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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贾雯棋，身份证号：220802199206280027，

因违反劳动纪律，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白
城机场分公司于2021年8月9日依规与你解除劳
动合同，限30日内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

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白城机场分公司
2021年8月19日

公 告
白城市洮北区美术家协会，法人：朱洪涛

（身份证号：222301196710122110），地址：白城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因业务需要，经会议通过、
业务主管单位批准，由原法人朱洪涛变更为陈胜
远 （身份证号：222301197501153011） 为新法
人，由原地址白城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变更为
金辉南街18楼-3号承启画廊，本协会无债权债务
纠纷，特此公告。

白城市洮北区美术家协会
202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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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上午8时，在大安市月亮泡水库6号坝，放眼望
去，一个个橙色的光点在远处闪现，他们就是防汛期间负责巡
堤查险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当中，有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有的是各乡镇工作人员，还有普通的村民。为了杜绝一切
可控风险，大安市在月亮泡水库6号坝共抽调125人进行巡
堤查险工作，确保安全度过汛期。

大安市红岗子乡纪委书记、监察办主任宋清峰已在6号
坝上坚守了一个多月了，从不敢有丝毫懈怠，累了，就近找个
地方坐会儿，一边坐着还一边看着水势；困了，用手掐一下自
己，或用冷水洗一把脸，就是这样，忍受着午夜的黑暗和蚊虫
的叮咬，每天一干就是12个小时。

大安市的各个坝上，参加防汛工作的所有人员都做着同
样的工作。查看防水模块是否破损脱钩、坝上水泥块有无破
损，随时查看背侧是否有渗水点，每2小时看一次，最短时每
半小时看一次，持续观测水位。此外，大安市各个坝段准备了
应急队伍，以及抢险队伍，如发现渗透点和管涌等险情，应急
队伍在立即冲上去的同时，把情况逐级上报指挥部，由水利专
家研判，多方联动，全力确保汛期安全。

各方力量在巡堤查险时，早已准备好的土、毛石、无纺布、
麻袋、编织袋和膨胀袋等物资一直在静静“待命”，电灯、人员、
车辆等保障一应俱全，随时调用，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进
行处置。

参加防汛的大安市应急局副局长李志说，每天都会有累
和困的时候，还有蚊子的叮咬，现在已经习惯了，累了就忍受
一下，困了就克服一下，只要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我们挨再多的累，受再多的苦，心里也是甜的。

据了解，大安市按照“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原
则，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组建抗洪抢险各
类队伍81支2485人，设置巡堤查险点153处，累计出动巡堤
查险人员2.79万人次、抢险人员1776人次；先后投入防汛抢
险资金1184.7万元，整改嫩江、月亮泡、洮儿河隐患123处。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大安市月亮泡水库6号坝巡堤查险。

6月23日15时起，嫩江上游白沙滩水文站水位
134.29米，镇赉县启动防汛IV级应急响应；

8月13日至14日，嫩江白沙滩水文站发生持续洪
峰水位135.97米，超警戒水位（135.13米）0.84米；

8月15日5时，开启月亮泡水库汉书闸向嫩江泄
洪……

面对严峻汛情，镇赉县委、县政府按照省市统一要
求部署，坚持超前预警、提早防范，全力做好防汛各项
工作，周密部署，层层压紧压实责任，科学指挥调度，一
场防汛阻击战正式打响……

汛情急 应对快
8月18日6时许，记者在月亮泡水库汉书闸看到，

滚滚的洮儿河水“携手”二龙涛河水从闸口奔泻而出，
汇入嫩江一路蜿蜒向南而去……

据了解，入汛以来，镇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防

汛工作，周密部署，层层压紧压实责任，科学指挥调度，
第一时间调研指导，组织应急、水利、气象等行业部门
密切监测雨情、水情、风情，对嫩江、洮儿河、月亮泡蓄
滞洪区可能出现的风险作出科学分析研判，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
厌战情绪，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党旗红 士气高
在沿江镇洮儿河堤防苇海段巡堤查险点，一面立

