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州内新闻 新闻热线 0836-2835756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2019年10月1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泽央 版式编辑 宋雪琴2

要 闻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歌声阵阵，高
唱惠民和谐曲；舞步翩翩，谱写
文化新篇章。10月12日至13日，
由中共甘孜州委、州人民政府主
办，州委宣传部、州文化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州文化馆承办的
2019 年甘孜州“新人新作”专场
评选活动暨文化惠民两场演出
在情歌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庆祝新
中国70周年华诞，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融入工作实
际，更好地激发文艺创作活力、涌
现文艺作品、壮大文艺队伍，保障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繁荣甘
孜文艺，增强文化自信。

在 首 场 演 出 中 ，“ 叮 铃 铃
……”随着清脆的铃铛声，甘孜县
代表队用《炫舞盛世》拉开了演出
序幕。紧接着，歌曲《幸福弦音》

《遥远的喜马拉雅》《金色故乡》
《梦中追寻的香巴拉》《卓玛啦》等
节目先后精彩亮相，为现场观众
献上了别样的视听“佳肴”。

来自色达县提线木偶传承
人索呷表示，提线木偶舞蹈能
登上这次新人新作舞台是一大
荣幸，舞蹈以牧民群众生产、生
活方式为基础，以牧民群众浓
厚的文化生命力为根本，将藏
族传统文化提炼出来，希望这
次的表演能让更多人认识、了
解藏族文化。

十月的康定寒意渐浓，随着
舞台上时而奔放豪迈的舞蹈，时
而婉转悠扬的歌声，寒冷的空气
在歌舞飞扬的演出中，在台下群
众热情的掌声中逐渐升温。

“这两天的演出特色浓郁，内
容丰富。在整场演出中，有倾诉幸
福生活喜悦的节目、有展现民族
传统文化的节目，也有表达家园
情深的节目，这在一定程度反映
了甘孜的进步发展，以及甘孜儿
女精神生活的富足。希望明年的

‘新人新作’更加精彩，也希望家
乡的明天更美好。”全程观看演出
后，康定市民唐昕向记者分享了
她的收获和憧憬。

记者 兰色拉姆

甘孜日报讯 10月12日—13
日晚，康定剧场内歌声阵阵，我州
2019 年“新人新作”专场评选曲
艺类决赛和专场评选声乐类决赛
在此分别举行，来自各县（市）的
选手们逐一上台竞技。

在 12 日晚的专场评选曲艺
类决赛中，共有 12 个节目参赛，
包括相声、小品、朗诵等。据了解，
从今年 7 月开始，州县（市）相关
部门就开始积极筹备、精心编创，
最终初选出了这些曲艺类作品参
加此次专场评选决赛。经过激烈
角逐，《撸起袖子加油干》获得一
等奖；《新时代的双语干部》《朗桑
王子》获得二等奖；《赛马登位》

《白色杀手》《调动》获得三等奖；
《结对认亲》《懒汉脱贫》《真情红
丝带》《我的脱贫故事》《和你一起
奔小康》和《会飞的蒲公英》获得
组织奖。

“今天的节目很好看，所有的
节目都贴近生活，也贴近现在的政
策，幽默轻松的氛围中带给人思考
和感悟。同时，通过这些节目，我们
不难看出，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
甘孜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观众索朗她吉告诉记者。

本次活动总负责人杨英表
示，新人新作比赛，推动了我州文
艺创作，今年曲艺类作品由被动
创作转为了主动创作，各县文化
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提高了不
少，参评作品的质量也更优。

在 13 日晚的专场评选声乐
类比赛中，共有来自各县（市）27
个声乐节目参赛。比赛中，选手
们演唱的曲目多为本地原创，除
了基本的男声独唱、女声独唱，
还有原生态演唱、小合唱和二重
唱。就歌曲主题而言，有歌唱家
乡、祝福家乡更加美好的曲目，
有倾诉精准扶贫政策带来幸福
生活的曲目，也有感恩老师辛勤
付出的曲目。

经过多轮的较量，最终，九龙
县代表队带来的《九龙的孩子》获
得一等奖。丹巴县代表队带来的

《梦中追寻的香巴拉》和《雪域人
家》获得二等奖。炉霍县代表队带
来的《斯郎曲波》、色达县代表队
带来的《感谢您，老师》、甘孜县代
表队带来的《梦回王城》、德格县
代表队带来的《美丽的家乡》获得
三等奖。

