅、石库门。浙江金华兰溪市诸葛镇，近千
年历史的诸葛八卦村，是迄今发现的诸葛亮后裔最大聚居
地，村内有明、清等时期的古建筑300多幢。

时至今日，诸葛八卦村里人人都是文保员。
甫一进村，一个大红色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微缩模

型，在白墙灰瓦间格外显眼。那是孔明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诸葛文仓创新的孔明锁玩具。

“孔明锁制作、诸葛中医药，入选省、市级非遗，村里的文
创产品远销海外。”诸葛文仓笑着说，“村民是古村落保护者，
也是受益者。”

2006年 6月 10日，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浙江文化遗产保护时专门
提到了八卦村：“有的新农村恰恰是要保持历史原貌的古村
落，如兰溪的八卦村等，就是要保护它的原貌，体现它的历史
美，不能去破坏它。”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大保护力度，加快抢
救速度，切实保护好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秉持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在地方考察时常常调研当地历史文
化遗产，反复叮嘱要把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
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2020年 5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时强调。

燕山脚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中华文明历经沧
桑留下的古老典籍，在此“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兰台洞库，泛黄的纸张、隽永的墨迹，无声讲述着中华文
明的长河浩荡。为了让很多沉睡千年的珍贵古籍得以保藏，
国家版本馆开创性地建设了洞库以安全永久保藏珍贵版本
资源。

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成勇介绍，中国国家
版本馆的规模和条件在版本保藏史上达到新高度，截至今年
3月，共收藏版本3200多万册/件。

“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
下去。”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时强调。

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这些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所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不可估量。

河南安阳，在铁西路附近的一块考古工地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50多
名考古工作者，拿着手铲不断重复着刮面、画线等步骤，聚精会神，小心翼翼。

王含元是一名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博士，去年9月投入殷墟考古现场发掘，“我希
望能运用所学知识，为进一步揭示、呈现、还原出全面鲜活的商代文明贡献力量。”王含元说。

党的二十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要通过文物发掘、研
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2月26日，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在这座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考古类博物
馆中，近4000件（套）文物集中公开展示，其中3/4以上文物首次亮相，生动呈现了商文明在中
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
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步入四川三星堆博物馆，葱茏绿树掩映的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内，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或
手持工具伏案修复，或盯着电脑分析数据，或围坐在一起探讨修复方案。

“这里主要负责三星堆6个新‘祭祀坑’出土文物的保护清理和修复工作。”三星堆博物馆副
馆长、文物保管部部长余健介绍。

2023年 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考察时指出：“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
长期任务，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
久为功，做出更大成绩。”

“真切感受到总书记的关心，文化传承定能后继有人。”余健颇感欣慰的是，三星堆博物馆已
有很多90后、00后加入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

（下转第四版）

拉萨融媒讯（记者小拉姆次仁通讯员韩
孝）近日，拉萨市中学生“乘复兴快车·游生态
西藏”研学活动结束。

活动期间，学生们的行程丰富多样。他
们首先来到曲水县才纳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参观科技展馆、农业科普馆等，深入了
解现代农业的发展；在山南博物馆，他们直观
感受到历史的变迁；乘坐复兴号高原内电双
源动力动车组，学生们对交通发展的成果有
了切身体会……

此次研学活动由拉萨市教育局主办，拉

萨市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承办，旨在深
化学生对国家和人民福祉理念的理解，培养爱
国爱乡之情，提升综合素质，树立正确生态
观。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生们不仅在知识
上得到了丰富，更在实践能力、团队协作和价
值观塑造等方面有了极大提升。活动结束后，
学生们纷纷表示收获满满，将把这些宝贵的经
历和感悟转化为成长的动力。

此次研学活动为期7天，来自拉萨市北京
中学、拉萨江苏实验中学、拉萨市第三高级中
学的150名师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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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持续推进拉萨南北山绿化：

不负绿水青山 尽展生态画卷
拉萨融媒记者 凃 琼

图为游人在南山公园内小憩。 拉萨融媒记者 云 丹摄

坚持“学”字贯穿始终

曲水县扎实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拉萨市中学生“乘复兴快车·游生态西藏”研学活动结束 鲁固社区成立“党建＋志愿服务文旅”游客服务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