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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木县吞巴镇，坐落着一个
名为吞达村的古老村落。这个村庄
不仅是西藏少数几个拥有千年历史
的传统村落之一，还是藏文创始人
吞弥·桑布扎的故乡，被誉为“藏文
鼻祖之乡”和“藏香之源”。随着文
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吞达村正
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新时代
展现出新的活力。

吞达村位于尼木县东南部的吞
巴河谷，这里雪山融水汇聚成河，吞
巴河沿地形蜿蜒流淌，为村庄带来
了丰富的水资源。记者探访吞达村
时发现，村民们巧妙地利用吞巴河，
将自然河流改造成人工水系，河两

岸分布着青稞磨坊、藏香水磨等。
目前，吞达村有常住人口178户

819人，劳动力 731人，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2.87万元；其中脱贫户34
户 137 人，人均收入 2.41 万元。除
了农牧业，以水磨藏香为特色的藏
香产业是村里的经济支柱。村内共
有93座水磨，93户 261人从事藏香
制作。尽管现代机械设备发达，吞
达村仍坚持手工制作藏香的传统。
过去，村民虽掌握藏香制作技艺，但
面临销售渠道不畅和生产效率低下
的问题。后来，通过建档立卡户集
资和村集体入股，成功创办了尼木
吞巴藏香净土产业有限公司，帮助
群众脱贫致富。

吞达村党总支书记普布次仁介
绍：“我们村70%以上的村民主要从
事藏香制作。农忙结束后，藏香成
为主要经济来源。村里有一个集体

经济组织——尼木吞巴藏香净土产
业有限公司，共有 36户参与，其中
包括建档立卡户。公司收入的20%
留作周转资金，其余用于村民分红，
分红根据绩效考核，最多的一年可
达1万多元，最少的也有8000元左
右。”

吞达村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次仁多吉表示：“我从十
六七岁开始学习制作藏香，有信心
将这门手艺传承给下一代。我们每
年制作藏香的净利润超过20万元，
还能带动更多人就业。”

吞达藏香采用本地柏木为原
料，利用吞巴河的水力驱动水车和
打磨装置将柏木磨成浆，以阴干后
的柏木泥砖为主料，辅以藏红花、雪
莲花、红景天等藏药制成，各家都有
独特的家传配方。

如今，吞达村的藏香经营模式

主要为家庭作坊和“公司+农户”两
种，2024 年全村藏香年产值约 2534
万元，销售收入1552万元。吞达村藏
香制作人德琼表示：“我们的主要经
济来源是制作藏香，制作藏香主要靠
自己，有时也会请一两个帮工，除去
成本，净利润超过10万元。”

千百年来，藏香制作技艺在吞达
村代代相传，成就了尼木县“吞达藏
香”的美名。近年来，尼木县委、县政
府将藏香文化产业作为兴县富民的重
点项目大力发展，以藏香产业园为龙
头、藏香合作社为纽带、藏香制作户为
基础，构建了完整的藏香文化产业体
系。在“吞弥文化旅游节”和“尼木大
峡谷·吞巴藏香源”旅游文化节等活动
的推动下，村民在家制作藏香就能吸
引游客。“吞达藏香”凭借其独特的文
化魅力走出西藏，畅销区内外，成为吞
达村的亮丽名片。

藏香之源吞达村：

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共舞”
拉萨融媒记者 王静敏

拉萨融媒讯（记者吴敏、李从
芳）2月 16日，拉萨市迎来了2025
年的首场降雪。雪花纷纷扬扬，轻
盈飘落，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冬
日的仪式感。尽管雪量不大，却给

市民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
在拉萨市区的各条道路上，记

者看到绿化带中的绿植和道路两
旁的彩灯都被晶莹的雪花覆盖，仿
佛戴上了“雪帽”。树枝上点缀着
薄薄的积雪，放眼望去，处处银装
素裹。路面上，雪花悄然融化，留
下湿滑的地面，过往车辆纷纷减
速，缓慢前行。

走进宗角禄康公园，一片银白
的世界映入眼帘。雪花轻柔地覆盖
在树木上，枝头挂满了蓬松的小雪
团，宛如玉树琼枝。湖面也被雪装
点，泛着清冷的光泽。不远处的布
达拉宫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更加
庄严肃穆。这美丽的雪景吸引了众
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大家在雪
中嬉戏游玩，感受雪后的浪漫。

来自重庆的游客王宇晨说：
“我是第一次看到拉萨下雪，之前
一直很期待。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特别是看到远处的雪山，感觉这座
城市更增添了一份神圣的色彩，非

常漂亮。”
近期我市降水偏少，森林草原

（场）火险气象等级偏高，为净化空
气、改善生态环境、降低火险、改善土
壤墒情，区、市、县三级气象部门抓住
有利时机，于2025年2月15日21时
至2月16日04时联合开展人工增雪
作业，在自然降雪和人工增雪的共同
作用下，拉萨市区及周边普降小到中
雪。此次人工增雪启用人影作业点
6个和地面烟炉作业点24个。由于
前期周密部署，密切监测天气变化，
布点合理，增雪作业及时，作业效果
好，特别是作业区所在的林周县江热
夏乡平均降雪深度达到了9厘米，作
业区下游的林周县、墨竹工卡县累计
降水量分别为4.6毫米和4.9毫米，对
保障冬小麦安全越冬将发挥积极作
用。下一步，我市气象部门将继续紧
盯天气变化，进一步提升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能力，积极应对各类气象需
求，为我市的生态建设、农业生产以
及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拉萨 2025 年第一场雪美不胜收

从教育评价大模型到智能医疗诊断，从自动驾
驶汽车到健康陪伴智能机……“人工智能+”，正润
物细无声地融入百姓日常，打开生活新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
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
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
和生活方式。

