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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余洋洋）9月
19日，拉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工作联席会议暨工会系统重点工
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旨在健全完善
拉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研究部署工会系统
下一步重点工作任务。

市委副书记赵辉年出席并讲
话，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宋
留柱主持会议。

会议书面传达学习中华全国总
工会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

有关文件和自治区总工会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厅际联席会议精神，
听取了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有关联
席会议相关制度和文件意见建议，
通报了近年来拉萨市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就创新推
动拉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和
工会系统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促进各族职工交往交流交
融、助力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党建
与业务工作融合推动进行了安排
部署。

赵辉年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
各部门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
发挥各自职能作用，依托各种资源
平台，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扎实推进
我市产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下一步，市总工会和相关部门要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思想认
识，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形成工作合力，创新推动拉萨市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深化
做实。

赵辉年要求，要充分发挥机关

工会、企业工会和环卫工人、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作用，助力城乡环境
综合大整治行动常抓长效。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各项工作主
线，围绕六个共建抓落实、紧盯具体措
施抓落实、压实责任抓落实，推动各族
职工交往交流交融工作走深走实。要
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党建党风廉政建
设与业务两手抓、两手硬，紧盯巡视巡
察和上级调研督查专项工作推进，落
实好年度重点工作，推动本系统本
领域专项工作走在前面。

我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联席会议暨工会系统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

北京至拉萨 3472 公里，海拔高度相差 3600
米。2023年8月，北京市第五中学教师钱志华积
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克服远距离、高海拔，作为北
京市第十批“组团式”教育援藏人才来到拉萨北京
实验中学任教。一年来，钱志华在自己的工作岗
位上兢兢业业，在教育教学科研方面成绩斐然，
2024年9月被评为拉萨市优秀教育援藏人才。

“我想，这是一次机会，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有这样一次机会为国家的教育发展和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感到特别幸运。”钱志华说。

怀着一颗赤诚之心，2023年 8月，有着15年
教学经验的钱志华毅然告别繁华的大都市，与20
余名北京教育工作者踏上援藏之路，克服高原反
应给身体带来的不适和远离家人的孤单，迅速投
入拉萨北京实验中学高一年级4个班级的物理教
学工作中。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高一教室，一节生动的
物理课正在进行。从电势差的基本定义、公式到
相关知识拓展、类比，钱志华力求将每一个知识
点讲得浅显易懂，让学生听得明白，并积极与学
生互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集中学生注意力。
物理课在钱志华的精彩讲解下变得趣味无穷，学
生们听得仔细，收获良多。

“钱老师讲课充满活力，在学习知识的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拉萨北京实验中学高
一（7）班学生罗布赤美说。

“钱老师讲课会从我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课
堂氛围很轻松。同时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业，有问
题可以随时找他，他利用休息时间给我们讲解。”
学生扎西索朗说。

刚来到拉萨北京实验中学，钱志华发现孩子
们学习十分刻苦，学校各个角落总能看到他们背
书的身影。但学好物理仅靠死记硬背是不够的，
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至关重要。为此，钱志华坚持
将北京的成功经验与拉萨教学实际有机结合，大力推行“智达教育”模式，着力
培养学生学习能力，为孩子们营造快乐的学习体验，指导有效的学习方法，进
而培养孩子们浓厚的学习兴趣。“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都是扎根于课堂的，所
以我们通过认真备课巧妙提出问题，向45分钟要效率，提升学生们的思维能
力。通过作业批改，发现学生的问题，课下单独找学生去解决，确保学生掌
握基础知识点，举一反三，提升学习能力。”钱志华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探索和实践，2024年6月，在拉萨市2023-
2024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一期末联考中，钱志华所任教的班级进步明显，班级
平均分由刚任教时的年级第六名上升到第二名。同时，学生学习物理课的
热情和兴趣得到极大提升。

要想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还必须提升教师的能力素养。秉持“支援一
所学校，示范一个地区”的原则，钱志华与学校青年教师形成师徒结对，充分
发挥“传帮带”作用，与青年教师共同探讨适合本地学生的教育教学方法。
2024年3月，由钱志华主持申请的西藏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课题《西藏高中
生物理科学思维能力提升实践研究》成功立项，带动更多学科组青年教师加
入教育科研。通过带领青年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定期开展公开课展示、在全
市联合大教研活动中开设讲座和研究课，学校青年教师的科研和教育教学
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过去一年，我在教育教学、科研和送教方面有了些许收获。我将继续
发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援藏精神，充分发
挥‘传帮带’作用，为拉萨北京实验中学的腾飞及拉萨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钱志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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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乔梁）为庆祝
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展示我市
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和农牧民群众
的幸福生活，9月22日上午，拉萨市
庆祝 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在尼木县吞巴镇举行。

活动在欢快的歌舞表演中拉开
序幕。来自尼木县各乡（镇）的农牧
民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用
优美的舞姿和动听的歌声表达对丰
收的喜悦和感恩之情。《吉祥日子》
《吞弥故里》《青春颂之幸福农民》等
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赢得了现
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活动
现场设有非遗文化展示区、合作社
农产品展销区、农机展销区、美食品
尝区等。在农产品展销区，尼木豌
豆粉丝、孟嘎菜籽油、尼木藏鸡蛋等
来自各乡（镇）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和企业代表带来的特色产品，吸引
了众多游客驻足选购。

“很高兴今年拉萨的‘中国农民
丰收节’活动在吞达镇举办，近年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出
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下转第四版）