记者 兰色拉姆

高唱惠民和谐曲
谱写文化新篇章

我州举行“新人新作”专场评选暨文化惠民演出

我州“新人新作”
专场决赛圆满收官

甘孜日报讯“卡卓卡卓（藏语
谢谢的意思），感谢电大对我家的
大力援助！”10月11日，当理塘县
芒康村贫困户洛绒扎西一家领到
四川电大支部对口帮扶捐赠的2套
藏床、3张藏桌时，高兴地竖起大拇
指对驻村干部表示由衷的感谢。

为帮助芒康村贫困户今年顺
利实现脱贫奔康，四川电大下足
绣花功夫，精准帮扶因户施策，脱
贫帮扶工作组深入贫困户了解致
贫原因、家庭情况、摸清需求和困
难，制定出改善生活条件一户一
策具体方案；学校组织部动员学

校教职工和全体党员积极捐款13
万余元。10 月 11 日，四川电大支
部对口帮扶贫困户捐赠物资发放
仪式在芒康村活动中心举行。为
全村 29 户贫困户按照户均 4300
元的标准购买了16台洗衣机、34
套藏床、67 张藏桌、24 张藏凳以
及电视、冰柜、取暖桌等物品。这
是四川电大在实施屋顶革命工
程、保障村民住房安全的基础上，
采取措施进一步改善芒康牧民生
活条件，让他们住上好房子，过上
好日子。

叶强平 陶军 文/图

四川电大向理塘芒康村
贫困牧民送家电家具

领藏式家具。

坚守 为心中的信念

1989 年，王彬从甘孜州卫校毕业
后，没有选择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资
中，而是来到了大山深处的雅江县工
作。“我在雅江工作三年后，就来到了巴
塘县人民医院工作，一直到现在。”

王彬告诉记者，从小在内地长大的
她，想象过藏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会相当艰难，但是真正踏入藏区工作
后，才发现这里远比想象中的艰难。“那
时候从康定出发要花 3 天左右的时间
才能到巴塘，而且当时的巴塘县人民医
院医疗环境相当落后，只有两栋不高的
破旧楼房，设施设备更是落后到连很多
基本的检查都无法完成。”回忆初来巴
塘时的情景，王彬感慨万分。

初到巴塘，王彬才 20 出头，她人
虽小，心志却高，总想通过自己的努
力，改善巴塘的医疗环境。可是，初来
乍到的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也并非
一帆风顺，想改善巴塘医疗环境现状
的雄心，在现实中寸步难行。于是，她

心中打起了退堂鼓，在很多个夜晚，她
都在思虑该不该离开巴塘，但思来想
去，答案都是否定的。王彬说：“从穿上
这身白大褂起，我就明白了救死扶伤
神圣的职责，医生是不应该挑剔病人
的，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病人的地方，
就应该有医生的身影。”正是这信念，
让王彬在大山深处的高原上，30 年坚
守如初。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医者
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她也用自己的
青春，为巴塘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添砖加瓦。

坚守 为见证藏区医疗水
平的提高

远离家乡，远离父母。30 年来，王
彬最为愧疚的便是没有在父母身边尽
孝，但令王彬欣慰的是，30 年来，巴塘
县的医疗环境，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
心下，迅速得到改善。

“根据临床需要，如今，我们医院投
资280余万元购置了彩超、麻醉机、血透
设备一套，添置了麻醉吊塔等一批先进

医疗设备，为临床疾病诊断提供科学依
据，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王彬说。在
2002年，王彬有幸被派往成都市儿童医
院进修，在这里，她不仅学到专业的儿内
科知识，也了解到与大医院的差距；
2003年，王彬结束进修回到巴塘县人民
医院后，发现自己所学知识很难施展，因
为现代医学需要先进的医疗设备为临床
疾病诊断提供科学依据，而这一点在当
时的巴塘很难实现。“当时我们医院连彩
超、CT这些基本的检查器材都没有，这
就让不少患者不得不去康定等医疗条件
较好的城市就诊。”王彬说。

