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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曲麻莱县委宣传部）
绿茵场上，小小的他们追逐大大的梦想。

2017 年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2019年被命名为省级足球特色
学校，2023 年青海省青少年锦标赛获“男
子乙组”道德风尚奖、女子乙组“季军”，
2023 年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中获

“U13冠军”……
来到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第一

民族完全小学，学校荣誉室墙上挂满了奖
牌和锦旗。

校长青梅才仁说：“足球在大部分人
眼中就是一项体育运动，但是在曲麻莱孩
子眼中，却是走出大山的希望和美好的未
来。”

走出教学楼，来到足球场，高原户外
的温度依旧在零度以下，但球场上的孩子
却热情似火，他们奔跑着、呐喊着，挥汗如
雨，快乐如风。

球场上的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
意气风发！面对高海拔和恶劣气候，没有
丝毫退却。

正如青梅才仁所说，在曲麻莱，足球
并不止是足球。

“滴……”随着一声哨响，孩子们停止
奔跑，“列队！集合！”教练成林朋措的声音
高亢利落，收到指令孩子们立刻站成两排。

“今天的对抗比赛就到这里，下面我们
进行分组训练。”在成林朋措的带领下，孩
子们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训练。“昂文旦增，
传球的时候脚踝要绷紧，这样传出来的球
才稳！”成林朋措悉心关注并指导小队员。

今年 30 岁的成林朋措是土生土长的
曲麻莱人，曾经是玉树州野牦牛足球队的
成员，随队获得过青海省运动会男子足球
冠军，并荣获“玉树足球先生”称号。大学
毕业后，本可以留在省城的他，毅然选择
回到小学母校，从曾经的“追梦人”变成了
如今的“筑梦人”。

曲麻莱县第一民族完全小学从 2016
年开始将足球教学纳入体育课程，老师会
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生理特点，组织学生学
习运球、传球、颠球、带球、顶球、射门等基
本技能，将足球基本技术融入体育教学
中，提高学生参与足球活动的兴趣。

此外，学校还会对学生进行礼仪和足
球相关知识的教育，将德育教育贯穿足球
运动技术训练中，从而培养学生的团队精
神、协作能力，引导孩子们形成敢于拼搏、
乐观向上的价值取向和豁达阳光的生活

态度。
“我从小就热爱足球，但那时学校条件

有限，只能踢‘野球’，并从中积累经验。现
在，学校为孩子们量身打造训练计划，合理
规划训练时间，在不耽误文化课学习的情
况下，培养他们踢好球。”成林朋措说。

成林朋措的一席话令青梅才仁回忆
起校园足球起步之初，“刚开始，体育老师
不知道怎么教，让学生拿出时间学习足
球，许多家长有顾虑，怕耽误孩子学习，还
怕孩子在运动中受伤，于是找各种借口放
弃足球活动。起步的时候，校园足球的推
动可谓举步维艰！”

面对难题，青梅才仁和老师们没有选
择放弃，而是通过倡导“校园足球文化”来
拓展大家的眼界、转变大家的认识。玩足
球、画足球、讲足球、赛足球……形式多样
的活动开展起来了，足球知识得到广泛宣
传，家长和孩子的观念也逐渐转变。通过
8年多的推动，如今，校园内已形成浓郁的
足球氛围，“人人都参与，班班有球队，年
年搞联赛”已成为学校的惯例。

孩子们的热情加上专业的教练和“给
力”的学校，出成绩是必然的。

除了众多的集体荣誉，最让成林朋措
骄傲的，还有自己的弟子们，其中，今年四
年级的多杰然丁便是闪亮的一颗星。

说起多杰然丁，他对足球的热爱可以
说是远远超过了其他同龄的孩子。每个周
末，多杰然丁放学返回牧区家中，那里一望
无际的草场，也是属于他自己的球场。

假期两天时间，除了写作业和帮助父
母放牧做家务外，多杰然丁最喜欢的，就
是在草原上踢球。他把牛粪和泥土混在
一起，制成锥形圆盘，放在草场上练习过
人拨扣，闪展腾挪的小小身影，轻快如小
鹿一般。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职业球员！”
小小的多杰然丁有着大大的梦想。刻苦的
训练加上天生的球感，让他成为学校球队
的一号射手，并于2021年成功入选曲麻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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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靴奖”收入囊中。

