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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仁迥巴藏戏是西藏传
统藏戏四大流派之一，入选国
务院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昂仁县被誉为“藏
戏之乡”。

淄博援藏工作组投资
2055万元建设迥巴藏戏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迥巴藏戏保护利用传习所），
该中心主体建筑面积2984平
方米，铺装广场3042平方米，
藏戏历史文化展览、演艺大

厅、培训室、排练室、服装室、
化妆室、道具间等一应俱全，
配备了先进的灯光音响设备。
是昂仁县历史上第一个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体演绎
平台，成为了昂仁县文化文艺
活动中心与藏戏培训演出、戏
剧人才培养、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的重要载体。

看着新建成的迥巴藏戏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第十代迥巴藏戏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朗杰
次仁激动地说：“没有想到在
我有生之年，还能在这样漂亮
的舞台上演出，迥巴藏戏从此
有了新的生命。”

迥巴藏戏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坚持高起
点规划、高起点设计、高起点
建设，成功争创山东建筑质量
最高奖———“泰山杯”，这是山
东援藏、淄博援藏历史上第一
个获得“泰山杯”的建设项目。

迥巴藏戏有了自己的现代化舞台

全县教师配电脑助力智能化教育发展

“三年来，工作组加大教
育卫生事业投入，投资4450万
元实施16个项目，包括学校运
动场、教学信息化设备、藏医
院和乡镇卫生院建设、救护车
配置、医院信息化建设、远程
医疗系统等，大大改善了教育
卫生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了全
县民生事业发展水平。”何恒
斌说，淄博援藏工作组加强学
校教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593万元建成卡嘎镇小学、达
局乡小学等5处小学运动场；
投资360万元为昂仁县的学校
配备电脑、交互式智能电子白
板等，助力昂仁县教育均衡发
展，向信息化、智能化教育教
学迈出了关键步伐；每年出资

50万元资助新入学大学生和
贫困中小学生。

何恒斌带领大家开展社
会公益活动，先后开展了“手
牵手爱心传万里，心连心淄藏
一家人”爱心棉衣捐赠、“心手
相牵 温暖昂仁”敬老爱幼、

“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结对
联谊发放“暖心鞋”等主题活
动，为青少年捐赠棉衣11500
余件、学生床上用品2000套及
大量保暖器材、体育器材、爱
心书包、生活学习用品等，价
值总计150余万元；在海拔
4800多米的措迈乡小学设立
每年6000元“嘉杭奖学金”。

淄博援藏工作组投资910
万元建成昂仁县藏医院2307

平方米的理疗康复中心，是日
喀则市县级藏医院中规模最
大的理疗康复单体建筑；投资
135万元建成了昂仁县历史上
第一个医用商用制氧站；积极
开展疾病筛查工作，为2000余
名农牧民群众、1500名青少年
儿童和教师免费体检。

淄博专业技术援藏干部
发挥自身特长，为医务人员开
办讲座，为藏族群众坐诊看
病，为藏族同胞做手术，积极
协助昂仁县医院创建二级乙
等医院，积极开展下乡义诊服
务。这些民生项目的实施，大
大提升了教育卫生服务保障
水平，为昂仁县民生事业健康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西藏是全国唯一省级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
坚任务很重，昂仁县2018年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顺利脱
贫摘帽。”何恒斌说，在此期
间，淄博援藏工作组积极响
应号召，以扶贫脱贫为己任，
援藏资金向精准扶贫领域聚
焦倾斜，扎实开展农业品牌
建设、产业扶持发展和水利
设施建设等工作，扶贫投资
总额达到11114万元。

淄博援藏工作组组织实
施农牧产品提质提效品牌认
证工程，并且成功申报桑桑
酥油、桑桑奶渣、桑桑牦牛、
桑桑牦牛肉等4个国家地理
标志商标。

“这不仅提升了昂仁农
牧业品牌价值，提高了昂仁
农产品品牌影响力，更是带
动了全县农牧产品生产及种
养加工业发展，促进了农牧
民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牧 区
21000多名群众直接受益。”
何恒斌说。

