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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拉姆好久都没直播了，

今 天 多 点 点 赞 哦 ，最 近 都 在 忙 着 种 青

稞。”在海拔约 3800 米的西藏山南市琼

结县久河村，藏族姑娘扎西拉姆正举着

手机直播。

随着琼结县大规模电信网络升级

项目的完工，村里的网络信号越来越稳

定。一部普通的智能手机，把这个高原

村庄和外面的世界紧紧连在了一起。

扎西拉姆的账号“西藏拉姆”在全

网已有 400 万粉丝。借助直播，她将乡

亲们生产制作的酥油、糌粑、奶渣等产

品销往全国，是琼结县最具人气的“带

货达人”。

如今，村民手里的农副产品变成了

真正的“金元宝”，而掌握电商运营技能

的“村小二”则成为连接市场与田间地

头的新纽带。

在西藏山南市加查县扎西定岗村的

核桃苗圃基地，57 岁的扎西索朗正小心

翼翼地尝试核桃嫁接。“以前觉得种核桃

就是自然生长，现在才知道不能过密种

植，还要科学管理施肥。”扎西索朗说。

在湖北省宜昌市援藏工作队的协

调下，加查县引入长江大学“核桃科技

特派团”。专家送技术入村，向农户系

统教授种植、嫁接、修剪等技术，核桃产

量逐年提升、品质稳步提高。

随 着 电 商 平 台 的 需 求 持 续 增 长 ，

加查县逐步建成“供销社+电商+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一体化模式，解决

“ 好 产 品 却 卖 不 掉 ”的 难 题 。 与 此 同

时 ，为 适 应 市 场 对 核 桃 分 级 、包 装 的

标 准 化 要 求 ，越 来 越 多 农 户 开 始 科 学

种植。

据 山 南 市 商 务 局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2024 年全市农产品通过电商实现销售

额 7690 万元。电商不仅推动农户从“产

了再卖”转为“按需

播种”，也带动相关

加工企业作业更规

模化、专业化。

走进位于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的

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车间里整洁明

亮，温度、湿度适宜，一排排自动分梳设

备正在高效运转。公司依托西藏牧区

丰富的羊毛、羊绒、牦牛绒等资源，探索

“收购—研发—加工—销售”一体化模

式，并与武汉纺织大学联合研发牦牛绒

兼容羊绒分梳生产线，全面实现生产流

程的全自动化。

过去，公司主要依赖线下接订单。

如今通过抖音、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公

司围巾、成衣、藏毯等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部分半加工的洗净羊毛、羊绒、牦

牛 绒 等 制 品 则 出 口 至 尼 泊 尔、印 度 等

国家。

“电商下单，公司按需生产，合作社

对接收购，牧民也开始根据市场调节养

殖与收毛规模。”董事长拉巴赤列说。

越来越多的高原特色产品，正在通

过“云端桥梁”走下高原。

在拉萨八廓南街夏扎大院的卓番

林手工艺品工坊里，六七名藏族女性手

工艺人正熟练操作缝纫机、织布架，制

作藏式披肩、藏毯、手包等产品。工坊

探索出“阿佳（藏语意为姐姐）学堂+社

区工厂+乡村工坊”模式，一方面组织手

工艺人下乡授课，传授传统技艺；另一

方面通过与乡村女性建立合作，提供手

工艺品订单，让她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

增收。

如今，藏香、藏饰等文化产品也借

助“短视频+直播”的方式走下高原。电

商不仅为产品拓宽销路，也为更多农牧

民带来灵活就业和增收的机会。

据西藏自治区商务厅统计，2025 年

1 至 4 月西藏网上零售额为 108.4 亿元，

同比增长 36.7%。其中，直播零售额为

33.6 亿元，同比增长 41.8%；农产品网上

零售额为 3.2 亿元，同比增长 17.5%。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电商处处长厉

彦平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农牧区物流体

系建设，降低农牧区物流成本，培育农

牧区电商人才，壮大农牧区电商经营主

体，持续开展网络促销，助力西藏特色

产品“走”向全国。

   （新华社拉萨 6 月 4 日电）

高原产品上“云”端
——西藏电商发展一线观察
新华社记者 蒋梦辰 刘洲鹏 庄云凯

隆宝滩隆宝滩：：长江源头的生命律动长江源头的生命律动
这是 6 月 4 日拍摄的青海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角（无人机照片）。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境内的隆宝滩湿地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这里水草丰美，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

关键驿站与繁殖地。今年五月监测显示，当地吸引了包括斑头雁、黑颈鹤在内的 37 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斑头
雁种群规模达 5626 只，幼鸟已随亲鸟蹒跚学步；珍稀的黑颈鹤也观测到 94 只，其中 21 对正辛勤抱窝，孕育着
新的生命。                              新华社发（杜笑微 摄）

