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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新时代

壮丽70年

有这样一抹身影，因为藏区最生动的故
事，他们翻山越岭，走进藏区，走进农牧户家
中，“你每月的收入有多少？生活来源是什
么？……”农牧民的声音通过他们的话筒传
向全国，农牧民的身影通过他们的平台亮相
各地。他们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西藏
民族语言广播中心牵头策划，联合青海、四
川、云南、甘肃省甘南州广播电视台等共同开
展《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美丽藏区行》大型主题采访报道组的
15名记者。7月19日至22日他们利用四天的
行程深入黄南州四县，走村入户、上山下乡、
进企访政，采写黄南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及
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精
准扶贫、富民兴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工作
开展情况。

位于“中华水塔”核心区域的黄南，地处
三江源腹地，是亚洲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
涵养区。推进山水黄南建设，打造三江源地
区绿色生态屏障尤为重要。2018年，尖扎县
完成了满岗、仁才、南山、昂拉、坎加、贾加等6
个片区共11800公顷国土绿化工程，累计投工
投劳13.3万人次，建设绿化造林区道路39公
里，栽植油松、青海云杉、山杏等各类绿化苗
木400万余株，苗木成活率保持在95%以上，
全县森林覆盖率提高至33.69%，县城绿化率
提高至33.1%。

山路崎岖，采访组一行行进三十分钟来
到南山林场。“几十年来，这里寸草不生，百姓
不相信在这里树会成活，现在看着树木葱葱，

尖扎各族百姓都会争先恐后的来到山区种
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片荒山变青
山，在记者们眼中这是生态保护的开始。“尖
扎是如何开始植树造林的？怎样维护林场？
成活率高吗？护林员的待遇好吗？等一系列
问题问出了尖扎植树造林的艰辛和成就。面
对镜头的60岁的护林员尖措详细讲述了三
年来他管理的1000多亩林地的故事。

采访团一行还就尖扎民族教育，中国最
美休闲乡村——德吉村进行了深入采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旦增江白说：“这
里给人的感觉特别干净，做的工作特别‘精’，
特色很明显。每一次到基层采访，都有不一
样的收获。深入基层，会让报道更有吸引力
和感染力。”

黄南州美丽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让人向往。20日，采访团来到了第二站同
仁，在同仁，他们就同仁县“一核三治”工作特
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进行深入挖掘。“过去，唐卡艺人很少，几年
来，在政府的提倡和藏家儿女的共同努力下，
唐卡已经走向世界，每年都会有国内外人士
慕名而来。藏族文化和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是
同仁的靓丽名片。”

走进隆务古城，藏汉回撒拉等各民族共
居的大街上一派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清真
寺阿訇向记者们讲述了为什么在隆务这一条
小小的街道上各民族能团结一致、和谐共处
的来龙去脉。

7月21日，采访团来到泽库县易地扶贫

搬迁地东格尔社区、扶贫产业园区、湿地公园
……寻找这里的好声音。脱贫攻坚工作从上
到下，短短几年来，在各类可喜数据的背后有
何动人的故事？他们走进东格尔社区，走进
牧民的新家，听他们说心里话。

东格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于2016年8
月开工建设，占地1000亩，安置区搬迁户涉及
泽曲镇（含恰科日社区）、宁秀乡、西卜沙乡等
3个乡镇所辖的15个行政村，共713户2618
人，其中，建档立卡户627户2275人。为全县
建设规模最大的安置点，也是青南地区最大
的安置点。

记者们纷纷在牧民家中细心查看墙体、
房屋结构、电路、自来水等基础设施。一间间
整洁有序的房屋，更让采访团切实感受到了
改革开放的脉搏。镜头纷纷定格这全新的面
貌。几名少年正在新建的篮球场上打球，东
格尔社区的墙上贴满了搬迁前后的居住环境
对比图片，放暑假的卓玛三兄妹的奖状贴满
了整间屋子，坚信能成为艺术生的卓玛说，

“我喜欢新房子，这里冬天不冷，不用担心电
和水。我可以更舒心地学习了。”当牧民住上
了新房子，这里将是泽库县最有活力的一个
地方。

三年来，黄南州实现了河南县脱贫“摘
帽”和45个贫困村退出，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1.82 万人，全州脱贫攻坚取得了明显成效。
已经脱贫摘帽的河南县如何防止返贫？采取
了什么措施巩固现状？22日，采访团来到河
南县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倾听农牧科技

局长、社区主任、县委统战部长介绍情况，深
入基层采访，让记者们感触颇深。四川广播
电视台记者扎西说：“我看到了经济与生态的
和谐共进，这里环境艰苦，条件有限，能取得
现在的成就很不容易。我们也希望通过传播
的力量让藏区发展的更快更好。”

央视广播电视总台西藏中心记者宋林对
黄南印象深刻，一条条平整的大道、一间间整
洁的农家院落、浓厚的文化气息让宋林叹为
观止。他说，“山上的新绿、教育的发展、文化
的繁荣、农牧民的欢乐，都具有一种破土而出
的生命力，这里一定是最有希望的美丽藏
乡。”

媒体人的细致观察，将黄南的画卷描绘
得更动人，采访团不顾路途劳累，克服高原反
应，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根据
自家媒体的报道重点去寻找新闻点。四大媒
体每天通过广播、公众号、网站向外推送黄南
故事和发展新貌。据悉，四天来四大媒体已
经刊发40余条新闻报道。结束采访行程后
还将对黄南发展作30余条有深度、有力度、有
温度的一线专题报道。

不管是一线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农牧民
群众，不管是生态保护还是民族团结、脱贫
攻坚，伴随改革开放，一代代黄南人的努力
和热情付出被记者们发掘、记录、传播。通
过走基层的形式，媒体人践行“四力”，带走
藏区温暖感人的故事。一路故事听不够，一
路变化说不完。我采访，我发现，媒体人永
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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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美丽藏区行走进黄南

①① 记者团在尖扎县南山林场了解植树造林情况。

③③ 记者团在同仁县隆务清真寺采访民族团结。

②② 记者团在泽库县东格尔移民搬迁户家中了解其新生活。

④④ 记者团在同仁县采访青年创业代表夏吾尖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