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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综合新闻
进入新世纪，在西藏有一群

人坚守着精神高地：耐得住寂寞，
忍得住艰辛，因信仰而忠诚，因使
命而开拓，因责任而担当，甚至要
付出生命代价。

——这，就是西藏新一代共
产党人群体。在他们身上，融入新
时代内涵的“新西藏精神”呼之
欲出。

“特别讲忠诚”
——维护统一，反对

分裂，每个人都是祖国的
坐标

这是一份沉重的名单——
强秋、金淑萍、张宇、李江龙、

李芬玉、次仁⋯⋯他们身份各异，
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共产党员。
另一个共同点是，都在 2012 年因
公殉职。

原因并不复杂，或在高寒缺
氧环境中突发疾病，或在艰险道
路上遭遇意外。一句话，死于高原
恶劣的生存条件。

谈到新时期西藏共产党员的
共性，记者采访的许多人不约而
同 提 出 一 点 ：特 别 讲 政 治 、讲
忠诚。

只有 29 人的玉麦是中国人
口最少的乡，8 名党政干部轮流
守护着中印边境 1987 平方公里
的国土。

为什么不离开？
乡长达瓦说：“不能走。这是

我们的国土，玉麦每一个人都是
祖国的坐标。”

人们都说西藏美，可是常人
怎么想象得到，守护这片美丽国
土 的 人 ，每 日 却 在 挑 战 生 存 的
极限。

然而，只要上级组织一纸调
令下达，他们便从五湖四海赶来
了；只要听到祖国和人民的召唤，每个人都绝无二话：“因为我是共
产党员。”

“特别能创新”
——勇于开拓，攻坚克难，推动雪域高原跨越式发展

藏族大汉孙宝祥当曲水县县长已经 7年了。
曲水是个传统的农业县。孙宝祥分析，只能另辟蹊径。他力推

曲水成立了西藏最早的县级工业园区之一——雅江工业园。
一无资源，二无经验，还要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难度可想而

知。他带队招商引资，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
就靠一股子雷厉风行的精神，7年间，曲水县财政收入翻了 10

倍，全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翻了 10倍。
新世纪以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是一场以现代

化为取向的大规模开拓创新实践。
从基础设施改善到农牧民增收，从特色产业培育到经济总量

连破百亿元大关，从传统文化弘扬到教育、医疗、养老事业的进步，
一点一滴都凝结着西藏党员干部的心血和汗水。

“特别能担当”
——旗帜鲜明，敢作敢为，挺起共产党人的脊梁

李素芝的办公室里堆满了锦旗和哈达。这位西藏军区总医院
院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被西藏老百姓亲切地称为“门巴（藏语：
医生）将军”。

西藏高原先心病发病率是内地的 2 至 3 倍，而在海拔 3500 米
以上地区做心脏手术，全世界尚无先例。李素芝连续 20 年艰苦攻
坚，决心勇闯高原医学“禁区”。

2000 年 11 月 10 日，在海拔近 3700 米的拉萨，世界首例高原
浅低温心脏不停跳心内直视手术即将开始。带着沉重的使命和期
待，李素芝一刀划下。

这一刀，划破了国外专家“海拔 3500 米以上不能做先心病手
术”的断言，给雪域高原带来了福音。

李素芝说，医生是党和农牧民之间的天然桥梁。经他倡议，总
医院党委毅然决定，所有困难群众免费就医。10 余年来，总医院仅
先心病手术就为西藏群众免费达 9000多万元。

特别能担当，体现的是西藏共产党员以天下为己任的大爱
情怀。

2011 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根据区情，在全区启动创先争优强
基础惠民生活动、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两项重点工作。

两年多来，全区先后选派 4 万多名干部入驻全区 5459 个村
“接地气”，夯实了基层基础，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确保了大局和
谐稳定，赢得了民心。

传承“老西藏精神”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贡献，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半个多世纪前，老一辈进藏党员干部胸怀坚定的信仰、神圣的
使命感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扎根边疆，扶危济困，和西藏各族群众
结下了深厚情谊。

