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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马中志愿服务队：

为复学做好坚实保障
李 晨

保护好雪域高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西藏生态建设纪实

● 把西藏生态保护置
于国家战略高度

作为青藏高原的主体，西藏境

内江河纵横、湖泊密布，被誉为“亚

洲水塔”，是我国以及南亚、东南亚

地区的“江河源”，亚洲乃至北半球

气候变化的“感应器”，珍稀野生动

物的天然栖息地和高原物种基因

库，对全球气候具有重要影响。

“西藏也是生态环境脆弱敏感

的地区，一旦破坏，修复难度较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研究员姚檀栋说，保护好青

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

发展的最大贡献。

国家一向重视西藏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

措施，将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置于国

家战略高度。

2010 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明确提出使西藏成为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2015年，中央

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要切

实保护好雪域高原，筑牢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

2017 年 8 月，第二次青藏高原

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目前，这次

科考正在对青藏高原的水、生态、人

类活动等环境问题进行考察研究，

分析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

发展的影响，提出青藏高原生态安

全屏障功能保护和第三极国家公园

建设方案。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

罗杰说：“国家对西藏生态保护工

作的战略定位和战略部署，体现了

国家对西藏生态保护工作的高度

重视，为西藏生态保护工作指明了

方向。”

● 奋力筑牢西藏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

雅鲁藏布江是西藏人民的“母

亲河”，中游日喀则市南木林生态示

范区曾经是一片戈壁荒滩。南木林

县仁欧村村民过去习惯到山上砍柴

生火，导致土地沙化严重，村民在家

里喝甜茶，都得涮几次杯子里的灰

尘，吃尽了苦头。

2014 年至 2017 年，国家投资

1.5 亿元，在南木林生态示范区内植

树造林 3 万余亩，2018 年至今又建

起了 1 万亩的生态林。这条长达 50

多公里的“生态绿洲”，成为雅江沿

岸的一道亮丽风景。

这得益于《西藏生态安全屏障

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 年）》

的实施。据了解，截至2019年，西藏

已累计投入 117 亿元构筑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

“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加强制度建设，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

制，为西藏生态环境保驾护航。”罗

杰介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藏

先后颁布实施了 60 多部地方性法

规，为高原生态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近年来，西藏陆续实施了消除

“无树村”“无树户”“无树单位”以及

“绿色围城”“树上山”等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并通过实施极高海拔生

态搬迁项目，把大自然留给野生动

物。2019 年，西藏有 4058 人搬出极

高海拔生态保护区。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藏全区

45%的区域被列入最严格保护范

围，建立了 47 个各类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41.22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

1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藏已累

计命名自治区级生态县 17个、生态

乡镇213个、生态村2373个。

● 美丽西藏建设释放
“生态红利”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在“世界屋脊”筑起了生态文

明高地，在高原上生活的各族群众也

享受到了保护生态带来的红利。

位于雅江南岸的拉萨贡嘎国际

机场曾饱受灾害性风沙的侵扰。经

过 40 年持续造林治沙，一道长 160

多公里、宽1.8公里的“绿色长城”崛

起在雅江山南段，贡嘎机场航班起

降受灾害性风沙影响天数，最高时

每年可达60多天，现在明显减少。

山南市扎囊县植物种苗繁育基

地里，阿扎乡村民卓玛曲吉一边育

苗，一边用脚打着拍子哼着歌。

近万亩的生态产业扶贫项目——

藏草万亩植物种苗繁育基地在此落

地后，卓玛曲吉便将自家的土地通

过土地流转获取租金，同时来到繁

育基地打工。

“主要是灌溉、除草、施肥、修

枝，每天有 160 元的工资。”卓玛曲

吉说，“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让

家乡更绿了，特别高兴。”

