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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拉姆次仁）春节假期
结束，拉萨市的快递行业迅速调整工作节
奏，全力以赴保障节后寄递服务的高效运
转。目前，拉萨市各快递网点已陆续恢复
运营，确保各类邮件快件能够及时收发，全
力保障城市商业与市民生活。

春节期间，拉萨市邮政分公司和部分
快递企业坚持“不打烊”，全力保障节日期
间的物流畅通，满足市民的购物和寄件需
求。2月8日，在西藏顺丰速运集散中心，
记者看到一片繁忙的景象：工作人员熟练
地操作着卸货伸缩机，将一件件包裹从运
输车辆上卸下，随后进行大小件分离。包
裹在传送带上有序流动，工作人员专注地
进行分拣，确保每个包裹都能准确无误地
进入相应的派送区域。

西藏顺丰速运集散中心运作员索朗顿

珠说：“顺丰速运凭借优势的民航航空机腹资
源、超14台干线车辆以及12个驿站合作点，
持续保障了消费者快递运输的效率。虽然节
日期间资源调配受限、极端天气变化等因素
对快件时效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顺丰提前制
定了相关预案，灵活调度快件和资源，并动态
调整部分服务收费标准。”

在柳梧拉萨之窗顺丰速运营业店，快递
员们正忙碌地将包裹分拣、装车，随后驾驶着
装满包裹的车辆穿梭于大街小巷。每一个快
递员都深知，他们手中的包裹承载着市民的
期待，因此必须争分夺秒，尽快将包裹送到市
民手中。

“春节期间我们一直坚守岗位派件。大
家都想早点收到过年的包裹，我们守在这里，
就是要把这些满含牵挂的包裹及时送到大家
手上。虽然没能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但看

到客户收到快递时的笑容，听到他们的感谢，
心里就感到很满足。过年不打烊是我们的承
诺，只要有需求，我们就会一直在路上，为大家
传递温暖和便捷。”柳梧拉萨之窗顺丰速运营
业店快递员陈金龙说。

快递行业的快速复工，不仅方便了市民的
生活，也为城市商业的恢复注入了活力。随着
快递服务的全面恢复，各类商品能够及时送达
消费者手中，有力推动了消费市场的回暖。

拉萨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科负责人李
谦介绍，随着2025年春节假期的结束，拉萨市
邮政快递业逐步复工复产。春节不打烊的邮
政、顺丰等企业，员工已经全员到岗，恢复了正
常处理能力。春节期间暂停营业的申通、韵达
等企业也已复工，员工到岗率超过 95%。目
前，拉萨市各快递网点已陆续恢复运营，保障
各类邮件快件及时收发。

“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勇于创新、苦干实干，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
府工作汇报时发表重要讲话。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团
结一心、锐意进取，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把党中央
的各项部署落实落细，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开创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
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
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地区考
察调研，为东北全面振兴把脉开方。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吉林省
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志新倍感振奋。“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为吉林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注入了强大动
力。”他表示，要发挥好经济综合部门的职责，把经
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
展全过程。特别是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在加快构建
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下功夫，为推动
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作出应有的贡献。

春节假期刚过，沈阳机床中捷友谊厂生产车间
一派忙碌，工人们正在对一台台高精度龙门加工中
心进行调试。凭借在高端机床领域的持续创新，这
个老国企不断收获海内外订单，焕发新活力。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辽宁考察，对传统
产业格外关注。这次再次强调要守牢实体经济这
个根基，让我们的干劲更足了。”通用技术集团沈阳
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生说，企业今年将加大
对高精度工业母机等高端装备的攻关力度，全面提
升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抓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的机遇。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发展
新质生产力，既要改造传统产业，也要加快培育新
产业，锻造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推进科技创新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让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
研究所所长辛勇飞感触颇深：“我们将牢牢把握‘推
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这个关键点，创新
攻关组织模式，分领域开展‘揭榜挂帅’。特别是在
数字通信技术领域，加快推动大模型迭代落地，让
创新链的好技术尽快转化为产业链的好应用。”