今天，“老西藏精神”已融入了西藏党员干部的血脉。孔繁森、
祁爱群、李素芝、强秋、次仁、彭燕⋯⋯在一代又一代西藏英模身
上，这种基因生根发芽，传承不息。

2012 年 3 月 18 日，嘉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忠义村驻村干部
李芬玉和乡亲们一起修水渠。同事发现，她弯腰用锹把紧紧顶着
胃部，豆大的汗珠从蜡黄的脸上往下掉。

同事劝她赶快请假到医院看看，李芬玉再次选择了坚守。
一周后，病痛再次发作，她猝然离世。
全村群众自发点起了酥油灯为她祈祷。她救助的低保户、她

谈过心的村支书、和她一起劳动过的小伙子们，都哭了。
当年，“老西藏”们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赢得了

各族群众的信任和尊重。如今，新一代党员干部继续扎根基层，
艰苦奋斗，和群众打成一片。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老西藏精神”鼓
励着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斗志，而新世纪西藏共产党人群体之中孕
育生成的“新西藏精神”，正在各族百姓心中树起一座新的丰碑。

文/新华社记者 张晓华 李柯勇 杨三军 薛文献 杨步

月 边巴次仁 文 涛

（据新华社拉萨 11月 10日电）

10 月 26 日下午，由于在云南贡山县
城等着给汽车加油耽误了 3 个多小时，
加上一路采访，到达独龙江高德荣培训
基地时，已是晚上 9 点。在这个专门培
训独龙族群众实用技术的地方，我们采
访组一行十几人，伴着彻夜不灭的长明
灯，头枕哗哗流过的独龙江水，和衣睡在
嘎吱作响的楼板上，就这样进入了高德
荣的独龙江世界。

民族干部的无限忠诚
以记者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来

判断，高德荣不是一个理想的采访对
象。他几乎不愿长时间坐下来与记者交
流，我们对他的采访，是跟在他后边小跑
着进行的。他对记者的连续提问也不感
兴趣，甚至本能地反感谈他自己，要从他
口里直接得到细节几乎不可能。但这无
形中加重了我们的好奇心，以及对他个
人魅力来自哪里的追索。

回顾高德荣的人生轨迹，青少年时
代，走出独龙江是他最大的梦想。1975
年，高德荣从怒江州师范学校毕业留校，
后来还担任了学校团委书记，为实现梦
想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79 年，25 岁的
高德荣出人预料地向组织提出申请，要
求调回独龙江乡工作，到独龙江乡巴坡
完小当一名教师。后来，他从乡政府办
事员干起，然后是乡长、县长、州人大副
主任，又一次走出了独龙江。2006 年，
高德荣再次向组织上要求回到独龙江工
作，2010 年，他担任怒江州委独龙江帮
扶领导小组副组长，在独龙江长期蹲
点。两次走出独龙江，又两次回到这里，

这已经远远不是个人奋斗和自我价值实
现能够解释的了。

这几年，通过高德荣和一大批领导的
呼吁，党中央和云南省委、省政府对独龙
族群众的脱贫工作空前重视，在这里实施
了整族帮扶、整乡推进扶贫工程，独龙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任独龙江乡乡
长的高德荣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一次，有
人跟他开玩笑说，“高德荣，你就是独龙族
的头人”。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独龙
族的儿子，共产党才是独龙族的头人！”对
党、国家和民族忠诚，对于高德荣来说，绝
不仅仅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中
共怒江州委书记童志云接受采访时说：

“高德荣身上集中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的
4个品质，忠诚、责任、为民和奉献”。

环境保护与产业建设并行
云南地处边疆，但最偏僻难至的地

方莫过独龙江。这里是我国独龙族唯一
的聚居地，独龙江乡面积接近 2000 平方
公里，散居着 4000 多名独龙族群众。新
中国成立后，这里的独龙族同胞由原始
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极度偏
远的地理位置、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使
这里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贫困。