2019 年，西藏落实生态岗位 60

多万个，落实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等各类奖补资金 97.7 亿元，越

来越多的农牧民吃上了“生态饭”。

雪山在太阳的照射下，上演着一

幅“日照金山”的景象；碧湖如镜，映

照着雪山巍巍倒影；蓝天白云间，黑

颈鹤翩翩起舞；广阔的草原上，藏羚

羊、藏野驴自由飞奔……大美西藏

正期待着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八方

游客的到来。

（新华社 张京品 田金文）

“昨天我的任务是帮教师采

购蔬菜，今天我要去给老师送上

网课的教材。”3 月 3 日，四川省

阿坝州马尔康中学志愿者服务队

的高恩凤正在给全校教职工当

“采购员”。

逆向而行 用初心守
护第一道防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志愿服

务队员张绿波来不及和亲人共庆

春节，便带着爱人和四岁的双胞

胎儿女，回到了工作岗位，投身到

疫情防控的工作中。他第一时间

制作疫情防控横幅、展板、公告等

宣传资料，整理学校防控物资，协

调准备防疫物资及消杀物资，紧

急做好了校门值班、卫生消毒等

工作。

学校防疫工作中，教师是一个

特殊的群体，只有保证了教师的

绝对安全，才能确保复学复课的

有序进行。马尔康中学从 2 月 21

日起，全校教职工分期分批分类

返回马尔康，并进行 14天的居家

观察。至 3 月 3 日，全校已经返岗

教职工248人，占比全校教职工总

数的 96.1%。疫情就是命令，全校

志愿者迅速集结奔赴防“疫”一

线。“民以食为天，我们一定要把

返岗教师的吃、穿、用保障好，服

务好居家观察的教职工，才能为

学校全面复课做好准备。”学校党

委书记、校长胡洪军说。

迅速行动 给 抗 疫 一
线送保障和服务

在战疫的各个环节，处处都能

看到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用实际

行动展现出当代志愿者的风采。

像高恩凤这样的志愿服务“采

购员”，马尔康中学还有 17人，他

们组建了3支志愿者服务队，帮助

居家观察老师购买生活物资，提

供免费“跑腿代购”。自 2 月 22 日

以来，志愿者服务队共服务全校

教职工 170 余次，代购商品 2100

余件。

疫情发生后，看似“毫末之

计”的“顶上工夫”难倒了居家观

察的教职工。志愿服务队李粲主

动联系了马尔康理发师，3次上门

为全校教职工60余人次提供了理

发服务，受到了全校教职工的热

烈欢迎。

除了严格校园出入管理、帮助

居民买药、取应急快递，志愿者们

还想办法为教职工联系生活物

资、帮助独居老人修电灯、通下水

道……每位志愿者都成了服务教

职工的“多面手”，成了校园居民

的“贴心人”。3 月 4 日中午，志愿

者王银花老师和其他志愿者们一

起，为 13 位需要采购的教职工采

购了满满的几大购物车物品，“我

们是一家人。”志愿者秦永春说。

凝聚合力 爱心传递
温暖力量和信心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心理学老

师、德育老师、班主任等组成了心

理咨询志愿服务队，为全校居家

观察人员和学生进行了心理疏导

和人文关怀，化解他们的焦虑情

绪。志愿者们开展远程心理咨询

服务，以一对一电话咨询的方式，

为全校师生提供心理咨询；教师

志愿者以线上辅导功课的方式，

为全校2400余名同学开展网络辅

导 50000 余人次……一个个暖心

事例、一颗颗火热爱心、一个个关

怀活动仍在以各种方式呈现。

“志愿者们辛苦了！”志愿服

务队不辞辛劳为全校教职工采

购、服务，受到了全校教职工的一

致好评。大家通过学校各种工作

群，用高高竖起的点赞大拇指，表

达他们的感激之意。居家观察结

束的袁建老师，也加入到了志愿

服务队，他说要将志愿精神传递

下去。

袁飞虎、杨雅琴、泽郎斯基、苏

拉王姆、庆真王母、熊涛、李章瑶、

李晨、哈姆斯基、白玛央吉……记

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聚集在一

起的萤火，用不平凡的付出传递

着希望。

7.17亿元稳岗补贴
助力成都企业稳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
林晅）3 月 11 日，记者从成都市人社

