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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实践区域实践②②··走进西藏走进西藏

光荣榜
2020年 10月 20日，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

召开，西藏自治区 9个市（县）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1个单位被表彰为全国

爱国拥军模范单位、2人被表彰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

拉萨市、日喀则市、当雄县、亚东县、错那县、米林县、比如县、日土县、札达县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人民政府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陶启文 工布江达县工布江达镇党委书记

次仁罗布（藏族） 札达县底雅乡底雅村党支部书记

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的西藏，平

均海拔 4500 米，因高寒缺氧，被称为

“生命禁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

强领导下，广大军民在这片热土上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庆祝建党 100 周年，喜迎西藏和

平解放 70 周年，对生活、工作、战斗在

西 藏 的 广 大 军 民 来 说 ，可 谓 喜 上 加

喜。作为党培养的军队藏族干部，一

路走来，我既亲身经历了解放军为人

民群众办好事，也亲眼见证了地方政

府和人民群众为军队解难题。如果用

一句话概括西藏双拥工作特点，那就

是：海拔高，境界更高。

高境界源于不忘初心，发扬光荣传

统。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藏和

平解放 70 年来每一步历史跨越，都离

不开军政军民无私奉献、携手合作、并

肩战斗。建设新时代的西藏，仍需发挥

双拥工作的特殊作用，释放双拥工作的

巨大动能。

高境界源于胸怀全局，自觉看齐追

随。中央关心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

藏，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在西藏，除

藏族外，还有汉、回、门巴、珞巴、纳西、

怒、独龙等十几个民族同胞世代居住。

西藏双拥工作一直做得很好，得益于深

刻领悟党中央“治边稳藏”大战略，得益

于贯彻落实“加强民族团结”大方针。

新时代做好西藏双拥工作，仍需一如既

往地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

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这个大原则。

高境界源于心心相印，爱我人民

爱我军。“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

还是道路”，这既是西藏的空间格局，

也是西藏的双拥工作境界。新时代做

好西藏双拥工作，军队应坚持把服务

人民、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地方则务必在支持强军兴军、练兵备

战上使长劲、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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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只有两层、东西对称分布