在这次采访之前，记者曾两次见过
高德荣。第一次是 2005 年 3 月 8 日，在全
国两会期间，高德荣作为人大代表围绕
科学发展观讨论时发言说：“我的家乡独
龙江是生态保护最好的地区，森林覆盖
率高达 97％，但至今贫困程度深，当地群
众仍然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因此，保护不
能绝对化，开发不能随意性。只讲保护不
发展不行，只讲发展滥开发更不行。”

第二次见到高德荣是 2012 年。这
次再见高德荣，国家花几十万元为独龙
族群众免费建盖的农家小院已经大部分
落成，统一建盖的房屋色彩艳丽，掩映在

独龙江畔的绿荫之中。世代散居在深山
密林中的独龙族群众搬出了深山，宽敞
平整的柏油路通向独龙族各村寨。独龙
族群众和城里人一样拥有了互联网、移
动电话、数字电视等现代科技带来的便
利。基础设施改善后，高德荣的关注点
开始转向绿色产业，利用独龙江的自然
优势开展规模化种植，养蜂、养独龙牛，
发展特色旅游，力争使独龙江走出“富饶
的贫困”。面对即将展开的产业建设，高
德荣一直在努力保护独龙江优美的环
境。最近，在高德荣的力推下，独龙江乡
制订了最严苛的环保管理规定——“禁
止销售瓶装酒”，因为无法回收的玻璃瓶
会污染这里的环境。

贡山县常务副县长熊汉峰是一位普
米族干部，多年工作在独龙江，见证了这
里的发展变化。他说：“我在高德荣身上
深深感受到了他对独龙族群众的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带领整个独龙族
走出了大山，并开始融入现代社会。”

心系家乡默默奉献
10 月 26 日中午，利用在贡山县城午

饭前的时间，我们参观了高德荣在县城的
家。他家在一栋20多年前建的旧楼里，位
于一楼的房子光线昏暗，屋里家具简陋，
墙壁和天花板已被取暖的烟火熏黑。如果
不是墙上几张高德荣参加各级人代会的
合影大照片，真无法想象这是曾经的贡山
县县长的家。本来，如今任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高德荣还可以
在州府六库有房子,但是他不要。不要房
子，可以补一笔钱，他也不要。

25 日下午，在六库，州委宣传部邀请
与高德荣多年共事的同志与记者座谈，
高德荣的女儿高迎春也参加了。到她发
言时，她竟泣不成声。她说，小时候，父
亲的形象在记忆里是模糊的。因为晚上

父亲回来她已经睡了，早上起来上学他
又走了。长大后，姐弟几个也没有得到
父亲的多少关照。父亲的很多事，大部
分是别人告诉她的，“今天听叔叔们讲了
父亲做的那么多好事，我实在太感动
了。想想过去对父亲的诸多不理解，现
在终于明白了。”

27 日中午，记者一行在孔当村吃中
午饭。高德荣戴的一块双狮表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一问，果然是高德荣 20 多年
前参加国庆观礼团时得到的纪念表。因
为戴的时间太长，表已经不太准了，但他
始终舍不得扔。再看他身上穿的衣服，
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在阳光
照射下显得十分陈旧。高德荣曾经讲
过：“我们全家人都是拿工资的，我家脱
贫了，但我们的民族还没有脱贫，怎么好
意思去打扮自己呢？与其花钱去打扮自
己，还不如去打扮自己热爱的家乡”。

在独龙江采访期间，记者曾几次悄
悄拉住遇到的独龙族群众，指着高德荣
的背影问认不认识，他们都笑着说“他是
我们的老县长”。记者又问“他人怎么
样？”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再问“怎
么好？”他们几乎都会害羞地说，“不会
说。”记者似乎读懂了高德荣，在这片纯
净的土地上，面对如此淳朴善良的同胞，
除了默默地奉献，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10 月 28 日一早，我们结束采访准备
返程。告别时，高德荣难得地对我们发表
了一番“激情洋溢”的讲话：“山顶刮来的
风冷了，估计上面下雪了，独龙江半年大
雪封山的时间日益临近。但是，我要提前
告诉大家一个喜讯，这是独龙江最后一次
大雪封山。在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下，明
年初，随着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打通，千
百年来独龙族人民与外界半年隔绝的日
子就会结束！”站在寒风中的记者一行，听
得热血沸腾。