“加强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住房、
交通、助残养老、家政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创新
智能服务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
引下，一系列细化推进举措纷纷出台，助力人工智能
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向纵深
发展。

明察秋毫的“教师助手”

寒假期间，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
授徐昊熟练操作着电脑上的“知新”教育评价大模
型，阅读他专属的教学评价报告。

“您讲授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生活’课程质量很
高，但您的口头语比较频繁……”报告共有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师生行为等28项指标，还会针对提升
教学质量给出合理建议。

“比如它提醒，我在其中一页PPT停留了10分
钟，表明这部分内容较难理解，建议增加互动环
节。”作为“知新”教育评价大模型项目开发负责人，
徐昊感到自己更是大模型的受益者。

大模型诞生不到一年，已对全校6000多门课程
进行“学习”，并成功扮演了“教师助手”的角色，提
供了宝贵的教学反馈和建议。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训练大模型，让它‘学习’图
书馆内千万册书籍和期刊论文，为师生提供更多学
术助力。”徐昊说。

【新闻深一度】
根据学习习惯、能力水平以及兴趣偏好，为每位

学生定制个性化学习计划；智能辅导系统模拟教师
角色，随时答疑解惑；通过“学习”大量教学资料形
成智能化教案，供教师参考；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提供远程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对于视力或听力障碍
的学生，提供语音或图像识别技术辅助学习……充
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持续催生新应用场景，“人工
智能+教育”将加快发展成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
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
开放灵活的教育。

精准专业的“医生搭档”

浙江桐乡乌镇居民朱伟滨近日来到当地的智能医院。智能导诊机器人的
解答，让他很快明晰了就诊流程。

坐在一台人工智能健康一体机前，朱伟滨在机器的指导下，自主测量血
压、血糖、血脂、尿酸等指标。“智能设备的检测非常便捷。”朱伟滨说。

在乌镇智能医院执行院长沈帆看来，智能设备已成为医生的“得力搭
档”。自2023年11月医院开放至今，不到10名医生，以一批智能导诊机器人
等为助手，接诊了数千名患者。

“人工智能技术用途还有很多。”沈帆说，例如给患者做肺部CT检查，出报
告往往需要半天，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影像，则能辅助医生大大缩短时间。

“北京儿童医院已推出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AI辅助诊断系统，在全国
约150家基层医院里的儿科使用。这套系统被植入到医生工作站中，把患儿
的主诉症状、检验影像输入后，就会跳出初步诊断、用药推荐等。”国家儿童医
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说。

人工智能牵手医疗健康，让许多曾困扰百姓心头的难题，逐渐成为“过去
时”。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之一，“智能诊疗”将逐步搭建起人工
智能赋能医疗服务新模式。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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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图为2月16日拉萨雪景。
（本版图片由吴敏、兰炼平、赵

路明摄）

拉萨融媒讯（记者刘梦婕）近日，
由西藏自治区文联、拉萨市委宣传
部、拉萨市文旅局、林周县委县政府
联合主办的西藏文艺志愿者“新春走
基层”暨藏历新年林周“村晚”活动在
林周县强嘎乡曲嘎强村举行。村民
们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声笑
语在澎波河谷间回荡，为藏历新年增
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上午11时，林周县春堆乡卡东
村文艺队带来的《阿谐》舞拉开了
演出序幕。轻快的舞步和动听的
歌声，将传统民间舞蹈的文化艺术
画卷徐徐展开，展现了千百年来藏
族人民朴素的劳动精神，彰显了民
间艺术文化 生 生 不息的强大生
命力。

林周县春堆乡卡东村文艺队队
长、阿谐舞传承人巴珠是第二次参
加“村晚”。他高兴地告诉记者：“去
年林周县首次举办‘村晚’后，大家
都特别期待今年的演出，也希望未
来能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

随后，西藏自治区知名歌手、小

品演员以及林周县村级文艺队带来的
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了观众们的
阵阵欢呼与掌声。值得一提的是，林
周县村级合唱团带来的合唱《大家来
庆贺》曾在“村歌嘹亮”主题活动2024
年全国集中展演中荣获全国第四名。
他们用淳朴清澈的歌喉唱出了雪域高
原幸福生活的时代强音。

林周县村级合唱队队员、松盘乡
岗巴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李久源说：“我
们的节目主要歌唱老百姓对生活的期
盼和向往，同时也歌颂党和政府。我
在这里驻村两年，亲眼见证了道路、水
利、交通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
化。希望大家有机会来林周感受这里
的风土人情，我们驻村工作队也会全
力落实各类政策，帮助村民过上更美
好的生活。”

曲嘎强村村民查斯兴奋地说：“今
天的‘村晚’来了很多著名歌手和演
员，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举办这场演
出，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儿。
节目内容丰富、看点十足，非常精
彩。” （下转第二版）

唱响和美新生活 舞出乡村新气象
林周县2025年藏历新年“村晚”举行

2 月 1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电第38届非洲联盟峰会，向非洲国
家和人民表示热烈祝贺。非洲多国
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电彰显
中方对深化非中关系的高度重视以
及对非洲独立自主、发展振兴的坚
定支持。作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
典范，非中在逐梦现代化的道路上

携手同行，共筑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
同体，将以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造福
28亿多非中人民。

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

“收到习近平主席的贺电，我们深
感荣幸！”来自南非的新任非盟委员会
基础设施与能源事务委员莱拉托·马

塔博赫在峰会现场对新华社记者说，
“多年来，非中关系快速发展，合作不断
深化，这让我们深感自豪。中国对非洲
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我刚刚当选为非盟委员会基础设施与
能源事务委员，期待探索与中方开展更
多合作。”

（下转第三版）

以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造福28亿多中非人民
——习近平主席向第38届非洲联盟峰会致贺电引发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