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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

4月3日，市政协机关组织全体
干部职工，开展了以“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烈士陵
园祭奠活动。

当天，在拉萨烈士陵园，干部职
工们手持鲜花，有序走到革命烈士
纪念碑前，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
敬仰和深切哀思。随后，在讲解员
的引导下，全体干部职工参观了烈
士纪念馆。

市政协社教委主任龚大成说：
“今天，除了缅怀历史，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弘扬英烈精神，把英烈精神
融入到工作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西藏作出更大贡献。”

清明祭奠活动的开展，让市政
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进一步坚定
了理想信念，增强了责任感和使
命感。

市民政局

4月 4日，市民政局机关党委组
织局机关及局属单位各党支部共40
余人到拉萨市公墓园开展“我们的
节日·清明”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们分工
协作，对拉萨市公墓园内进行环卫
清洁、文明祭扫引导、林带浇水等志
愿服务活动。

清明节期间，市民政局工作人
员在拉萨市公墓园设立了“鲜花换
纸钱”服务点，免费为扫墓群众提供
300余支菊花，鼓励群众以绿色环保
的方式缅怀先人。同时，工作人员
积极宣传《拉萨殡葬管理办法》，广
泛普及殡葬管理规定。

“为做好清明节期间群众祭扫
服务工作，我们在拉萨市公墓园设
立了祭扫服务点，提供“鲜花换纸
钱”、网络祭扫等各项服务，引导群
众以节俭、生态、绿色的方式表达对
逝者的哀思，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增

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在此，我
们提醒广大市民文明祭扫。”市民政
局副局长高凤妮说。

下一步，市民政局将牢记初心
使命，通过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
民族团结贡献力量。

尼卓林社区

为进一步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哀思，传承红色
基因，4月1日，城关区尼卓林社区组
织社区全体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等
前往拉萨烈士陵园开展"清明追思
铭记先辈"系列纪念活动。

在拉萨烈士陵园，尼卓林社区
全体人员肃穆而立，社区工作人
员和党员代表迈着稳健而庄重的
步伐，缓缓将花圈敬献于革命烈
士纪念碑前，整理挽联，表达对先
烈们的沉痛悼念与崇高敬意。全
体人员依次手持鲜花，缓步绕行
革命烈士纪念碑，轻轻献上手中
鲜花，向烈士们鞠躬致敬。随后，
大家还参观了烈士纪念馆，认真
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先烈们为了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惜抛头
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驻足凝视
馆内陈列的珍贵文物和历史资
料，在震撼与感动中深刻体会那
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

堆龙德庆区工商联

日前，堆龙德庆区工商联牵头
组织堆龙德庆区委社会工作部、堆
龙德庆区妇联、堆龙德庆区总工会、
东嘎街道小个专党总支以及辖区企
业等100余名党员前往拉萨烈士陵
园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全体党
员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齐声高唱
国歌、鞠躬默哀、敬献鲜花，寄托对
英雄烈士的敬意和追念，汲取奋发
向上的精神力量。随后，全体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参观烈士纪念馆。
大家一致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深
刻感受到革命先烈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心灵受到洗
礼，思想得到升华。作为党员干部
和民营经济人士，将把对革命先烈
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
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
作为。

下一步，堆龙德庆区工商联将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创新服务方式，搭建政企
沟通、银企对接、企业合作等多元化
平台，团结带领广大民营企业弘扬
企业家精神，增强发展信心，在促进
就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方面积
极作为，为堆龙德庆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记者满
文妍、齐永昌、杨璐）

传承不朽精神 勇担时代使命
我市各单位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拉萨融媒记者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
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祭祖
扫墓、缅怀先烈的日子。
连日来，我市各单位、各
县区分别组织开展了清
明祭扫活动，在倡导文明
祭扫的同时，广大党员干
部通过祭扫感受革命先
烈的崇高精神，汲取奋进
力量。

拉萨融媒讯（记者杨璐）日前，城关区金珠西路街
道七一社区积极作为，聚焦群众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
题，针对辖区内七一路车辆乱停乱放导致居民出行难
的情况，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整治行动，进一步
改善了辖区环境，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

城关区七一社区七一路周边人员、车辆密集，长
期以来，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两边被乱停乱放的车辆
占据，导致交通拥堵不堪，居民出行极为不便，影响了
道路的正常通行，这一问题成为困扰周边居民的一大

“心病”。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七一社区居委会、驻居
工作队积极行动，主动联系拉萨交警部门，反映七一
路车辆乱停乱放的情况。

在社区及驻居工作队共同努力下，交警部门迅速
响应，在七一路设立了“全路段禁止停车”标志，并联
合该社区工作人员，对道路两边乱停乱放的车辆进
行集中整治，主要采取劝导、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
违停车辆及时进行清理。同时，加强对车辆违停人
员的宣传引导和周边居民的解释疏导工作，争取居
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我就住在七一路附近，这条
路段上车辆乱停乱放，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不便。
现在，社区正联合相关部门进行整治，出行环境得到
了一定的改善，特别感谢。”城关区七一社区居民郑
静说。

