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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黄河源头。
晨曦之中，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

县秋智乡的草原上，10岁的藏族男孩多杰
然丁将牛粪和泥土混在一起，制成锥形圆
盘，放在草场上练习过人拨扣，闪展腾挪
轻快如小鹿一般。此刻的牧场，只有牛羊
与他为伴，草原成为他一个人的足球场，
一座海拔4500米的足球场。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职业球员，
代表国家队踢世界杯。”多杰然丁说。2021
年，多杰然丁凭借球场上的出色表现成功
入选曲麻莱青训队，在2022年曲麻莱县小
学足球联赛中，他在9场比赛中攻入27粒
进球，最终获得组别冠军，同时也将赛事

“金靴”收入囊中。
目前，总人口 42.25 万的玉树州登

记注册的业余足球俱乐部超过 40 家，
球员总数超过 2000 人。民间足球的蓬
勃发展，使玉树的球场每逢节假日总是
爆满，不分年龄大小，这里成为许多足
球爱好者切磋球技、交友联络的重要场
所。

在玉树，足球成了一种社会纽带，将
校园、乡村、机关、寺院连接在一起；在玉
树，足球场成了增进民族团结的天然场
所，各族学生、干部、群众、僧人一起凝聚
在足球场上，在相互协作中踢出友爱、和
谐、团结。

执教雪域高原的执教雪域高原的““玉树足球先生玉树足球先生””

“教练来了！”在曲麻莱县第一民族完
全小学校园球场上，成林朋措望着球场上
的小球员，仿佛看到年幼时的自己。成林
朋措出生在曲麻莱县麻多乡，在 18 岁时
入选了玉树州足球队——野牦牛队 。
2016 年，他随队获得青海省运动会男子
足球冠军，并获得“玉树足球先生”称
号。同年，成林朋措放弃在西宁留校任教
的机会，毅然返回家乡，成为一名基层体
育老师。

“真羡慕现在孩子们的踢球环境，

我小时候没有专业球场，更没有专业教
练，每次踢球膝盖上磨得全是伤疤，现
在球场条件好，孩子们也能接受更加规
范的训练。”成林朋措说，越来越多的交
流比赛让孩子们收获了友谊也增长了
球技。

2023年5月，曲麻莱青训队小球员分
为三组共 18 人，分赴四川绵阳、重庆、安
徽合肥三个城市参加青少年足球比赛。
其中，在重庆市举办的 2023 全国青少年
足球文化节第 22 站 U10 组的比赛中，多
杰然丁凭借 4 粒进球获评该组别最佳球
员。

足球是民族团结最好的黏合剂足球是民族团结最好的黏合剂

“好球！漂亮！”在玉树市的“绿荫殿
堂”室内球场，桑尕一个精彩的变向把防
守队员晃倒在地上，完成射门后的桑尕赶
紧回身扶起倒在地上的格德才仁询问他
是否受伤，见此一幕，场边观赛的队友却

大笑起来，“你这个‘佛学院长’不行啊，
当老师的还被学生晃倒了。”这句玩笑顿
时引得哄堂大笑，笑声口哨声淹没了球
场。

2021年，玉树州委统战部干部更庆巴
松组建了“阿沃（藏语意为老哥）”业余足
球俱乐部，吸引了寺院僧人、警察、个体商
户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足球爱好者，成
员从最初的13人壮大至近60人，包括藏、
汉、撒拉等不同民族，球场成为增进民族
团结的天然场所。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巧劲，构
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民族工
作自然而然有形、有感、有效。”玉树州委
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才旦周说，玉树被誉
为“歌舞之乡”，长期以来，玉树通过民族
音乐传统舞蹈等非遗文化开展广泛交流，
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
团结统一，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通讯员 玉树州委宣传部）

本报讯（特约记者 包利英）为全面推动重点工
作走深走细走实，确保省州年度目标任务和州委
全会、州两会及州委州政府部署的各项目标任务
落地见效，6月14日上午，由玉树州委州政府举办
的“抢抓黄金季 提质增效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专题研修班在州委党校正式开班。

开班式指出，此次专题研修班的主要任务是找
准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不会管、不敢
管、管不了”和“不会干、不愿干、干不好”的突出问题，
努力实现州、县两级各项工作“双提升、双进步”目标。