河流两岸建设人工湿地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河

道内布置沉水植物净化水质，亲水步道为村民提供

休闲好去处……在重庆市长寿区云集镇大同村，高

洞河生态修复项目即将完工验收，水清岸绿的美景

已见雏形，水质从治理前的Ⅳ类变为现在的Ⅲ类。

63 岁的村民冉龙文见证了高洞河的变化，他说：

“以前河两岸杂乱，水质也不好。现在水清了，两岸

像公园，晚饭后很多村民来这里散步。”

高洞河最终流入长寿湖，这个重庆市最大的人

工湖是“一五”期间修建狮子滩水电站拦截长江一级

支流龙溪河而成。20 世纪 90 年代，因网箱养鱼，湖

水一度成为劣Ⅴ类水质。

从取缔湖区网箱、治理沿湖污染再到修复入湖

河流，长寿湖生态治理不断拓展升级，如今不但湖水

水质已稳定达到Ⅲ类—Ⅱ类，湖区及周边还形成了

有机鱼养殖、文旅康养等生态产业。

长寿湖的蝶变，正是重庆久久为功保护长江生

态的生动写照。从永川区朱沱镇入境，到巫山县巫

峡口出境，长江干流重庆段全长约 691 公里。数据显

示，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自 2017 年起连续 8 年达到

Ⅱ类标准，其中出境断面总磷污染物浓度自 2018 年

起连续 7 年优于入境断面。奔腾了近 700 公里的长

江，水质不降反升，背后是重庆坚决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奋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的种种

努力。

水环境问题表现在水里，根子在岸上。在重庆

市涪陵区长江边，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昔日

的磷石膏尾矿库经覆土植绿，已变成绿草如茵的公

园，通过环保搬迁，几十公里外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生

态肥料厂拔地而起。

这家有 50 多年历史的老化工企业，在 2016 年中

央环保督察指出其尾矿库环境问题后，投资 30 多亿

元采用先进环保工艺搬迁到专业化工园区。“企业脱

胎换骨，绿色环保成为核心竞争力，实现了保护和发

展双赢。”企业负责人说。

产业结构决定生态负荷。作为西部老工业基

地，重庆市近年来做大做强以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

子信息、先进材料为主导的“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2024 年，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超 95 万辆、增长

90.5%，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达到 34.6%。

有生态好“颜值”，也要有产业好“价值”。在重

庆东北部，有 11 个区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这些

区县以“生态+”的理念谋划发展，让群众吃上了“生

态饭”。

“朝辞白帝彩云间”“除却巫山不是云”，扼守瞿

塘峡的奉节县、坐拥巫峡的巫山县，有壮美峡江风光

以及白帝城、神女峰等文旅资源。过去，这两个县的

支柱产业是煤矿，挖煤虽然带来了短期利益，却造成

生态破坏。现在，两县关煤矿、护生态、开“文矿”，正

擦亮文旅康养、特色水果等生态产业品牌。

生态环境的改善，离不开治理方式的改革创新。

在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指挥中心，“巴渝治水”应用大屏幕上，全市重点河流的

水质、沿河排污口等数据一目了然。

重 庆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水 生 态 环 境 处 负 责 人 介 绍 ，“ 巴 渝 治 水 ”融 合 了 农

业、水利等 20 多个部门的涉水数据，汇集监测感知点 1.6 万余个，为污染分

析、精准溯源提供了数据支撑。2024 年，依托“巴渝治水”应用系统，重庆

推动水环境问题协同处置 3000 余次，平均处置时间由原来的 10 天缩短至

2 天。

重庆与鄂、黔、川三省签署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实现长江上下游省域间生

态补偿机制全覆盖；川渝两地共同编制跨境河流联防联治方案，实施 140 余个

环境治理项目……一系列治理组合拳，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强化“上游意识”、扛起“上游责任”，在护送一江碧水向东流中，山水之城

重庆正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新华社重庆 6 月 4 日电）

流
程6

9
1

公
里
，出
境
水
质
为
何
优
于
入
境
？

—
—

重
庆
护
送
一
江
碧
水
向
东
流
观
察

新
华
社
记
者 

周 

凯

“注意防守”“不要着急”“好球”……再次

代表学校外出打比赛，贵州省兴仁市回龙小学

女篮队长尤萱沉着冷静地应对着球场上的变

化，脸上洋溢着自信和阳光，全然不像当初那

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语的女孩。

近年来，随着乡村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及

各种赛事活动的举办，乡村学生的校园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乡村学生的精神面貌因体育而注