独 龙 族 群 众 的 好 儿 子
——记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德荣

本报记者 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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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10 日讯 记 者 金

晶 苏民报道：为期 5 天的第八届中国
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主场活动
今天圆满落幕。据不完全统计，本届文
博会签署的文化创意产业产品交易、产
业 园 区 建 设 和 入 驻 等 协 议 总 金 额 达
1190.36亿元人民币。

与往届相比，本届文博会签约、成交
呈现五大特点：文化贸易成交大幅增长，
广播影视节目、网络游戏研发制作、动漫
研发制作、出版发行、版权贸易、设计创意
等贸易成交增长明显；平台类、产业联盟
类合作项目比往年增加，有利于产业资源
整合和产业环境完善；文化、科技、创意融
合的新兴文化产业项目多，文化与经济融
合愈加深入；金融资本投入文化内容产业
项目多，金融创新对文化产业支持力度加
大；文化产业园区、集聚区投资类项目规
模大，产业集聚和带动性强。

本届文博会还注重通过加强各类活
动的互动体验。文博会期间，北京9个区县
分会场文化创意主题活动达 40 场以上。
其中，怀柔艺汇家手工村首次以大型手工
制作、互动、体验的形式亮相，凸显了艺术
与生活的交织与融合。宋庄艺术节则以

“人人艺术 艺术人人”为主题，参观者在
这里可以看艺术、吃艺术、玩艺术。

来自北京文博会的报道

贸易消费齐头进

交流合作结硕果

本版编辑 秦文竹

综合新华社、本报消息 10 日，
今年第 30 号台风“海燕”（强台风级）
的中心逐渐进入北部湾海面，中央气象
台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受

“海燕”影响，海南部分市县停电，该

省西线高速公路和多条省道中断，共有
8 个从外地飞海南海口、三亚的航班备
降南宁机场；广西籍货船“顺航 998”
在 三 亚 港 内 抛 锚 ， 失 踪 人 数 已 增 至
7人。

10 日 12 时左右，受强台风“海燕”
影响，两艘在三亚港避风的外地货船因
风浪太大“走锚”，目前两艘船上的 14 位
遇险的船员均被成功救起。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海燕”
正逐渐向中越交界处靠近，将于 11 日早
晨到中午在越南北部到中越交界处附近
沿海登陆，随后可能掉头向东前进，影响
我国广西、广东、海南等地。

目前，“海燕”强度正逐渐减弱，预计
再次登陆时最大风力有 10至 11级。

受“海燕”影响，海南陵水黎族自治
县出现大面积停电。三亚市、东方市局部
地区停电。据东方市三防办主任王斌介
绍，东方市老火车站附近，部分电线杆被
风刮倒，东方市建设北路出现局部地区
停电，城市内涝严重，目前已安全转移
3100多人。

“海燕”来袭还给北部湾海面带来大
风天气，广西海事局 16 时启动防台风三
级响应。

受“海燕”影响，海南共取消航班
201 架次，三亚凤凰机场取消航班 187
架次，延误 27 架次，海口美兰机场取消
航班 14 架次；海南东环高铁全线停运；
三亚岛内岛外班车全停运。截至 10 日
15 时，三亚市消防局接到 30 多起求救
电话。

“海燕”可能影响两广等地
海南部分市县停电部分航班取消

11 月 10 日，海口市民顶风冒雨前行。当日，在今年第 30 号强台风“海燕”的影

响下，海口风雨大作。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上接第一版）

在屋外的“安龙村 7 社土地综合整
治核算情况”公示栏上，土地整理新居建
设明细表上分户公布了该社 55 户村民
的前期费用、农房费用、基础设施、其他
费用。记者留意到一项特别说明，“7社土
地使用权证记载总面积 41 亩，新房建房
用地面积 21.9 亩，土地整理节约出了 19
亩多的建设用地。按照每亩 35万至 40万
元的价格计算，减去折旧，人均可得补贴
2.3万元。”

