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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推动地区合作高质量发展——在第

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发言》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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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省 媒 体 看 甘 孜

翻越海拔 4825 米的莫拉山垭

口，沿着457省道往石渠县城方向行

车还不到5分钟，就见到了左侧高山

草甸上牧民尼美多吉一家的帐篷。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甘孜藏

族自治州石渠县，有四川众多之最：

海拔最高，平均海拔 4500 米，空气

含氧量还不到平原地区的 50%，素

有“生命禁区”之称；最为寒冷，年平

均气温约为-1.6℃；最为偏远，位于

四川最西北、川青藏接合部，县城距

离成都约 1000 公里；面积最大，达

2.5万平方公里。

石渠是长江黄河源头的重要自

然生态保护地，高山草场广袤辽阔，

草地面积占比约为 85%，全县 10.6

万人中有 70%左右是牧民，是四川

省最大的牧业县。

6 月 23 日，记者一行从成都驱

车两天多抵达石渠县洛须镇后，继

续一路北上，海拔高度也在半小时

内从3200米陡然上升到4800米。

放眼望去，青藏高原缓丘连绵

起伏、无边无际，远处一泓天然海子

澄澈如镜；高山大川孕育出的河流

蜿蜒汇入雅砻江，滋养着广袤的扎

溪卡草原。

刚过莫拉山垭口，记者还在感慨

海拔如此之高时，透过车窗突然看到

附近高山草场上还安扎着数顶牧民

帐篷，两三个孩子在草地上嬉闹。

荒凉辽阔的高山大川因这几顶

帐篷，顿时充满了生机。这些牧民

缘何在此？在海拔 4800 米，他们又

如何生活？我们决定临时停车进行

探访。

当车辆停靠在路边时，43 岁的

尼美多吉牵着小儿子尼美索郎的

手，站在帐篷外向我们张望，旁边有

只黑色藏獒正慵懒地晒着太阳，远

远望去像一头掉队的小牦牛。

从路边到帐篷，不足百米的上

坡路，就足以让来自成都平原的我

们心跳加速、大口喘气。

“泽仁！”面对记者一行不速之

客，尼美多吉伸出手微笑着迎上来。

“泽仁”是当地藏族群众见面问好和

道别的惯用语，蕴含着“长寿”的祈

愿。得知尼美多吉只会藏语，随行的

石渠县藏族干部上前表达了我们的

来意，并充当起翻译。

走进尼美多吉家的帐篷，生活

气息扑面而来——干牛粪烧得火炉

正旺，高压锅、各种厨具和酥油茶碗

整齐摆放，碗里还有些未捏好的糌

粑。见有远客来，尼美多吉的妻子卓

玛荣木连忙端出热气腾腾的酥油

茶，3岁的小儿子尼美索郎不怕生，

主动跟我们分享起了新玩具。

尼美多吉一家四口是石渠县尼

呷镇菊母村人，全村基本都是牧民。

菊母村在石渠县城附近有居住点，

青草茂盛时牧民就在最远的夏牧场

放牧，季节更替则到秋、冬牧场，年

复一年。

自古以来生长在扎溪卡草原上

的一代代石渠牧民，经受着严寒和

高海拔的磨砺，性格豪放、自强不

息。1950年7月，伴随着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进驻，石渠广大牧民真正翻

身当上草原的主人。如今，这片壮阔

大草原上牧民们的日子已今非昔比

——生活越来越好，既放牧，也做草

原生态的守护者。

（下转第四版）

生活在海拔4800米的夏牧场
四川石渠县牧民尼美多吉的帐篷畅想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张雅雯 王曦

尼美多吉的小儿子尼美索郎在草地上玩耍。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辉煌75载 铸就新辉煌