淄博援藏工作组大力发
展高原蔬菜种植产业。在秋
窝乡当通村建设了200平方
米的高标准蔬菜大棚16个，
总占地面积6988平方米，建
筑面积3374平方米，成立了
昂仁县第一家规范化的蔬菜
种植合作社，采取“合作社+
承包户+贫困户”的经营模
式，利益链接30户贫困户，
10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
均年分红300余元。该项目
是全县标准最高、规模最大
的蔬菜种植基地。

淄博援藏工作组引入青
稞加工企业，投入引导资金
150万元，引进投资3000万
元的昂仁县历史上第一家规
范化农产品加工企业——— 西
藏金满地青稞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实现年收储青稞2000
万公斤，年产值1.6亿元，利
税1700万元，解决当地30余
个就业岗位，成为昂仁县脱
贫攻坚的龙头产业项目。

精准扶贫
扎实开展农业品牌建设

■ 个人简历

何恒斌 淄博市第八批
援藏工作组领队，曾任昂仁
县委常务副书记，现任淄博
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
淄博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

扫描“鲁
中晨报”APP二
维码了解淄博
援藏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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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仁县地处高原、氧气稀薄、
气压低、紫外线强度高，昼夜温差
大，年平均气温4.5摄氏度。援藏
干部经受着缺氧、失眠、头痛、心
率快、流鼻血等高原反应的困扰，
平均体重降了20多斤，有的长期
腹泻，有的长期失眠，药品成为大
家的“家常便饭”；边吸氧边加班、
工作到深夜成为淄博援藏工作组
的常态。

何恒斌说，面对恶劣气候的
严峻挑战，大家坚持发扬“海拔高
目标更高，风沙硬作风更硬”的精
神，不畏艰险，迅速开展各个援建
项目，勇做4500米高原上的“高
空舞者”。

每次吃饭前，大家都会集体
高喊“五个特别”老西藏精神：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
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

“我们给自己加油鼓劲，振奋
精神，提振士气，这成了县委大院
的一道风景。”何恒斌说，不要小
看这几句口号，信念和毅力就是
在日积月累中愈发坚定。

2016年进藏后，何恒斌带领
工作组人员迅速开展项目调研，
2个月就完成项目规划初稿。

2017年，他们仅用23天就完
成了当年度项目手续审批工作。

2018年，淄博援藏工作组提
前完成当年度和2019年度项目
建设审批手续，是山东援藏项目
建设工作中推进最快的，成为山
东援藏项目手续办理的样板。

项目实施过程中，淄博援藏
工作组发扬敢打敢拼、不怕疲劳、
连续作战、敢于胜利的精神，快速
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三年重点项
目两年全部完成，被山东省援藏
中心组、日喀则市发改委誉为项
目建设的“昂仁速度”。

山东省第八批援藏干部总领
队、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
长冯继康同志评价：“淄博援藏工
作组在项目建设、内部管理和精
神状态等方面都走在了山东前
列。”山东省中心组简报以“淄博
援藏项目建设走在前列”做了典
型报道。日喀则市发改委授予淄
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援藏工
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这是全国
援建日喀则的上海、山东、黑龙
江、吉林、中化集团、宝钢集团等
四省两企业中的唯一奖项，也是
日喀则市发改委第一次单独为区
县援藏工作组设置颁发奖项。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刘金辉

西藏昂仁，一直牵挂在何
恒斌的心头。5月18日，说到三
年的援藏经历，淄博市教育局
局长何恒斌打开了话匣子，从
那蓝蓝的天、高高的山，到“老
西藏精神”，话语中有激动，眼
神里闪烁着光芒。

“昂仁县面积3.96万平方
公里，人口5.67万，平均海拔
4513米，海拔4500米以上的山
峰有80余座，这是山东省对口
援建5个区县中海拔最高、自然
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
县……”作为淄博市第八批援
藏工作组的领队，何恒斌对昂
仁的各项数据了如指掌，说起
这些，就像在介绍自己的家人。

淄博援藏项目建设走在前列

4500米高原上的“带队先锋”
——— 专访淄博市第八批援藏工作组领队、淄博市教育局局长何恒斌

在昂仁县下乡调研的路上，何恒斌（左二）
等人遭遇道路冲毁的场景。

何恒斌（左）在昂仁县看望慰问贫困户。

在淄博援藏助力教育均衡验收电脑、电子白板捐赠仪式上，何恒斌（左）代表淄博市
向昂仁县学校进行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