2013 年巴塘县人民医院新楼建
成，并迅速投入使用。门诊楼、急诊楼、
住院楼……崭新的医院分类更细了，设
备更齐全了。没有品尝过苦的人，怎会
明白甜的来之不易。为了见证这一天，
王彬等待了 20 余个年头。如今的巴塘
县人民医院，已与现代化的医疗环境接
轨，院内设有内儿科、外科、妇产科等临
床科室和功能检查室等医技科室，在高
标准建成医院医技大楼后，医院的设施

设备得到进一步完善，每年就诊人数由
12000人提高到76800人，年门诊量由
2016 年的 20000 余人次，增加到现在
的80000余人次。

坚守 为高原的明天
在同事眼中，王彬是个工作狂，她

总是最早来到医院，最晚离开；在患者
心中，王彬更像自己的亲人，因为她无
微不至的关心总能让患者感到亲切。从
医 30 年来，王彬精湛的医疗技术不仅
让当地百姓赞叹，也让她成为了当地百
姓心中的名人。走在巴塘县的大街小
巷，总会有老百姓为她竖起大拇指，亲
切地与她打招呼。

2018 年底，王彬被评为全省少数
民族地区基层卫生优秀人才。王彬远离
家乡，坚守如初的奉献精神，在医院同
事眼中早已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

“我刚来这里时，觉得王老师特别严
厉，对我要求极高，每次看到她我都很紧
张。但相处时间长了我才明白，王老师对
我的严厉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尊重，因
为我们不能出半点差错。”谈到王彬，医
院急诊科医生李敏雪总是心怀敬意。

王彬在业务上要求严格，但在生活
上却又悉心照顾。“刚来巴塘时，我十分
不适应。是王彬老师不仅在工作上传授
经验与知识，更是时常买菜到我家教我
做饭，这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刚到
医院不久的内科医生李明瑶说。

从2014年到2016年，王彬带教实
习生20余人次，培训新职工3人。

“以院为家。”采访中，王彬多次提
到这四个字，王彬告诉记者，从医 30
年，她早已把医院当成了自己的家，不
管去到哪里，心中始终牵挂着这个

“家”。今年52岁的王彬即将面临退休，
可是她却不想离开奋战 30 年的岗位。
她说：“只要我身体还利索，我还想多为
这里的老百姓做一些事。”

坚守“高原江南”的白衣天使
◎甘孜日报记者 张嗥 文/图

9月的“高原江南”巴塘县，雨晴不
定。3日清晨，一场阵雨又不期而至。
还未到上班时间，52岁的巴塘县人民医
院儿科医生王彬已在急诊科做好了诊
前准备。

30年来，王彬每天都提前来到医
院，她已记不得自己参加过多少次救死
扶伤，目睹了多少生老病死的人生百态
与人情冷暖；30年来，她也有无数次机
会和身边的同事、朋友一样，回到家乡，
去到繁华的都市就业。而她选择了默
默坚守，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千家万
户，送医送药，守护着大家的健康。

路好，车快，心情爽。
7月21日中午12点，扎西格勒哼着

小曲开着满载货物的汽车行驶在省道455
线甘白（甘孜县—白玉县）路麻绒乡段。

扎西格勒是早上7点半出发的，还
有半个小时就到白玉县城了，他用蓝牙
耳机给妻子通着话：“老婆，到麻绒了，
弄得饭了，有点饿了。”

扎西格勒是白玉县绒盖乡人，已经
跑货车运输 15 年，见证了白玉交通的
发展。“以前甘白路很窄，路况也不好，
特别是翻山的时候，车子经常出故障，
只要在路上有车坏了，绝对堵车，堵在
山上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特别是
遇到冬天恼火得很。那时候从白玉到甘
孜,路上顺利的话我们大车走一天，遇
到堵车走个两三天很正常。”

说完以往的“堵”，又说起今天的
“畅”，“现在都是油路，从甘孜出发，五
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达到白玉了，路况好，
不仅时间节省了，行车也更安全了。”

“现在到处的路都修得很好，我们
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做。以前我们跑成
都，一个月只跑得了一趟，挣个七八千，
现在一个月能跑四五趟，收入上翻了几
倍。”扎西格勒告诉记者，他身边有许多
人靠着交通的便利，都在跑运输挣钱，
他的货车已经从原来的东风车换成了
大型四轴货车，收入也随着车轮的的转
动滚滚而来。