于堤坝之上迎风飘扬的党旗格外引人注目，这面鲜红
的党旗凝聚了人心，提振了士气，坚定了镇赉人民打
赢这场防汛阻击战的信心与决心。“我镇地处一江三
河交汇处，海拔位于全县最低点，防汛战线长、任务
重、压力大。面对汛情，全镇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迎
难而上，与广大群众同心协力，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
作。”沿江镇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全镇共设置7处

巡堤查险点（嫩江段2个，洮儿河段5个），组建112
人查险队伍，班子成员包点，乡干部包社，实行24
小时巡查值守，严格按照“五时、四勤、三清、三
早、七查”要求，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
报、第一时间处理。

针对嫩江沿岸和月亮泡蓄滞洪区堤（坝）体长期
浸泡、随时可能发生险情实际，镇赉县切实加强防范
举措，调整巡堤查险方案，加密重点堤段、重点部位、
险工险段巡查频次，分段分组昼夜巡查。特别是白
城市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后，该县对嫩江、洮儿河
临水堤段调整为每500米迎水侧处储备300个装土
编织袋、每1500米设一处8人的巡堤查险点（全县共
设立75个），做好“拉网式”巡堤查险，确保风险隐患
发现一处，处置一处。

制度严 物资足
编织袋、铁线、无纺布、救生衣、铁锹、帐篷、

棉被……在沿江镇政府的一处库房内，有序地摆放着
各种各样的大批防汛物资，“目前，全镇用于防汛的应
急物资储备充足，管理有序，完全能够应对当前防汛的
需求。”镇赉县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全县根据水势特点分析研判堤防易险部位，预置编织袋
75万条、无纺布5万平方米、编织布7万平方米、铁线10
吨、防汛帐篷67顶、救生衣600件、抢险应急车辆115
台。同时，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该县还组织抢险队伍
14支6500人，另外镇赉县已与白城军分区对接，提前
做好应急抢护队伍准备。

在此基础上，镇赉县进一步完善制度，落实责任，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带班、专人值班制度。县委县政
府成立联合检查组，对各部门防汛工作任务采取实地
检查方式，对巡堤查险、物资储备、应急预案、抢险队伍
等防汛任务进行督促检查，对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整改，
确保防汛工作万无一失。

截至8月18日，全县水利防洪工程运行情况良好，
无险情报告。月亮泡水库水位133.16米，超汛限水位
（131米）2.16米，月亮泡水库蓄水量10.28亿立方米，库
容11.99亿立方米。

守护家园 守护希望

打造防汛“硬核”打赢防汛阻击战
——镇赉县防汛掠影
●本报记者 翟向东/文 李晓明/摄

应急救援，闻“汛”而动。

（上接一版）
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

“十个必须”，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是对党治藏稳藏兴藏成功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创新发展，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集中体现，闪耀着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为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指引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解决了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
办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
对西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推动雪域高原高质量
发展

苍翠的雅鲁藏布江河谷中，全新的复兴号列车呼啸而过，与奔
腾的江水一起向着“西藏江南”林芝驶去。

作为川藏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6月25日开通的拉林铁
路，让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系之。

23年前，从拉萨贡嘎机场到林芝八一镇，习近平同志乘车走
了整整一天。今年到西藏考察，乘坐复兴号，从林芝到拉萨用时缩
减到3个多小时。

西藏山高路远，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川藏铁路这条穿越横断山脉的“世纪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第七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等场合多次进行部署。今年在西藏考察时，又强调“规
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促进西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一项重大举措”，要
求“建设好这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的标志性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聚焦西藏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
大事，为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应对各种风浪考验，保持西藏社会大局稳定，最根本的是党的
领导坚强有力。

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桃花盛开的地方”。
7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调研基层党建等工

作。
近年来，嘎拉村建强村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举

办“桃花节”，兴办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2020年，嘎拉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1万元。

“总书记说我是村里的领头人、火车头，要发挥作用，把火车开
好。”嘎拉村党支部书记边巴说，“作为村里的书记，我一定奋力工
作，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带领各族群众应对风浪考验、战
胜困难挑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政治力量。”

近年来，西藏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基层党组织增
加到2.2万个，党员发展到42.6万名，干部队伍壮大到20.47万人；
实现村“两委”班子成员100%是党员，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进一
步夯实。

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历史因素，决定了西藏的现代化发展道
路不同于其他省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远思考。