在黑龙江省的深圳（哈尔滨）产业园，招商引资
力度不断加大。得益于对口合作，“带土移植”深圳
的管理模式、先进经验，产业园迎来发展机遇。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圳（哈尔
滨）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潘少松对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东北全面振兴至关重
要”体会深刻：“总书记要求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我们要加快创新区域合作模
式，实施一批有效的改革举措，推动两市产业发展
对接、平台载体共建、资源要素互通，努力打造对口
合作样板，为区域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广袤的黑土地上，正孕育新一季的勃勃生机。
在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南岗子村党支部书记徐成
凯和村民们正商讨如何提高小冰麦单产，迎接即将
到来的备耕期。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
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让徐成凯更加坚定了干好“三农”工作的决心。

“总书记说，做足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
头工尾’文章，对我们来讲就是加快发展小冰麦精加工。”徐成凯说，不仅要打造小冰麦绿色高
产高效种植示范区，让“中国饭碗”装进更多“吉林粮”，也要延长产业链、发展特色产品，把好
收成变成好收益，带着乡亲们走好乡村全面振兴的大道。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抱抱团”爱心互助会、读书分享活动……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一个个暖

心组织、一场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将汉、回、满、藏等各民族居民像家人一样凝聚在一起。
抓好民族团结，基层社区是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让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感到责任重大：“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更深、更细、更到位，通过
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构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等，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为
开创民族团结进步新局面添砖加瓦。”

统筹发展和安全，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
近年来，广西百色市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聚焦有色金属等资源优势，引进“链主”企业，

发展高端铝型材等新材料，产业集聚效应初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百东新区管委
会主任黄瑞坡表示，将围绕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招大引强”， （下转第三版）

在当今追求快速发展的时代，达孜区有
这样一位令人瞩目的非遗传承人——他以
无限的热情和执着，将工匠精神展现得淋
漓尽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时代担当。他
就是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拉萨工匠”荣誉称号获得者——西洛。

1975年 6月，西洛出生于拉萨市达孜
区雪乡扎西岗村，其家族世代传承藏族民
间传统手工艺。在父辈的熏陶下，1993
年，年仅18岁的西洛便开始参与布塑羌姆
面具、布塑佛像、泥塑佛像和藏戏服饰的制
作。在达孜区雪乡民间传统手工艺制作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的非遗面具制作展示厅
内，琳琅满目的面具和藏戏服饰令人目不
暇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均出自西洛
之手。

“制作面具时，先用布制作模型，然后
将装饰品逐一缝制上去。整个过程耗时
较长，大约需要两三个月。”西洛说。

展厅内，各式各样的面具引人注目，它
们或为人物形象，或为动物形象，栩栩如
生。西洛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这些面具的特
点和制作工艺。红珊瑚面具属于布塑悬挂
面具，制作时需在泥质胎模上用加胶浆糊
层层贴布成型，脱胎后再进行彩绘和装
饰。整个过程中，会使用藏纸、棉麻、藏香、
藏药材等十余种原材料，以确保面具轻盈、
美观且防虫、防潮，不易开裂。

1995年至 2010年是西洛个人创作的
高峰期。在这15年间，他制作了500多个
面具，畅销国内外。在大型实景剧文成公
主和雪顿节各藏戏队的表演中，都能看到
西洛制作的面具和服饰。其中，他制作的
红珊瑚系列面具最为著名，先后被西藏自
治区博物馆和中国国家美术博物馆收藏。
2014年，西洛被认定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2023 年，在拉萨市首届

“拉萨工匠”寻访活动中，西藏拉萨市总工

会授予西洛“拉萨工匠”荣誉称号。
传承和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既要走

好传承之路，更要担起发展之责。随着技艺
的不断成熟，西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先后成
立了达孜区雪乡民间传统手工艺制作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和西藏虎威服饰有限公司等，吸
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并积极
培养传统手工艺人。达瓦便是其中一位，他
从新手开始，经过不断学习和锻炼，现已成为
经验丰富的手艺人。