红色血脉铸忠诚：信念

如磐立高原

洛戈梁子并非普通驿站。这里

既是昔日红军长征翻越的雪山要

隘，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如今又

是国道317的咽喉，车流昼夜不息。

肩负下雄派出所维护辖区安宁与洛

戈梁子警务站保障国道畅通的双重

使命，刘鹏深知责任如山。

2016 年，当他作为第三代负责

人踏上这片土地时，面对的是无水

无电、靠烧牛粪取暖的极端艰苦环

境。然而，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与

家国情怀支撑着他。他的太爷爷张

亦山，曾是甘孜苏维埃博巴政府主

席，在红军长征过境时倾力支援。

藏汉联姻的家庭背景，更让他对

“藏汉一家亲”有着刻骨铭心的体

会。“高原是生我养我的土地，守护

它是我的本分，更是共产党员的使

命。”这位有着 22 年党龄的藏族汉

子话语坚定。

信念如磐，行动如犁。刘鹏将唯

一的警车打造成“流动警务站”，带领

民警成为牧民口中的“泥朵巴”（藏

语：警察），骑马穿梭于广袤牧区，翻

越雪山达坂。马背上驮载的不仅是警

务装备，还有各类方针政策的藏汉双

语宣传册。他们将党的创新理论和惠

民政策，深入牧区帐篷，用乡音俚语

讲清“民族团结才有好日子”的道理。

一年内，联合乡党委政府，成功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126起。

当曾经案件频发、距离最远的

俄措村实现连续三年牦牛“零被

盗”；当牧民扎西的女儿通过国家

“雨露计划”圆了大学梦，全家住进

定居房，逢人便赞“跟着党走，雪山

也能变金山！”……这些变化，正是

忠诚信念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结

出民族团结硕果的生动写照。

实干担当践初心：雪域

平安守护者

“砰！”2021年一个冬夜，一辆失

控越野车倒栽桥下，车身悬空，司机

命悬一线。刘鹏没有丝毫犹豫，顶着

刺骨寒风钻进扭曲的车厢，解开安

全带，奋力将司机往外拖拽。就在两

人落地的瞬间，（下转第四版）

缺氧不缺精神，海拔3980米的忠诚守护
记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刘鹏

在国道317甘孜县洛戈梁子

段，海拔3980米的垭口常年风雪

肆虐，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

一块镌刻着“缺少的是氧气，拥有

的是忠诚”的牌子，矗立在下雄乡

派出所洛戈梁子警务站的院墙

上，成为雪域高原最醒目的精神

坐标。在这里坚守了9年的下雄乡

派出所所长、警务站负责人刘鹏，

用藏蓝色的身影诠释着共产党员

的赤诚——相对含氧量50%，绝

对忠诚度100%。

◎全媒体记者 罗文婕

图为刘鹏正在为游客倒热水。州公安局供图

本报讯 近日，为贯彻教育卫生

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解决基层医

疗卫生人才匮乏问题，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水平，我州正式印发《甘孜州

医学本科定向生培养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从 2025 年起连续 3 年实

施医学本科定向生培养计划。

此次定向培养聚焦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等13个专业，涵盖基础医

疗、专科诊疗等多领域，旨在构建更

完备的基层医疗人才体系。培养对

象面向被医学类本科专业录取的甘

孜州籍高中毕业生，充分保障本地

生源，优先录取本县（市）学生，确保

人才扎根基层。

在资格确定方面，州、县（市）

教育和体育局积极宣传动员，学生

自愿申请并被录取后，由县（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部门

依原则筛选，签订经公证的培养就

业协议。州、县（市）财政共同承担

经费，为定向生提供每年 2 万元的

生活费、学费和住宿费补助，学生

毕业后还可获 5 万元一次性奖励

金，且编制部门保障其毕业后有编

可用。

培养管理全程严格规范，在校

期间，高校负责日常管理，县（市）相

关部门与高校密切沟通掌握学生情

况；毕业后，定向生需在签约地医疗

卫生机构服务不少于 6 年，期间可

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鼓励在

职提升学历，并须 3 年内取得执业

医师资格证。

对于违约行为，方案明确了严

格的处理措施，违约者需退还补助、

奖励金，支付违约金并记入诚信档

案，确保培养计划有效落实。

据悉，该计划实现人才培养与

基层需求精准对接，既能缓解基层

医疗人才缺口，还能为当地百姓带

来更优质医疗服务。未来，我州将持

续完善培养机制，确保定向生“下得

去、留得住、用得上”，推动基层医疗

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兰色拉姆

年补2万+5万就业奖

我州启动3年医学
定向生培养计划

“咱们这里的美景带不走，但美

味可以带走。”6月24日，2025年“万

千气象看四川”第二季度主题采访组

走进甘孜州丹巴县的美人谷，在甲居

镇聂拉村的美人脆苹果种植基地，丹

巴县农牧农村局农艺师刘新丽介绍

起几棵“名树”，“这是丁真的，这是谭

维维的……他们都在这里认养了苹

果树，成熟后便来采摘。”

让游客认养苹果树，体验种植、

采摘的乐趣，是当地苹果营销的新

尝试，也是探索“旅游+”的新路径。

通过增添体验类、观光类、互动类业

态，如今的甲居藏寨，早已不止于

“居”了。

聂拉村青山环抱，古碉与民居

分布其间，11栋“网红”民宿就位于

美人脆苹果种植基地旁边。结合民

族风情、农耕文化等资源优势，当地

坚持以农带旅、以农兴旅的发展思

路，大力发展观光型农业，推进“旅

游+农业”融合发展。“游客放下行

李，就往果园跑。”刘新丽说，这片果

园给游客备足了看点，“春天赏花、

夏天纳凉、秋冬尝鲜。”

民宿由单一的住宿点升级为多

业态融合发展的综合体——这样的

改变不仅引来不少回头客，也让美

人脆苹果越卖越好。去年，甲居镇连

片种植美人脆苹果 1000 亩，亩均

产值12000余元。

在一家民宿的书架上，记者发

现一本名为《甲居景区旅游投资建

设项目推荐》的小册子。“嘉绒传统

生活体验项目”“云端漫步闲情综合

项目”等互动体验式项目名列其中。

“这是我们近年来主要推动的

项目，就是要在‘居’的基础上做加

法。”丹巴县甲居镇党委书记桑郎尔

加介绍，其中一些项目已经落地，

“未来，在甲居藏寨不仅可以到果

园、田园体验农耕文化，还可以在博

物馆、文化传播室体验嘉绒文化，参

加赛马、越野跑等体旅项目。”

甲居藏寨
不止于“居”

◎周宝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阮长安 吴忧 李婷

今年以来，我州通过土地供应

“产效益”，存量土地“产指标”，低效

用地“再生金”，优化土地利用助力

乡村振兴。

我州按照“土地要素跟着项目

走”原则，根据“一地一策”方式，着

眼于通过土地供应带动乡村产业的

发展，有序推进乡村振兴项目用地

供应工作。今年来，完成土地供应

553宗435.02公顷。

同时，建立批而未供和闲置土

地基数清单，采取分类施策的方式

进行处理，完善闲置土地预警机制，

提前对超期项目进行分析研判，处

置超期未动工土地346.66公顷、批

而未供土地34宗2081.18公顷、闲

置土地10宗6.84公顷、新增闲置土

地6宗68.93公顷。

今年来，有效盘活低效工业用

地 9.94 亩，让低效用地焕发新生

机，完成审查集体建设项目用地36

宗 748.35 亩，转化成农业生产、乡

村旅游等多种用途，带动了周边农

户的就业增收，实现了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双赢。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供稿

我州优化土地利用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