2019年6月14日，在向“2019·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致贺信
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的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希望西藏抓住发
展机遇，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繁荣优秀传统文化，保护高原生态环
境，实施更加积极的开放政策，广泛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描绘新时
代西藏发展新画卷。”

雨露润泽，春笋破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部署，西藏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川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加速推进，县乡村全部通公路；建成青藏、川藏、藏中、阿里电力联
网工程，主电网覆盖所有县城和主要乡镇；建制村通光纤率、4G信
号覆盖率均达到99%，边境小康村全部建成……

青山远黛，近水如烟。盛夏时节，高原处处是山水画卷。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极、中华水塔，西

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太重要了！在这

里，生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为人类留一方“净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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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

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今年7月9日下
午，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案》。总书记还以同
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西藏学员交流、向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致贺信等不同形式，对西藏生态文明
建设提出要求。

如今，西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现有11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个国家地质公园、9个国家森林公园、22个国
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面积达41.22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
积的三分之一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域
标准；2020年空气优良天数达到99.4%……今年5月1日，西藏正
式施行《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生态文明建设
从注重保护向主动作为转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西藏各族儿
女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要求，加强重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统筹水资
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全力守护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
山。

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的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高度重视，将“强
边”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今年6月29日，身着传统藏装的玉麦乡原乡长卓嘎站在人民
大会堂金色大厅，接过“七一勋章”。那一刻，她的心情无比激动。

“在海拔3600多米、每年大雪封山半年多的边境高原上，你们
父女两代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祖国的领土，这种精神令人
钦佩。我向你们、向所有长期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的同志，表示崇
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不久，卓嘎、央宗姐妹就
收到了这封来自习近平总书记热情洋溢的回信。在回信中，习近平
总书记希望她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
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
设者。

如今，在卓嘎、央宗姐妹爱国守边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群
众搬进了玉麦。这个曾经的“三人乡”，已成为西藏守土强边的典型
代表。

2018年以来，西藏大力实施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
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边境地区群众生活大幅改善，广大
边民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守护着国境的安宁和万家的
平安。

雪域高原的发展，离不开来自中央和其他省份的大力帮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

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
面。”

深情寄高原，无私写赞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加大支援西藏力度的同时，中央部委

和全国相关省份对口援藏发挥强大组织优势，动员社会广泛参与，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深入开展，“组团式”援藏开创援藏新
局面，凝聚起西藏与全国其他省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的“中国力
量”。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
“只要跟中国共产党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

协力，加强民族团结，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代的西藏，呈现出一派
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各族人民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
蓝图，团结一心，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携手奋进。

跨越23年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对
雪域高原关怀备至情深意切，深厚的人民情怀赢
得西藏各族儿女衷心爱戴

布达拉宫广场，雪域高原沧桑历史的见证，也是西藏的网红打
卡地。

今年在西藏考察调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来到这里，同各
族群众面对面，祝福他们“扎西德勒”。

“西藏海拔高，总书记亲自来到西藏，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和党
中央对我们的特殊关心和关怀。”回想起在布达拉宫广场看到习近
平总书记的情景，57岁的拉萨市民边巴旺杰激动不已。

第三次来到雪域高原，习近平总书记尽可能地多看一些地方，
多接触一些当地干部群众。

卧室、厨房、储藏室、卫生间……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习近平

总书记看得仔细，问得仔细，叮嘱得仔细，处处体现出对高原人民
无微不至的关怀。

情暖雪域，爱洒高原。对生活在这里的各族儿女，习近平总书
记一直牵挂在心，送来深情关怀，温暖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民的
心。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西藏各族人民健康，殷殷关切动人心——
2018年2月12日，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关切地询问西藏相关地区负责同志：“大骨节病现在人多不
多？”

西藏曾是大骨节病的高发区，生活在偏远地区的百姓深受病
痛折磨。为送走“瘟神”，近年来，西藏下大力气开展大骨节病防治
工作，采取补硒、换粮、搬迁等综合措施，使大骨节病得到了有效遏
制。

不仅仅是大骨节病。近年来，包虫病、先天性心脏病、白内障等
曾肆虐西藏的疾病得到有效防治，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本建立。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深入开展，乡乡有卫生院、村村
有卫生室，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1.1岁。