拉萨市庆祝 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举行

完善通达的基础设施，是新时
代实现乡村振兴、开启城乡融合发
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的必要条件。今年以来，拉萨高新
区（柳梧新区）管委会投入资金
5664.33万元，对柳梧新区响冲小区
进行基础设施提升改造，进一步完
善小区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柳梧新区响冲小区建成于2008
年，属于柳梧新区柳梧村老旧小区。
由于建设时间较早，随着小区内人口
增长，雨污水系统、供电、通信等基础
设施无法满足生活需求，小区内架空
管线错综复杂，给居民出行带来一定
影响。“以前我们小区的道路坑坑洼
洼的，给我们群众带来了不便，今
年，通过该改造项目的实施，小区的
道路整洁了、环境变好了，村民的环
境卫生意识也提高了。”响冲小区六
组组长尼玛说。

在拉萨高新区（柳梧新区）管委
会的统筹安排下，2023年 11月，柳
梧新区响冲小区道路提升（人居环
境提升）改造项目正式施工。该项
目总投资 5664.33 万元，工期一年。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工程、
给排水工程、电气及照明工程、公共
环境工程等。其中，道路交通工程
包括沥青混凝土道路8.5万平方米、
人行道透水砖修复0.65 万平方米；
给排水工程包括新铺设雨污水管线
6.5 千米及破损检查井、井盖更换；
电气照明工程包括安装室外配电箱
43个、太阳能路灯464盏。结合全
市正在开展的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
行动，项目提前谋划，同步设置交通
标线标识，小区内施划停车位 300
余个，引导居民有序停放车辆；同步
实施强弱电管线入地、公共区域草
坪绿化改造，增设垃圾收集设施及
休闲座椅等。

“8月份，完成了项目整体路面
和管道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强弱
电管入地的施工，整体项目预计于
11月份全部竣工。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强化责任落实，抓好施工细节，
争取给老百姓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项目施工负责人吕良说。

加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拉萨融媒记者 李从芳

千年华夏飞天梦，廿载嫦娥揽
月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决
策实施探月工程，圆的就是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飞天揽月之梦。月球
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
功实施，都是人类认识和利用星球
能力的充分展示。”

砥砺奋进，春华秋实。20年来，
中国探月工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
的月球探测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引领下，
中国探月工程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
成就，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
祉屡立新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
出卓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
审时度势，从党和国家发展全
局高度对接续实施月球探测、
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
战略擘画，为加快建设航天强
国、科技强国指明方向，推动中
国探月工程实现历史性跨越

2024年 6月 25日下午，内蒙古

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湛蓝的天
幕下，一顶红白相间的大伞缓缓降
落——嫦娥六号返回器携带月背样
品到家了！

完成历时53天的太空之旅，嫦
娥六号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
面采样返回。

美国《纽约时报》载文称，嫦娥
六号任务带回的样本，可能为研究
月球和地球的起源提供线索，这是
中国探月计划的最新成果，显示出
中国航天日益增强的综合实力，标
志着中国一系列探月任务的又一次
胜利。

自2004年启动实施，中国探月
工程步步衔接、接续跨越、连战连捷：

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绕月，实
现中华民族千年奔月梦想；

2010年至2012年，嫦娥二号实
现对月球的高精度测绘、日地拉格
朗日 L2点科学探测和图塔蒂斯小
行星飞掠探测；

2013年，嫦娥三号携“玉兔”号
月球车成功着陆月球；

2019年，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
次月背着陆巡视探测；

2020年，嫦娥五号从月球正面
采集1731克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2024年，嫦娥六号带回人类首
份1935.3克珍贵月球背面月壤……

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
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习近平总
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党和国
家发展全局高度对接续实施月球探
测、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
战略擘画，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
技强国指明方向，推动中国探月工
程实现历史性跨越——

“空间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科
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
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的重
要标志”；

“科技创新深度显著加深，深空
探测成为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基
于创新。创新决定未来。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创新
才能抢占先机”；

……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

始终难忘那一幕：2013 年 12 月 15
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彼时，远在地球38万公里之外，
嫦娥三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虹湾区

域，“玉兔”号月球车安全驶离着陆
器到达月面。23时45分，经过地面
数据接收和处理，飞控大厅大屏幕
上显示出“玉兔”号月球车的清晰图
像，一面五星红旗鲜艳夺目。

“习近平总书记聚精会神地观
看、聆听，同大家一起鼓掌，还来到
科研人员中间，同大家一一握手，致
以问候。”吴伟仁回忆。

党的十八大以来，嫦娥三号、嫦
娥四号、嫦娥五号任务成功后，习近
平总书记都要会见任务参研参试人
员，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慰问，对中国
探月工程提出期望和要求。

“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都要心怀梦
想、奋勇拼搏，一步一个脚印，一棒
接着一棒，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
中成就梦想。”

2021年 2月 22日上午，人民大
会堂灯光璀璨，暖意融融。习近平
总书记同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
员代表合影，在他身边就座的是年
逾九旬的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
家栋院士和年逾八旬的探月工程首
任总指挥栾恩杰院士。

（下转第六版）

向着航天强国目标勇毅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引领探月工程纪实

新华社记者 吴晶 温竞华 宋晨

96 万 余 人 报 名 参 加 2024 年 法 考 客 观 题 考 试
（第三版）

图为活动现场。 拉萨融媒记者 乔 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