成林朋措说：“牧区条件比较艰苦，但
是回到学校，我们的条件还是很好的。这
两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孩子
们的对抗服、比赛服、橡胶路锥、标志碟、
标志杆等准专业足球训练装备都已配备
齐全，同时，学校还会派教师赴秦皇岛实
地参加培训学习，提高专业技能。”

一枚足球，一群“战友”，一片草地，成
就了高原少年的美丽梦想。

曲麻莱县教育局副局长俄周尼玛说：
“近年来，曲麻莱下足功夫倾力打造青藏
高原青少年足球品牌，把足球运动作为推
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
抓手，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明确

‘以球育德，以球健体，以球促智’的校园
足球发展理念，以足球为媒探索体教融合
新路径，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得了良
好成效。”

本报讯（特约记者 江永曲忠）高原之畔迎佳
客，鹤影婀娜映初春。3月25日清晨，玉树州隆宝
滩国际重要湿地管护员昂旺才仁用镜头捕捉到首
批迁徙而来的高原精灵——黑颈鹤。

昂旺才仁介绍，今年首批如约而来的黑颈鹤
共有8只。这些优雅的“新居民”或追逐嬉闹于冰
雪融化的湿地之间，或展翅飞翔于蓝天白云之下，
它们身姿矫健，轻盈飘逸，与周边的牦牛、水鸭等
动物相映成趣，形成了一幅和谐自然的生态画卷。

黑颈鹤的到来，不仅为隆宝滩国际重要湿地
增添了生机与活力，更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吸引着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
观赏和记录。

隆宝滩湿地作为国际重要湿地，一直以来都
致力于保护和恢复湿地生态系统。随着生态环境
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栖
息繁衍。目前，该湿地鸟类资源从1984年12目20
科30种增至2022年17目39科138种。其中，有黑
颈鹤、遗鸥、黑鹳等10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大天鹅、蓑羽鹤、灰鹤等2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隆宝滩国际重要湿地不仅是青海的第四处国
际重要湿地，更是继青海湖鸟岛、扎陵湖、鄂陵湖
之后的又一大生态宝藏，是黑颈鹤等野生鸟类的
越冬栖息地和迁徙中转站。同时也是可可西里世
界自然遗产地和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的重要补
充，更是我国首个专注于保护黑颈鹤繁殖地的保
护区，这片湿地以其独特的草甸和淡水沼泽植被，
为水禽候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和理想的栖息
地，成为了大自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隆宝滩国际重要湿地全力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湿地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得到
全面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鸟类种群数
量显著增长。如今，该湿地已成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典范，对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生态保护
建设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本报讯（通讯员 治多县委宣传部）3月
的清晨，草原的寒意还未消退，玉树藏族
自治州治多县治渠乡治加村的村民穿着
厚厚的皮袄赶往党员活动室。

连日来，治加村宣讲团成员强化党建
引领抓宣传促发展作用，多措并举抓实中
央和省委一号文件宣讲工作，让各项惠民
政策吹入千家万户，温暖百姓心田。“中央
一号文件在几天前发布，我们组织大家过
来是想给大家把文件内容讲清楚，让大家

进一步了解国家的惠民政策，享受惠民福
利。”治加村驻村第一书记扎西巴丁说。
说话间，村“两委”成员、党员、村民已坐满
治加村党员活动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都讲了些啥？”“咱村发展壮大牛羊养殖
业，政府有扶持政策吗？”“今年的大病医
疗报销等跟去年相比有没有发生啥变
化？”“纳入监测户的条件，申请流程都有
哪些？”村民不时议论着。