局获悉，成都市稳经济“20 条”措施

实施以来，该局持续加大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政策落地落实力度，全力确保

稳岗补贴资金快速准确发放到企业

账户，及时纾解企业资金压力。截至3

月8日，已累计向全市8666户企业发

放稳岗返还补贴7.17亿元，稳定岗位

133.29万个。

记者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为纾解企业资金压力，稳定员工

工作岗位，成都市人社局及时制定实

施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成都市

企业只要参加失业保险无历史欠费

记录，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未被确定为破产清算企业以及即

将注销的“僵尸企业”，不裁员或少裁

员的，均可享受 2019 年度企业实际

缴纳失业保险费50%的稳岗返还。为

扩大稳岗返还政策受益面，成都市就

业局筛选出符合返还条件的企业名

单，以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进行

“一对一、点对点”送政策送服务。目

前已向全市 26 万户企业发送短信、

向 5000余户百人以上重点企业打电

话告知稳岗返还政策及指导办理

事项。

同时，为提高补贴发放效率，成

都市就业部门对以往申报过的企业，

凡符合条件的，都不再要求企业重复

提交审核资料。同时，缩短审核时限，

由原来每月发放一批，变为每周发放

一批，最快当日办结，以确保稳岗返

还资金及时到达企业账户。

“目前，我们正在与相关部门对

接，将通过部门信息联动，通过大数

据自动比对审核，剔除失信等不符合

条件的企业，采取‘免填表、免申报、

免交资料’的发放方式，直接把稳岗

返还补贴拨付到符合条件的企业账

户。预计3月底还将为全市20余万户

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补贴 6 亿元。”成

都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

“云端糖酒会”
3月底上线

本报讯（记者 赵青）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原定于3月26日至28日在

四川省成都市举办的第102届全国糖

酒会延期举办。全国糖酒会组委会为

此打造了全国糖酒会云平台——一站

式展会服务及交易配对小程序，将于

3月底上线，为厂商带来免费的“云端

糖酒会”。

通过“云端糖酒会”，组委会将为

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搭建出规模庞大、

信息丰富、操作便捷的“线上展馆”。

行业人士能够充分了解参展的品牌、

产品和展会服务，并通过糖酒会云平

台小程序实现算法推荐和自主选择

两种方式的厂商贸易配对，实现精准

的贸易对接。

成都
建立知识产权
风险预警机制

本报讯（记者 赵青）3月 11日，记

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成都市将建

立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机制，在创新开

展成都市知名品牌商标信息监测预

警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监测预

警范围，深化开展知识产权信息监测

预警工作。

据了解，目前被纳入商标信息监

测预警范围的有：成都市已认定的中

国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四川老字号

品牌、已在蓉投资的外商知名品牌、成

都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共计约412件

（部分有重合）；被纳入专利信息监测

预警范围的有：成都市信息技术和生

物医药领域重点企业的核心技术专利

400件、注册地为成都市的相关企业

网络销售推广信息。纳入上述预警范

围的知名品牌企业，将形成包括负责

人手机号、企业指定邮箱等联络方式

在内的信息接收渠道，发现监测预警

信息后，由系统自动匹配并以短信和

邮件方式进行推送，部分重要信息可

线下通过电话进行联系通知。

该局知识产权监督管理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项机制建立后，将有效

防止和减少成都市知名品牌商标被他

人抢注及摹仿（含国际商标），及时预

防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领域重点企业

核心（有效）专利侵权风险、企业网络

推广信息假冒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难

题，积极为企业分忧解难，切实服务我

市知名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发

展，为成都加快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

先进城市提供有力保障。”

内江多措并举
帮助困难群众
“稳”过疫情关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林
晅）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

救助工作，保障困难群众在疫情期间

的基本生活，四川省内江市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了特殊困难群众关爱行动。

据悉，内江市对全市148个民政

服务机构中的7688名集中供养特困

人员和孤儿进行了全覆盖走访慰问，

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同时建立了“日

排查”制度，安排村（社区）干部、志

愿者等，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了解

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而针对摸底

排查出的特殊困难群体，内江市制定

了一对一的帮扶措施，对他们实施临

时救助、发放防护物资等各类帮扶措

施，有效地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

“我们还按照四川省民政厅的安

排部署，积极推行社会救助‘指尖

办’，指导困难群众在线申请城乡低

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实现群

众办事‘零跑腿’。”内江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说。

近期刚发掘完毕的
一项重大考古成果
在成都公布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成都文物考