的白色小楼，它见证了西藏和平解放的

历史，也见证了雪域高原广大军民割舍

不断的血脉情深。

位于拉萨市城关区吉拉中路自治区

区委党校院内的这座小楼，是中央人民政

府驻西藏代表办公处旧址。1964年由中

央人民政府拨专款修建，1965 年建成后

这里就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

经武的办公及住宿用房。

庆祝建党百年，喜迎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许多军地游客满怀崇敬之情踏

访这座小楼，睹物思人，再次领悟：西藏

各族人民是从认识亲人解放军认识共产

党的！

地处世界之巅、美丽神奇的西藏，自

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在人民解放战争横

扫千军如卷席的日子里，解决西藏问题已

经是毛泽东主席战略思考的重要内容。

1950 年 1 月 2 日，远在莫斯科访问

的毛泽东主席给中央和西北军区司令员

彭德怀、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等人发

来电报：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

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

的西藏。

1951 年 8 月，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

藏的我党我军优秀干部代表张经武，在

解放军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前一个月到达

拉萨，与战友们一起肩负起和平解放西

藏的历史重任。

如今，置身这座看似陈旧的小楼，张

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革命前辈忙碌工

作的身影依稀就在眼前，他们为争取西藏

和平解放的声音仿佛萦绕在耳畔。

当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张

经武不顾高原长途跋涉的劳累，一下马鞍

就紧张投入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宣传党

的民族政策和协议精神。有一天，由于过

度疲劳和严重缺氧，他在房中突然晕倒。

清醒过来后，他顾不上休息，坚持给中央

发电报，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

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宣告西

藏和平解放。10 月 26 日，人民解放军进

藏部队进驻拉萨。

1952 年 10 月 1 日，拉萨升起了第一

面五星红旗。从那时起，张经武又在西

藏工作、战斗了十几个年头。

今天，驻西藏部队自觉发扬“老西藏

精神”“两路精神”，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抓紧抓

实。深入开展的新旧西藏政治制度、社会

面貌、生活水平“三个对比”，坚定了广大

军民的信仰信念信心，军民鱼水深情在世

界屋脊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小楼藏春秋 大爱见忠诚
■韦祖清 严贵旺

重访党史纪念地

感悟军民鱼水情

提起 5 月初格达乡羊热村牧民迁

徙让出草场的情景，西藏当雄县县长其

美次仁至今有些遗憾：大家主动为驻训

部队提供演练场地，自己竟然忘了拿出

手机，把这感人的场面定格。

“部队来驻训前，我只要在微信群

里发一个通知，大家当天就会赶着牛羊

迁徙到其他地方。”羊热村党支部书记

嘎玛坚才言语中透着自豪。

新西藏发展史，就是一部感人肺腑

的双拥发展史。人民子弟兵先后创造

了 200 多项第一，兴建第一条公路、第

一所学校、第一个机场、第一座电站等

重要基础设施。一代代官兵驻藏、护

藏、建藏的倾力付出，换来了西藏人民

信军、爱军、拥军的情感认同和自觉行

动。

进入新时代，西藏军区把打赢脱贫

攻坚战当作政治号令，在自治区党委统

一安排下，10 名正军职以上领导每人

定点联系一个县，助力 10 个贫困县如

期摘帽；部队各级倾力帮扶 70 个特色

产业，通过开展“优质农产品进军营”活

动，帮助 130 个贫困村、2886 个贫困户、

9551 名贫困群众如期脱贫。

“‘ 金 珠 玛 米 ’为 我 们 做 了 那 么

多，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在格

达 乡 ，其 美 次 仁 动 情 发 问 。“ 我 们 家

‘自留草场’，部队可以无偿使用！”普

布带头向村民发出倡议。一家、两家……

当年，部队全部训练用地需求有了保

证。

“什么时候也不能让群众利益受

损！”军地联合作出决定，每年划拨 200

万元经费，作为草场使用补助和生态恢

复补偿费。

“军民本是一家人”。大草场见证

《洗衣歌》的新传承：许多农牧民感动之

余，义务当起了部队演训的引导员和巡

护员。

珠穆朗玛见证：
“军民本是一家人”

—西藏军政军民关系续写新篇章

■本报记者 郭丰宽 杨明月 特约记者 晏 良

走进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管线

大队八中队，副队长苏泽东常常会把

客 人 迎 进“ 氧 吧 ”—— 温 室 大 棚 。 菜

瓜、南瓜、黄瓜、玉米、大葱……能在海

拔 4870 米的地方看到满眼绿色，着实

让人感到惊喜。更令人惊喜的是，官

兵 们 在 植 物 生 长 环 境 极 差 的 高 寒 地

区，竟然“养活”了六七十棵树。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西

藏对维系我国生态安全体系发挥着独

特作用，青藏高原有着“亚洲水塔”的

美誉。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累计投

入生态环境领域的资金达 814 亿元，实

施 了 一 系 列 生 态 保 护 与 建 设 工 程 。

2020 年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12.31%，1988

年 以 来 已 建 立 47 个 各 类 资 源 保 护 区

（国家级 11 个）。各类野生动植物得到

有效保护，部分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

呈现恢复性增长。

放眼整个西藏，地方各级党委政

府 坚 持 把 生 态 保 护 作 为 工 作 全 局 的

重中之重，在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 战 中 ，军 民 携 手 奋 战 ，成 果 可 圈 可

点。

前些年，原十八军一位老战士给

领导写信，建议驻西藏部队高度重视

参 与 地 方 植 树 造 林 工 程 建 设 。 万 亩

“ 国 防 林 ”启 动 建 设 10 多 年 来 成 效 显

著，“哪里军民一家亲，哪里绿树就成

荫”已成为一幅幅美丽的画面。

进入新时代，驻西藏部队组织官

兵积极参与“建设美丽西藏”行动，全

力支援“绿色拉萨”和“两江四河”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植树 15 万余棵、植草

1300 余亩，修筑沟渠 40 余公里。

据了解，近年来西藏自治区落实

生态岗位近 100 万个，落实重点生态功

能 区 转 移 支 付 等 各 类 奖 补 资 金 超 过

100 亿，4000 多名退役后主动留在西藏

的退役军人，与更多军属、重点优抚对

象一起，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

和受益者。

林芝军分区某边防连连长洛桑没

想到，涉及妻子的一起纠纷案会办理

得如此之快。

原来，他的妻子拉巴卓玛在米林

县县城开了一家藏餐馆。前不久，因

一起矛盾纠纷，餐馆不得不停业一周。

当时，洛桑正在数百公里以外的

驻训场驻训。与连队党支部结对共建

的琼林村党支部当即联系县公安、法

院等部门，通过法律途径为卓玛维权，

结果当天就收到了赔偿。

近年来，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会同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以“五共五固”为重