安德镇副镇长何玉建告诉记者，土
地整理节约出来的指标会按照各村社的
人口数量均摊到社内各户，有些村社几
乎不用村民自家再出资就可以住上新
房。而原有的宅基地将复耕为耕地，3 年
后可达基本农田标准。仅安龙村，政府已
投入约 2600 万元的“大配套”建设补助
资金，承担给排水工程和道路建设费用。

在成都，新农村建设不仅是一种发
展要求，也是一种实践行动，更是一种发
展成果。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
新初说，成都在新农村建设已取得成绩
的基础上，正打造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升级版，把农村全面小康作为发展目
标。在这一过程中，注重充分发挥群众主

体作用，最大限度地将城市发展成果反
哺农村、农业、农民，实现防灾避险、生态
保护、富民安民的综合效益。

自愿合作与土地规模经营
随着农村人口逐步转移，“谁来种

地”、“谁来服务”成为现实问题。如何解
决这一问题，成都在实践中找到了答案。

来到崇州市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
时，地里刚种下冬油菜。在这里，社员农
户、理事会、农业经理人各司其职，社员
自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并按照入股
面积筹集生产成本，理事会决策“种什
么”和监督生产，招聘的农业职业经理人
具体负责“怎样种”。

除了土地股份合作社，一种“大园
区+小业主”的规模经营模式也在成都各
地蓬勃发展。都江堰市胥家镇金鑫猕猴
桃产业园采取“广招小业主、共建大平
台”的模式，农民自愿流转土地给猕猴桃
种植专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以 20 亩为
单位招租给各业主种植，合作社对园区
统一管理，并协调农户和业主利益。

规模经营后，技术、农机等配套服务
如何解决？在崇州市桤泉镇农业服务超
市，农业劳务服务、农机服务等图文并茂

地显示细节，仅农机服务就有 10 多种，
且价目清晰：农田扶埂每米 0.8 元，适用
于水稻、小麦田单面；圆盘犁犁田每亩
60 元，适用于栽树。据介绍，农业超市已
与 34 家经营户签订协议，服务面积达
1.1万亩，为对方减少支出亩均 50元。

“这就是‘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成都市农委副主任潘斌说，在土地股份
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了农业科技服务、农
业社会化服务、农业品牌服务和农村金
融服务等 4 大服务体系。由农民自主联
合、统一经营，按股权结构决定分配权
重，既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又解决了分
散经营。

新农村综合体与城乡同步
按照“宜居宜业”的方向，成都着力推

动“人口集中居住、产业集聚发展、功能集
成配套”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推进产村
相 融 。目 前 ，全 市 农 村 人 口 聚 居 度 达
42.9%。结合已建成的 4292 个新农村聚
居点和 993 个新农村综合体，形成了 249
个规模化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和 144 个
现代农业示范区。在郫县，按照“产村相
融”的思路，制订了示范村产业发展规划，
着力发展川菜产业园，做强新农村综合体

产业支撑。在金堂县，每个乡镇建成了规
模 5000 亩以上特色突出的现代农业园
区，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率提高到53.5%。

随着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成都现
代农业基础条件不断改善。目前，全市农
机总动力达到 320 万千瓦，农机耕种收
综合化水平达 60%。全市农机租赁、农资
配送、劳务服务等社会化服务机构发展
到 3640 个。目前，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加
快建设，全市 146 个标准化基层农业服
务站全面建成。

统筹城乡是什么？在金堂县栖贤乡
尖山村村民田和眼里，就是“农村同步发
展，农民生活小康”。老田说，原来农机上
不了山，村里种地都是牛耕，如今运用农
用三轮车和旋耕机，亩产有了提高。只 3
年时间，家里总收入从不到 1.5 万元增加
到 3万多元。

数据显示，2012 年，成都全市农民
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农民人
均纯收入连续 6 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
长，城乡收入差距比仅为 2.41:1。全面实
现小康，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增收。随着
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
转变，成都正在向统筹城乡升级版的目
标不断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