开班式强调，此次研修的主题涵盖全年目标
责任（绩效）考核任务、项目投资集中攻坚、生态文
明示范州创建、教育强基固本、“两大”特色产业及

乡村振兴等内容。此次研修的方式灵活，既有对
各项指标任务的分解，也有对发展形势的分析，不
仅列出了问题清单，还制定了整改措施。各参训
学员要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从整体到局部、再从
局部到整体进行反复揣摩，学深学透，既要看到存
在的具体问题，也要详细剖析存在问题的原因，还
要明确整改的目标和措施；既要全面把握今年的
各项目标任务，也要理顺工作的具体思路，避免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在全
面落实上下功夫，各市县贯彻落实此次研修成果，
要有计划、有部署，在把握总目标、总方向、总要求
的前提下，对各项目标和任务进行细化，有针对性
地拿出落实的具体方案，制定明确的时间表、施工
图，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要分清轻重缓急，既要全
面推进，又要突出重点；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
长远。要保持工作连续性，过去已经定下来的规
划、计划、工作安排，要进行认真研究，符合目标导
向、任务导向的继续执行，缺项的抓紧研究制定。
要结合自身实际，把这次的研修成果转化为本市
县本部门的工作任务，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到既为
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

本报讯（特约记者 江永曲忠 才仁巴
毛）6月10日，玉树州举行以“加强非遗系
统性保护 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文物保护
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为主题的 2023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购物节”系
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活动以民间歌舞这一别开生面的艺
术形式，引出非遗传承故事。现场开展了

以发放文物法及非遗法手册、展示56处世
界遗产名录宣传展板、多名网络达人现场
线上宣传、购物送礼品等形式多样的宣传
展示活动。藏刀、牛皮船、藏式毡帽、独具
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唐卡、书法等丰富
多彩的非遗产品亮相展会。曲可安达、芫
根等传统美食更是吸引了广大市民和游
客品尝，并现场与传承人进行互动交流，
得到了市民和游客的连连称赞。营造出
了全民关注文化遗产、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的良好氛围，让人民群众在体验非遗技
艺、参与民俗活动中感悟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

据了解，此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暨“非遗购物节”紧紧把握非遗传承人主
体和人民群众核心，着眼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非遗融入现代
生活。非遗集市、购物节线下活动、非遗
作品展等一系列活动，线上线下相结合
展示展销带动非遗传承，让市民、游客在
体验中参与非遗保护，共享保护成果，在
全社会掀起关注非遗、保护非遗、传承非
遗热潮。

本报讯（通讯员 囊谦县委宣传部）为深入了解
企业涉税需求，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国家税务
总局囊谦县税务局积极组织“税费管家”通过线下
上门辅导、线上跟踪服务等方式，为企业“精准画
像”推送各项税费政策，全心全意解难题、优服务、
促发展，护航企业行稳致远。

“在以囊谦藏黑陶为产业发展的路上，县税务局
时时处处为我们着想，送来了最新的税费政策和优质
的涉税服务，现在推出的管家式服务，更是带来了新
体验，贴心的服务让我很感动！”囊谦藏黑陶文化研究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白玛群加由衷地说。据了解，该
企业于2019年11月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为传统
技艺“陶器烧制技艺（藏族黑陶烧制技艺）”项目的保
护单位，并不断将藏黑陶不断融入现代生活，创新制
作的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也逐渐走向海外，带动
了当地群众实现增收致富。民之所期，税之所向。针
对企业需求“量身打造”个性化纳税服务方案，以“税
务管家”服务团队开展的服务，拉近了税企之间的距
离，以精细化服务为企业的国际贸易业务注入了新的
发展“税”动力，也为囊谦藏黑陶传统技艺的传承之路
排除了涉税疑难问题。

下一步，囊谦县税务局将紧紧围绕纳税人缴费
人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对标最好最优、积极问计问
需、创新优化服务，抓好税收各项优费政策和便民
办税举措落地见效，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

三江之源，绿茵场绽放美丽“同心圆”

多彩文化活动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

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交出精彩答卷

“税费管家”问需问计

为企业注入“税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