点，广泛开展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共学

党的理论固信仰信念，共建基层组织固

一线堡垒，共促民生改善固脱贫成果，共

树文明新风固民族团结，共守神圣国土

固边境安宁。琼林村作为试点村，经洛

桑所在连队党支部全力帮建，已经成为

西藏自治区有名的红色党建村。

当年十八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一支面临

艰苦考验的部队仍能团结西藏人民，创

造性地做好各项建设工作。进入新时

代，西藏军区发扬“老西藏精神”“两路

精神”，军区党委在西藏大学设立助学

金，每年资助 30 名贫困家庭大学生，各

部队常态帮建 76所学校。

“部队送我一个好支部，我送部队

一个好服务。”米林县委书记李牧之介

绍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

“涉军的事马上办”在西藏各地已成一

种惯例。

日喀则将全市 17 所学校全部纳入

军人子女就学定点学校，实行军人子

女就近入学、异地转学、费用减免等惠

军举措。

那曲市比如县每年提供 30 多个工

作岗位，供退役军人、随军家属选择。

从阿里昆莎机场到日土县 170 多

公里路程，日土县为部队来队家属提

供全程接送站服务。

琼林村的示范

地方各级、各行各业拥军理念悄然

向强军兴军、练兵备战聚焦，成为新时

代西藏双拥工作的突出特点。近年来

架起 131 条电力天路，就是其中生动一

例：“云中哨所”全部用上了长明电。

今年春节前夕，亚东县藏族青年次

吉、白曲和顿珠经过近 6小时艰难跋涉，

终于将时蔬、鲜果等年货送达“云中哨

所”詹娘舍哨所。回望母亲 38年的背菜

上哨所征程，三人脸上写满了自豪。

在亚东县，军爱民、民拥军的故事

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2017 年 5 月，亚东县遭遇持续降雨

降雪，牧民牛羊被困。茫茫星空下，一束

光亮划破了夜的黑暗，解放军使用推雪

车开路，带着给养物资来了！牧民赶着

牛羊，跟在解放军后面，终于走出了困

境。脱险的牧民连连道谢：“解放军就是

活菩萨，子弟兵就是‘菩萨兵’！”

善于学习借鉴云南、四川、青海、新

疆等毗邻省区的经验，是西藏拥军工作

的又一个显著特征。2017 年 8 月 1 日

前，全国 81 个枢纽和重点机场开通“军

人依法优先”通道，西藏就占了 5 个，分

别是拉萨贡嘎、日喀则、林芝米林、昌都

邦达、阿里昆莎机场。

其中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拉萨不仅

贡嘎机场拥军走在全国前列，公共交通

部门还为现役军人、伤残军人办理了

765 张免费公交卡。许多官兵亲切回

应，这是“拉萨城的厚爱”。

不只是拉萨，“军人优先就是国家利

益优先”的理念早已深入各族人民心中。

在亚东县，县人民医院为子弟兵急

诊开通“绿色通道”。县委书记舒成坤

动 情 地 说 ：“ 决 不 能 让 子 弟 兵 浪 费 时

间！”

在札达县，县委县政府把修建边防

公路作为 1 号项目，优先拨款，优先上

马，并限期完工。

拉萨城的厚爱

1.将军情牵贫困县 村民争当巡护员

大草场的见证

“国防林”的情怀

2.“云中哨所”长明电 救民水火“菩萨兵”

3.群众的事不含糊 涉军的事马上办 4.哪里军民一家亲 哪里绿树就成荫

誓言
■蒲 津文/图

共学党的理论固信仰信念，共建

基层组织固一线堡垒，是西藏军民

“五共五固”的两条重要内容。庆祝

建党百年，喜迎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

之际，地方干部群众代表参观西藏军

区军史馆，并与官兵代表一起重温入

党誓词。

双拥影像

军地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