古研究院特别制定了《成都市文物考

古工作队考古工地复工工作方案》，

将拟复工的考古工地相关防疫措施

落实到位，在保证人员身体健康的前

提下逐步恢复工作。据悉，近期，成

都川剧艺术中心改扩建项目考古工

地、地铁 TOD 川师段、西御河段等

10个重点文物发掘项目相继复工。

为了丰富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

需求，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于3月11

日特向社会公布近期刚发掘完毕的

一项重大考古成果——琉璃厂五代

至宋元时期瓷窑遗址，让市民居家就

能看古蜀文明，听考古故事。琉璃厂

窑，又称“琉璃场窑”“华阳窑”，始烧

于五代，延续至明代，历时700余年，

是成都平原著名的古瓷窑场之一。此

次考古人员发掘出 3座窑炉、2座墓

葬，以及作坊建筑、瓷器、陶器等遗

物标本。其中，发掘出的瓷器、陶器

可以用“丰富”来形容，从这些碗、

盘、盏、碟中，可以想象当时成都平

原的市民生活。

此次考古发掘成果丰硕，进一步

揭示和掌握了成都琉璃厂窑的历史

沿革、产品面貌、制作工艺、生产性

质等文化内涵，为今后促进和加强对

该窑的考古学、美术学、陶瓷工艺学

等方面的研究，并开展相应的文物保

护及展示利用工作，提供了可考的科

学依据和珍贵的一手资料。

本报讯（罗园 汪建英 代旭锋）3
月 10日，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赴武汉救援医疗队刘操医师团队收

到了一面特殊的锦旗，上面写着：“视

病人如亲人 弘扬医德医风”。这面锦

旗来自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14 楼 4

病房4名患者。

送锦旗的4名患者都是在武汉市

红十字会医院2月5日—27日先后入

院的，从入院以来一直都是刘操团队

在提供中医治疗，病情最为严重的就

是2月5日入院的田阿姨。

“我刚来医院的时候病情很严

重，整个人觉得很累，连下床上厕所

都感觉喘不过气来一样。”田阿姨说。

考虑到没有家人的照料，也不想太多

麻烦医护人员和同病房的病友，田阿

姨入院后坚持只服用西药和输液治

疗，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效果并不明

显，呼吸困难等症状依旧没有得到

缓解。

刘操仔细查看了田阿姨的舌苔、

脉象等，建议田阿姨尝试运用中医中

药治疗。刘操介绍，从2月19日开始，

田阿姨开始服用中药，服药期间，刘

操密切观察田阿姨的病情变化，并利

用休息时间，帮助田阿姨推拿按摩背

部的肺腧穴、膏肓、定喘等相关穴位。

推拿按摩两天后，田阿姨的咳嗽症状

明显好转。同病房的其他几名阿姨也

纷纷请求刘操给予推拿按摩缓解她

们咳嗽、失眠、饮食差等症状。只要稍

微有空，刘操处理完基本的医疗工作

后，就会她们推拿按摩。

“刘操医生经常加班都要给我们

治疗，效果也很好。”田阿姨说。

“我来医院的时候，肠胃不好，吃

什么都没胃口，经过刘操医生的精心

救治和调理，我现在吃得下东西了，

真的很感谢他。”黄阿姨说。

“感谢刘操医生的关怀，他不怕

累不怕被传染，很贴心，给了我们战

胜病魔的信心。”刘阿姨说。

图为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赴武汉救援医疗队队员。

来自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4名患者的锦旗

3 月的雪域高原，暖风拂面而来，沉睡了一冬的高原渐渐醒来。

从拉萨河畔树木成林的南山公园，到拉萨城北百鸟飞舞的拉鲁湿地，从雅江两岸 160 多公里的“绿色长城”，到藏

北羌塘回归自然的“动物乐园”，高原大地生机勃勃，一幅“最美第三极”的画卷正渐次舒展开来。

这画卷，正是西藏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累累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