“我是2003年过来的，差不多二十多年
了，做模具什么的都会一点。这个工作虽然
辛苦，但我很喜欢。不仅可以兼顾家里，也是
一种文化传承，非常有意义。”达孜区雪乡民
间传统手工艺制作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手艺人
达瓦说。

此外，西洛积极回馈家乡。2015 年，他

拿出合作社上一年收入的30%，为雪乡扎西岗
村困难家庭购买了农用机械和家电洗衣机等，
折合人民币12万余元。2016年至2020年，他
所创办的合作社每年给60户村民分红，总额
超75万元。2018年底，合作社又对达孜区雪乡
扎西岗村70名农牧民进行了缝纫技术培训，经
过45天的培训后，其中62人实现在合作社就
业。合作社连续多年被达孜区委、区政府评选为
达孜区“脱贫攻坚突出贡献专业合作社”。

如今，西洛继续拓展合作社业务范围，带
领团队研发旅游纪念品和现代服饰等，以更好
地满足市场需求，努力以文化产业发展带动更
多农牧民就业。“2025年，在原有的基础上，我
们会进一步开拓市场。同时，多吸纳农牧民就
业，多收一些徒弟，培养一些新的人才，希望能
为达孜经济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西
洛说。

拉萨融媒讯（记者齐永昌）美丽河湖建
设作为国家水生态保护领域的重要战略部
署，是实现“人水和谐”目标的关键载体。
为有序推进拉萨河流域美丽河湖的保护与
建设工作，今年以来，我市积极落实相关工
作，全力保障拉萨水生态环境稳定达标。

近日，由自治区环科院和拉萨市生态
环境局联合组成的调研组，深入各县（区）、
功能园区及市直有关单位，对美丽河湖保

护与建设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和座谈。调研组
详细核对了各项目的建设内容、投资估算、实
施年限、建设地点、前期手续办理进度、已落实
资金额度及来源、未落实资金的申请方向以及
项目预期绩效等情况。同时，调研组督促正在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项目加快进度，尽快完
成编制并取得批复；而对于尚未开展可研工作
的拟纳入美丽河湖建设的项目，则要求尽快启
动可研编制和审批程序。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综
合治理，扎实开展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工作，
为加快建设美丽拉萨提供坚实保障。

春节假期，拉萨街头张灯结彩。各大
商场、购物中心人潮涌动，智能家电、新能
源汽车等商品热销，电影购票、酒店民宿预
订、美食团购等需求旺盛……

2025年春节期间，西藏消费市场活力
十足。西藏自治区商务厅数据显示，1月
28日至2月4日，重点监测的35家商贸企
业累计实现销售额达3859.17万元，同比增
长7.79%。餐饮、零售、旅游等重点领域消

费需求旺盛，消费热度持续升温。
拉萨市嘎吉林广场的展销会上，汇聚了

来自尼泊尔、俄罗斯、泰国等的特色商品，以
及西藏本地的传统手工艺品和高原特色农产
品。市民白玛德吉说：“我特意到嘎吉林广场
看看进口零食，也想买些藏式饰品。”

热闹消费场景的背后，离不开人流物流的
强劲支撑。春节期间，西藏民航旅客运输量
达136197人次、货邮吞吐量达304.3吨。

“现在有满5000元减1000元的优惠活动，
正好趁着假期换个新手机。”市民曹康早早地
来到拉萨市区内的华为智能生活馆门口排
队。春节期间，西藏开展“幸福西藏·惠享生
活”活动，数码、汽车、家电等迎来消费高峰。

“春节期间，店里挤满了顾客，销售额比平
时增长3至4倍，有时候单日销售额能达100多
万元。消费者很愿意购买高端机型手机。”华为
智能生活馆负责人徐坤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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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积极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工作

非遗传承人西洛：

弘扬“工匠精神”展现时代担当
拉萨融媒记者 李从芳

图为西洛在给新制作的藏戏面具上色。 拉萨融媒记者 李从芳摄

我市快递行业节后复工 全力保障物流畅通

西 藏 ：消 费 热 潮 点 亮 高 原 新 春
新华社记者 蒋梦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