驾车人感叹不已，坐车人欣喜万分。

“大家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出
发了。”早上九点，白玉县城开往该县纳
塔乡的农村客运班线准点出发。这条农
村客运班线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下，通过各职能部门的努力，以及在新
川藏运业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于 2018
年3月正式开通，也是白玉县开通的首
条农村客运班线。

“以前我们出门办事最困难的就是
搭车。实在拦不了就只有坐野车，有时坐
摩托，车费也贵，关键是安全没得保障”。
从阿察镇到县城办事返程的扎西泽仁，
提起以前的出行方式，感触颇深。

自白玉县城至纳塔农村客运班车
开通后，班车每天早上九点从站点出
发，途经四乡一镇，当日下午三点原路
返程，切实解决了大家的出行难问题，
给沿线广大群众提供了安全有效便捷
的出行方式。

“这趟车每个发车时段都是固定
的,我们只要按时等候就可以了,这个
班车环境也不错,干净宽敞舒适,收费
也不贵，比起以前实在是方便了很多。”
扎西泽仁激动地告诉记者。

大动脉连接“外面世界”，乡村道拉
近“城乡距离”，而连接路更是铺展发展
的希望。“再来一桶水泥”“把水管递上
来”“这边再挖几下”……7 月 21 日，省
道 458 线白玉段（河坡乡至热加乡）公
路改建工程施工现场处处一片热火朝
天的景象。该项目是白玉县“三纵三横”

干线快速通道中S458线白玉至甘孜格
萨尔机场快速通道的组成部分。S458
线白玉至甘孜格萨尔机场快速通道是
白玉县委、县政府在实施“十三五”规
划中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全长 139.5
公里，总估算投资为19.03亿元。

“我们力争把这条路建设成为一条
扶贫攻坚路、旅游富民路和致富小康
路! 建成之后必将辐射带动该县河坡
片区 4 个乡镇、31 个贫困村 1500 余名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白玉县交通运输
局工作人员谢罗玉一边了解工程进展
情况一边说。

“要想富，先修路”。近年来，我州坚
持“脱贫攻坚、道路为先”，大力实施交
通先行战略，交通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果。白玉县紧随全州交通建设步伐，
超前谋划、吃透政策、抢抓机遇，争当交
通先行排头兵。围绕“100%乡（镇）通油
路、100%建制村通公路、100%建制村
通硬化路”的总体目标，截止 2018 年
底，全县累计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9.9亿元，实现全县通车里程1990公
里，其中三级以上的公路 224 公里，四
级公路1766公里，基本实现了100%乡
镇通油路，100%行政村通水泥路，全县
公路运输网络设施服务水平和安全保
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截止到 2025
年，全县将基本建成以“三横三纵”干线
快速通道为骨架，通村畅乡，农村公路
网为基础的“外畅内联、通村畅乡、安全

便捷”的现代公路交通运输体系，形成
以干线公路为网络，铁路和航空为节
点，公铁航无缝衔接转换的综合立体通
道运输网络体系。

交通建设大提速，条条坦途惠民
生。如今，大交通、大网络、大格局，强大
的“交通力量”让白玉面貌持续焕新升
级、让市民出行愈发通畅便捷，为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夯
实了较好的基础。

便利的交通能使广大群众生活充
满活力，是发展经济、保障群众生活的

“先行官”。路通，则一通百通；路畅，则
一畅百畅。近年来，是白玉县交通发展
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经
济社会效益最突出的时期。公路交通

“给力”经济社会发展，惠及全县五万人
民群众。放眼现在，干线公路、农村公路
密如蛛网，路路畅达；桥梁、隧道穿山越
水，天堑变通途；一张主次干道相连的
现代公路网铺展开来；车流如梭，一座
座客运站场连接车流、物流、人流，发达
的交通运输业成为人们脱贫致富，奔向
繁荣昌盛的动力源泉，成为白玉全县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天路穿云入藏乡，大道如虹通坦
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今日白玉，如
神笔在握，描绘出一幅幅壮美的交通运
输画卷。宁玛祖地、盛德白玉，一张史无
前例的交通运输网通畅四方，带来富
裕、通进民心、走向未来、直奔希望。

“大交通”铺就发展“快车道”
◎甘孜日报记者 谢臣仁 甘孜电视台记者 宋雪华 文/图

宽敞平坦的甘白公路。

认真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