针对居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需求，七一社区联
合驻居工作队积极与相关部门对接，全力推进停车场
建设事宜，力求进一步缓解七一路周边的停车压力。
同时，为了临时解决七一路沿线居民群众出行难问
题，金珠西路街道七一社区经多方协调沟通，成功开
通了临时接驳车。通过一系列的整治行动和便民措
施，不仅改善了辖区的道路环境，也让居民出行更加
便捷。

城关区七一社区党总支书记拉巴修央说：“下一步，
社区将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对辖区车辆乱停乱放现象的
整治力度，规范停车秩序，努力为居民群众营造良好出
行环境，让城乡环境更美好，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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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大索朗曲珍）
随着清明节假期的到来，不少人都
在寻觅一个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在
宁静氛围中缅怀先人的旅游佳处。
今年，不妨将目光投向尼木县吞巴
镇吞达村，这里不仅拥有绝美的自
然风光，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想必能为市民游客们带来一
场别开生面的清明之旅。

吞达村地处尼木县东南部的吞
巴河谷，距拉萨市110公里，交通便
捷。走进吞达村，雪山融水汇聚成
吞巴河，沿着蜿蜒的地形潺潺流淌，
村民们巧妙地把自然河流改造成人
工水系，河两岸分布着古老的青稞
磨坊和藏香水磨，水流冲击水车的
哗啦声、木轴的吱呀声，交织回荡在
整个村子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自
然风光，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
里欣赏绝美的风光。

来自内蒙古的游客王宝说：“我

去年就来过这里，吞达村作为藏香
发源地，藏香十分出名，这里村民热
情好客，充满独特的风土人情，空气
还格外清新。诚挚欢迎大家来尼木
县吞达村走一走，看一看。”

吞巴镇也是藏文创始人吞弥·
桑布扎的故乡，拥有无可比拟的历
史文化价值。游客可以参观吞弥·
桑布扎故居，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世
纪的古老建筑，虽然历经岁月的洗
礼，但依然保存着许多珍贵的历史
文物和文献资料。

尼木县吞巴镇吞达村村委会主
任旺扎说：“我们村历史底蕴深厚，
也是闻名远近的藏文创造者吞弥·
桑布扎的故乡，沉淀着千年文化。
自打造为旅游村落之后，村里游客
络绎不绝。在这里，既能领略古老
藏村风貌，还能见证精湛水磨藏香
制作工艺。我们热忱欢迎国内外游
客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藏地风

情。”
藏香制作技艺是吞达村的另

一大文化瑰宝，也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里的藏香采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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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辅以藏红花、雪莲花、红景
天等几十种藏药制成，每一家都
有独特的家传配方。在制作过程
中，村民们严格遵循传统工艺，从
选料、浸泡、去皮，到水车研磨、加
香料揉搓、成型、晾晒，每一个环
节都饱含着匠人们的心血和对传
统文化的坚守。

藏香工匠米玛扎西说：“我父亲
今年78岁，我14岁那年，他就把藏
香制作技艺传授给了我，算起来已
经有近30年的时间。每年春夏季，
我都会在景区制作、售卖藏香。来
景区游玩的游客众多，生意一直不

错，要是有游客想体验藏香制作，我
们非常欢迎。”

据介绍，截至 2024年 11月，吞
巴镇藏香制作户282户，684人，总
产 值 3305.25 万 元 ，总 销 售 收 入
2360.89万元，户均增收8.4万元；其
中四家合作社77人，产值760.21万
元，销售收入543万元，户均增收7
万元。游客来到村里，可以亲身体
验湿润的香泥在手中制作藏香过
程，感受这一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的独特魅力，还能购买正宗的手工
藏香作为纪念品，让这份来自古老
村落的香气，成为旅途中最美好的
回忆。

清明时节，来到吞达村，在欣赏
自然美景的同时，追思先人；在浓厚
的文化氛围中，领略民族文化的博大
精深。无论是全家出游共享天伦，情
侣携手漫步，还是独自踏上探索之
旅，吞达村都不会让您失望。

清 明 打 卡 吞 达 村 触 摸 藏 文 化 的 千 年 脉 络

拉萨融媒讯（记者旦增拉珍）为
弘扬文明新风，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日前，夺底街道党工委组织各村
居开展“先锋行动护青山”之登“拉
萨之眼”主题党日活动，此次活动不
仅很好响应了绿色环保的理念，还
进一步增强了干部群众的环保意识

与凝聚力。
登山途中，夺底街道各村居干

部群众代表化身“环保志愿者”，手
持扫帚、垃圾袋、夹子等清洁工具，
认真清理道路两旁的纸屑、饮料瓶、
食品包装袋等垃圾，并将捡拾到的
垃圾进行了集中清运。大家分工明