习近平总书记关注西藏教育文化事业，谆谆教诲催奋进——
“希望同学们胸怀大志，报效祖国，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

统一作出自己的贡献。”2011年7月，习近平同志来到西藏大学亲
切看望师生，勉励同学们立志扎根西藏，踊跃到农牧区去，到祖国
和西藏最需要的地方去，磨炼意志、增长才干，建功立业、报效祖
国。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通过向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致贺
信，给在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回信等多种形式，关
心推动西藏教育事业发展。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着眼西藏长远发展，强调“要培养更多理工农医等紧缺人
才，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和未来市场需求办好职业教育，科学设置学
科，提高层次和水平，培养更多专业技能型实用人才”。

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此次西藏考察，习近
平总书记步行察看八廓街风貌，走进特色商品店，询问旅游文创产
业发展、藏文化传承保护等情况，关心布达拉宫保护管理，同各族
干部群众共同观看民族文艺演出，对西藏文化保护工作提出具体
要求。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教育文化事业全面发展。
建立起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
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目前有各级各类学校3195所，在校学
生近89万人，义务教育巩固率95.03%，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
限提高到13.1年。西藏传统文化、非遗保护不断焕发时代光彩，藏
戏、格萨尔、藏医药浴法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习近平总书记关爱西藏干部，深情关爱暖人心——
在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对

西藏干部的生活表示深切关心。此次西藏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再一
次殷切叮嘱重视干部职工健康保障工作，解决好干部职工的后顾
之忧。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鼓励下，西藏广大党员干部缺氧不缺
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为西藏的繁荣发展矢志艰
苦奋斗。

“缺氧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高原人民不
会忘记，为了西藏的发展，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援藏干
部传承“老西藏精神”，前赴后继奔赴雪域高原，谱写出催人奋进的
援藏精神赞歌，让雪域高原不断焕发新时代荣光。

习近平总书记关怀西藏宗教事务，促进宗教和顺——
坐落于拉萨西郊根培乌孜山南麓的哲蚌寺是藏传佛教著名寺

庙。7月22日下午，当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措钦大殿广场时，法号齐
鸣。

在寺里，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嘱，众僧人专注倾听：“宗教的发展
规律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
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藏传佛教的发展，要有利于人
民生活改善，有利于社会稳定。宗教要和顺、社会要和谐、民族要和
睦。希望藏传佛教沿着正确发展方向，我相信这条道路会越走越
宽、越走越好。”

哲蚌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江白拉桑激动地说，哲蚌寺建寺
605年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到此考察，充分体现了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哲蚌寺的关心和对藏传佛教的关怀。

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促进西藏长治久安的
一个重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的工作。

2015年6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接受班禅额尔德
尼·确吉杰布的拜见时，希望班禅要积极开展教义阐释，弘扬藏传

佛教教义中的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苦等积极思想。在2016
年4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
一步强调，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
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推动下，新时代的西藏，坚持我国宗教中国
化方向，爱国宗教人士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宗教信仰政策得到全面
落实，宗教事务管理规范有序，各种宗教、各个教派都得到尊重和
保护，宗教和睦和顺。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西藏民族团结工作，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环绕大昭寺的八廓街，是西藏著名的旅游商业街。这里店铺林
立，游人如织。

走进八廓街，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千年八廓街，是我们各
民族建起来的八廓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交往交融，我们中华
民族的大家庭在这里其乐融融。”

八廓街如一个缩影，映照的是西藏民族团结的大局。
作为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西藏生活着藏、汉、回、珞巴、

门巴等40余个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把民族团结工作放在了西藏全局工作的特殊位

置，强调：“56个民族是石榴籽，中华民族是整体的石榴”；“西藏工
作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

“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
意义”。

以地方立法形式提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每年9月定
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让民族团结教育走进各级各类
学校课堂，大力表彰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个人……如今，西藏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交往交流交融开新局，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凝聚起共同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
1902.74亿元；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598元，比上
年增长1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156元，比上年增长
10%……

雄风浩荡藏万卷，磅礴大气独凛然。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脚步永不停歇。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西藏

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光辉引领，生活在雪域高原的各族
人民坚信，未来的生活必将更加幸福美好，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灿
烂辉煌！ (新华社拉萨8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