为了把一号文件讲清楚说明白，白
天，扎西巴丁和驻村工作队一起学习、研
讨，领会文件精神；夜里主动给自己“加
练”，将一条条符合牧区发展的政策转化
成牧民群众听得懂的大白话。在扎西巴
丁看来，只有把政策吃透、讲清，才能让牧

民群众看清今后的发展方向，才能激发群
众的内生动力，一步步把乡村振兴美好蓝
图变成现实。

“书记，今年又有什么好政策？”老党
员东叶问道。“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
了要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
保障成果、稳定牛羊肉基础生产能力、完
善液态奶标准，规范复原乳标识，促进鲜
奶消费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扎西巴丁
耐心详细地解答大家的疑惑，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在热火朝天的讨论中，对一号文
件有了深入了解。

宣讲结束后，看着村民对未来充满期
待，扎西巴丁深感欣慰，“我们既要当好宣
讲员，真正让一号文件的春风吹进群众心
坎上，更要当好‘施工队长’，把实事办到
群众心坎里，真正把政策带来的新气象落
实到群众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宣讲过程中，治渠乡宣讲队员们重
点围绕“牧业生产、教育医疗、民政救助、
乡村治理、移风易俗”等内容进行宣讲，确
保宣讲过程中不图形式、不走过场，真真
切切地让群众对各项惠民惠农政策“听得
懂、学得会、用得上”。同时，让下乡干部
充分了解掌握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帮助
村干部和农民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确保
在宣讲政策的同时察民情、解民忧。

一号文件为农牧区群众带来了无限
希望，一幅幅美好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广
袤的嘉洛草原徐徐展开。

成就高原少年美丽足球梦想

一学三促
万名干部下乡

一号文件送来强农富农“春之礼”

隆宝滩迎来今年首批黑颈鹤

玉树市：助力建设三江源中心城市

一学三促
万名干部下乡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市委宣传部）按照省、州
委部署要求，玉树市纵深推进百名干部下乡开展

“一学两讲三促四抓”宣讲工作，强化各项工作措
施，助力建设“三江源中心城市”。

聚焦“谁来讲”，让宣讲队伍“强起来”。全市
县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各自联系乡镇（街道）、村、
学校及寺院，研究部署方法举措和任务要求，调度
跟进各单位活动开展情况。印发《玉树市百名干
部下乡宣讲活动暨2024年“一学两讲三促四抓”宣
讲工作方案》，召集市委讲师团、市委强村导师团，
统一组织赴12个乡镇街道下乡开展宣讲，覆盖面
达100％。各行业部门结合“一联双帮”等活动，深
入开展宣讲工作。各乡镇街道组织百姓宣讲团、
驻村工作队等力量，开展宣讲，参与人数达31527
人（次）；聚焦“如何讲”，让宣讲方式“活起来”。“宣
讲+文艺”，接地气的同时也攒足了人气。“宣讲+
互动”，采取“你问我答”的形式，增进了群众对政
策的理解。“宣讲+点单”，走村入户、上门宣讲，根
据群众的需求，现场答疑，将惠民政策传播到基
层；聚焦“讲什么”，让宣讲内容“实起来”。编制印
发藏汉双语版《玉树市学习贯彻2024年中央、省委
一号文件宣传手册》1600余册，惠民政策宣传材料
3.09 万份；聚焦“讲的如何”，让宣传成效“足起
来”。党员干部扑下身子，虚心向基层一线学习，
向农牧民群众请教，在一场场宣讲实践中提升干
部综合素质。助推全市重点工作，宣讲紧密围绕
党的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民生改善、产业发展等
全市中心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农牧民群众对各项
惠民政策的认知度、了解度，激发了农牧民群众积
极性，为全市高质量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拓宽牧民
增收致富渠道、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中心工作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群众基础、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