确、相互协作，充分展现出不怕脏、
不怕累的奉献精神。

夺底街道吉祥社区党总支副书
记次仁玉珍说：“参加此次活动心里
特别有满足感。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带头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共
同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夺底成

为美丽拉萨的骄傲。”
此次活动既让大家在亲近自然

的同时锻炼身体，又能为保护生态
环境出一份力。未来，该街道将继
续组织各类环保活动，引导居民积
极参与，共同营造整洁、优美、宜居
的生活环境。

夺底街道党工委开展“先锋行动护青山”主题党日活动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珍）西藏牦
牛博物馆作为展示西藏特有文化符
号，感受高原人文魅力的重要窗口，
建馆以来始终秉持“以文化人、以文
育人”的理念，不断创新文明旅游引
导方式，提升服务管理水平，让文明
旅游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让游
客在品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
时，更成为了文明旅游的实践者和
推动者。

“首先欢迎各位游客前来参观
我们西藏牦牛博物馆。博物馆如同
图书馆一样，是一个讲究安静的场
所，各位游客在参观的时候应该尽
量保持安静，请勿大声喧哗，随意的
翻越围栏，触摸我们的展品，非常感
谢大家的配合。”在西藏牦牛博物馆
大厅，讲解员才让卓玛正在用温馨、
亲切的话语提醒游客参观时的注意
事项，希望游客注意言行举止，遵守
参观秩序。

为更好地维护良好的参观环
境，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西藏牦牛
博物馆充分利用馆内资源，创新宣
传方式和载体，精心组建了一支专
业的引导员队伍，成员包括博物馆
工作人员及部分志愿者，她们分布
在博物馆的各个展厅入口、重点展
品区域等，身着统一标识服装，一方
面为游客提供参观路线规划、展品
讲解等服务，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
展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她
们还会及时劝阻不文明行为，以礼
貌、耐心的态度向每一位游客宣传
文明参观的重要性，为大家提供贴
心细致的服务。“文明是旅途中最美

的风景线，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需
要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共同营造。
作为一名讲解员、引导员，我们有责
任也有义务，更好地将文明旅游的
意义和理念传递给每一位游客，共
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才
让卓玛说。

记者了解到，在西藏牦牛博物
馆入口处、大厅及展厅通道等各个
醒目位置，还张贴了大量文明旅游
的宣传海报，内容涵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参观礼仪、文物保护及文
明行为规范等知识，以生动形象且
图文并茂的形式，让游客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提升了文明参观、文明
旅游、共享文化的意识。此外，博物
馆还利用抖音账号、微信公众号等
线上渠道，积极扩大宣传覆盖面，让
更多游客在参观前就能了解文明旅
游的重要性。“今天来到西藏牦牛博
物馆参观，走进高原人民与牦牛共
生的世界，一件件精美的文物、详实
的史料、逼真的场景复原，使我感觉
仿佛穿越时空，让我对西藏牦牛文
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馆内开
展的各种形式的文明旅游引导，也
让我认识到文明旅游、文明参观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会积极响应，在
今后的旅途中，用实际行动去践行
和倡导。”游客仁增说。

西藏牦牛博物馆办公室主任
拉姆告诉记者：“下一步，西藏牦牛
博物馆将持续优化引导工作机制，
不断探索创新，让文明参观成为每
一位游客的自觉行动，让博物馆真
正成为传承历史文化、滋养心灵的
精神家园。同时将认真贯彻落实
好 2025 年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工作
会议精神，为努力开创拉萨市文化
和旅游繁荣 发 展 新格局增光添
彩。”

西藏牦牛博物馆：

倡导文明旅游 守护文化瑰宝

拉萨融媒讯（记者旦增拉珍）4 月 2日，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以下简称“执法
队”）开展黑车专项整治行动，有效防范假期道
路交通安全风险，维护客运市场的正常秩序，
确保人民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此次整治行动重点打击未取得经营许可擅
自从事旅游包车业务、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行
为。

在整治过程中，执法队联合公安交警部门，
在拉林高速入口等重点路段设置检查点，对过
往车辆进行逐一排查。执法人员仔细检查车辆
的营运证件、驾驶员从业资格，询问乘客出行目
的及费用支付等情况。同时，对当天查获的2
辆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进行了暂扣，并将进一
步调查处理。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一大队队员罗
布旺杰说：“随着旅游高峰的临近、游客增多，
我们提前谋划，针对旅游包车乱象、车辆违规及
非法营运等开展全方位整治。下一步，我们还
将常态化开展整治，持续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
序，优化运输和旅游市场。”

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已
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2052人次，检查车辆 5010
余辆，查处非法营运车辆40辆，旅游包车违法
违规行为12起。通过一系列整治措施，有效遏
制了黑车和非法营运现象的蔓延，客运市场秩
序得到明显改善。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严打非法营运 护航市民出行

图为执法人员对过往车辆进行逐一排查。 拉萨融媒记者 旦增拉珍摄

图为讲解员为游客讲解相关展品的历史文化。
拉萨融媒记者 次 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