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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拉萨，不用刻意寻找，就能发现
林林总总的“江苏元素”。

拉萨第一条双向四车道，被命名为
“江苏路”，是重要的城市轴线；江苏实验
幼儿园、拉萨江苏实验中学、拉萨一中（江
苏援建）等名园、名校，为西藏的教育事业
注入新活力；拉萨市人民医院在江苏帮扶
下，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健康堡垒”；在
拉萨达孜区，镇江援建了镇江路、丹阳路、
句容路、焦山路，帮助达孜形成“四纵十
横”交通网络；在拉萨曲水县，人们身着盛
装，在泰州广场上载歌载舞；翻过海拔
5000多米的米拉山口，来到位于拉萨东
大门的墨竹工卡县，南京路、金陵路、栖霞
大道、六合大道、南京实验小学等“江苏元
素”，在城市版图上熠熠闪光……

今年 9月，拉萨市召开江苏省第十
批第十一批援藏干部领队交接工作会

议。江苏省第十批援藏干部领队圆满完
成了为期三年的援藏工作。在离别的时
刻，即将离藏的干部们不禁泪水盈眶，脖
子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援藏事业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一茬接着一茬的。”江苏
省第十批援藏干部领队陈静说道。

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干下去。
自1994年对口支援拉萨以来，一批批援
藏干部人才从江南水乡奔赴雪域高原，
坚持贯彻落实“国家要求”、重点围绕“西
藏所需”、不断发挥“江苏所长”，援藏资
金总量、项目质量、选派干部人才数量均
位居全国前列。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援藏
工作持续发力，投入援藏资金超过50亿
元，80%以上投向基层、80%以上用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为推动拉萨高质量发展
贡献了江苏力量。

援藏30年
“苏式幸福”流淌在雪域高原

建成西藏第一所希望小学，创建首家国
家工业旅游文化示范区，市场“小组团”援藏
销售额位列17个援藏省市首位，区外就业人
数和质量位列17个援藏省市首位……正在
展出的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成就展上，江苏
展区亮出的一系列“第一”，格外引人注目。

从旖旎潋滟的扬子江畔到巍峨连绵的
唐古拉山，江苏与拉萨相隔3800多公里，
却因对口支援结下了深厚的“山海情”。对
口援藏30年来，江苏累计选派10批次1021
名援藏干部人才，投入 71.45 亿元援藏资
金，完成665个援藏项目。援藏干部人才与
拉萨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奋斗，让“苏式幸福”
流淌在雪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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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萨出发，沿着 318 国道向西南行
驶，可以看到一个颇具现代化气息的村庄，
这里便是拉萨曲水县达嘎乡三有村。村口
处，“茉莉格桑共芬芳”的字样赫然醒目。

三有村是西藏首个易地扶贫安置点，
2016年3月破土动工，同年7月搬迁入住完
毕。何谓“三有”？“有房子、有产业、有健康，”
三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桑珠曲培说
道，“三有”寄托着大伙儿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走进三有村幸福驿站，屋内一阵阵歌声
传来，老人们正围在一起看电视、唱歌。桑
珠曲培介绍道，幸福驿站目前接收需要日
间照料的老人18人，并且专门雇佣两名本
村人员，照料老人们的生活起居及身体健
康。不仅有免费的一日三餐，还提供甜茶、
酥油茶、糌粑等。

2020 年，由江苏泰州援藏投资 600多
万的“养老驿站”正式运营。2023年，在江
苏省援藏资金的进一步支持下，当地政府
对“养老驿站”进行了改扩建。托育游戏活
动室、亲子活动室、亲子共享餐厅……一应

俱全的设施实现老幼共融，开启了三有村
崭新的养老护幼模式。

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里。在平均
海拔4000米以上的墨竹工卡县，溪河众多，
山高水长，村民过河要么用几块木板拼成
简易桥，要么绕行，给出行带来很大困难。
四年前，“溪桥工程”启动。南京援藏工作
组在墨竹工卡县的8个乡镇建起70多座便
民溪桥，被群众称为“幸福桥”“连心桥”“暖
心桥”。尼玛江热乡帮达村村前的溪桥建
成以来，村里新添近百辆私家车、大卡车，
用于出行和运输。

过去一年，江苏援藏队伍实施“格桑花
开·民生微实事”二期工程，开展“美丽乡
村·幸福家园”建设行动，实施一批道路通
达、供热供氧、污水处理等惠民生、补短板
项目，共3300余户群众受益。与此同时，新
修的32.3公里“幸福路”、8个“一站式”服务
乡镇邻里中心投入使用，江苏援建的塔巴
村、茶巴朗村等一大批乡村更是蝶变为当
地乡村振兴示范村。

你也许想不到，在平均海拔4000米
以上的雪域高原，也可以瓜果飘香、百花
齐放。在拉萨曲水县才纳国家现代农业
示范区（以下简称“才纳园区”），成片花
海在阳光照射下随风摇曳，一排排温室
大棚整齐林立，棚内绿意盎然、果蔬飘
香。如今，占地2万余亩的规模，让人很
难想到，在10多年前，这片园区仅有60
亩。

“园区从2012年发展至今，总投资6
亿元，其中江苏援藏累计投入资金1.5亿
元。”才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管委会工
作人员次旦卓玛介绍道，江苏泰州与曲
水县结对帮扶多年，帮助园区建设日光
温室、玛咖加工厂、葡萄加工厂、农业科
技服务中心及仓储中心、水肥一体化灌
溉设施设备等。随着才纳园区规模不断
扩大，目前在此就业的西藏高校毕业生
达 50 多人，每年吸纳农牧民临时工近
400人，人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

今年6月份，3万多株红掌花翻山越
岭、长途跋涉，从泰州运送到才纳园区，

成为西藏首个红掌花卉生产基地。和这
批红掌花一起来的，还有泰州苏中园艺
有限公司的温室室长赵党华。要“输
血”，更要“造血”，赵党华在园区带了四
名徒弟，帮助他们从普通农牧民成长为
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新型职业化农民。

在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成就展上，
总投资10亿元的朗热酒村项目格外醒
目。朗热酒村项目是江苏立足“拉萨所
需、江苏所能”引进的“产城融合、酒村融
合、酒旅融合”重大产业援藏项目。据了
解，该项目达产后年产值将超过 10 亿
元，不但年消化 2万吨青稞、带动1000
多人就业，还将成为拉萨新的工业、文化
旅游景点。

一个个重点招商项目落地生根，一
座座产业园区拔地而起，一间间厂房鳞
次栉比……结合两地各自的优势，江苏
产业援建硕果累累。据悉，2023年，江
苏累计落实133个援藏招商引资项目，
协议投资额221.74亿元，实际到位资金
99.56亿元，位列援藏省市第一。

在拉萨，“江苏元素”时刻遇见

江苏“园区经验”引入拉萨

办好民生实事，托起“稳稳的幸福”

投资10亿元的洋河朗热酒村项目效果图 资料图

才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老人们正在三有村幸福驿站喝茶、看电视三有村幸福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