入新的活力，一些乡村学生的未来有了更多可

能，而体育人的传承，更促进了一个正向循环

的产生。

这，就是如今无数乡村孩子的“体育梦”。

因体而变

体育是什么，或许在贵州乡村校园的操场

上，可以略见一斑。

课余时间的贵州省兴仁市巴铃镇塘房小

学，操场上随处可见奔跑跳跃的学生。打篮

球、打羽毛球、踢足球……孩子们的欢笑声在

校园里回荡。

过去 20 余年间，这所当初只有 3 名老师和

75 名学生的乡村小学，秉持“以体树人、以体兴

校”的办学理念一路成长。目前，学校已有 42

名老师和近 500 名学生，学生平均成绩也由不

足 30 分提升至 80 多分。校长吴雄说，办学水

平的提高离不开教学环境的改善及教师的辛

勤付出，其中体育活动也功不可没。

“通过参加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学生的

性格更开朗、身体更强健、心理更健康，外出参

加比赛还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吴雄说，让孩子

们幸福比让他们优秀更重要，而运动是能让他

们更幸福的一种方式。

在贵州大方县教育科技局副局长蒋德津

看来，体育不只是教会学生技能，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有一个爱好，在学习之余正确释放压

力，这会让他们受益终身。

心理专家认为，参加体育运动可以帮助学

生缓解学习压力、培养坚韧意志、促进人际交

往，有助于树立积极向上的心态，提高心理调

节能力。

体育还改变了一些乡村学生的人生轨迹，

让他们的未来有了更多可能。

重 庆 石 柱 县 三 河 小 学 因 足 球 而 闻 名 。

2013 年 3 月建队以来，该校女足的成绩足够亮

眼：2 次夺得“追风联赛”总冠军、30 多次捧起

市级以上比赛冠亚军奖杯；老队员中有 39 人

达标国家一级运动员，1 人达标国家级运动健

将 ，7 人 入 选 重 庆 U18 女 足 23 人 名 单 ；2024

年，该校女足还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

事迹发布名单……

近日，三河小学再传喜报，该校女足第三

批 10 名队员中，有 1 人于去年考入内蒙古大

学，另有 6 人目前被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拟录

取。该校女足首批 21 名队员中，有 20 人考上

了同济大学等高校。

贵州大方县元宝同心实验学校女足同样

名声在外。目前，这支乡村学校女足已累计有

14 人被中国足球运动学院西南分院录取，7 人

被山西大同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录取……

八方助力

除了本土的体育教师和政府支持，来自四

面八方的助力也不可或缺。

在元宝同心实验学校的陈列室内，放着小

说《时空穿越者：中世纪的迷雾》。2017 年，小

说作者张洲晨将卖书所挣的 5 万元捐给该校，

后者利用这笔资金修了一块长 30 米、宽 18 米

的简易足球场，这块场地成了“元宝女足”梦想

开始的地方。

如今，在这块足球场旁，一块更大的球场

已投入使用。每天下午放学后，学校足球队 80

余名队员都会在球场上训练。

这并非个案。近年来，各级相关部门、公

益机构和爱心企业、人士在改善乡村学校运动

环境、提高乡村学校体育教学水平等方面，花

了不少功夫。

2022 年 12 月，定点帮扶单位出资建设的

一块五人制足球场完工投用，贵州省黔西南州

普安县辣子树小学有了自己的足球场，孩子们

的训练环境得到改善。此前，孩子们只能在水

泥篮球场上练球，训练条件十分简陋。

回龙小学体育教师陈明说，学校组建篮球

队初期，姚基金每年都会派志愿者到学校培训

教师、指导学生训练。姚基金官网数据显示，

截至 2023 年底，该公益项目已累计支持 4661

所乡村学校，派出支教志愿者 6512 人次，培训

1239 名乡村专兼职体育教师，约 540 万人次的

乡村青少年从中获益。

在三河小学，前大连女足青训中心普兰店

女足总教练郭新的到来，让女足的孩子们接触

到更专业、更科学的训练方式，竞技水平提升

显著。带队在“追风联赛”全国总决赛卫冕后，

郭新因年龄原因离开球队，但也提前为球队联

系好了新的专业教练来执教。“他还心系着球

队的孩子们，不定期会回来指导。”老校长孙晓

鸣说。

2019 年，支付宝宣布 10 年投入 10 亿元支

持中国女足发展，同时启动支持乡村校园女足

发展的“追风计划”。目前，该计划已整体支持

超 200 支乡村校园女足，帮助超 6000 名乡村

女孩更快乐地享受足球，通过足球获得更多受

教育的机会。

国家体育总局于 2021 年启动体育支教志

愿服务，这场“造梦工程”依靠数十所高校的数

千名志愿者，缓解了基层体育师资短缺问题，

将体育梦想的种子，播撒在美丽的乡村学校。

回到大山

体育帮助了孩子们，孩子们也没有忘记体

育、忘记家乡。

“这是牛丽华，初中毕业后到清华大学附中

就读，后被清华大学录取，目前在清华读研；这

是郭中瑞，2024 年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中获得

亚军，2021 年曾被选拔到国家队训练……”提

及带过的学生，王斌满是自豪与欣慰。

王斌是贵州省盘州市乌蒙镇中学的体育

教师。他出生于当地一个乡村，父亲是小学老

师，平时喜欢运动。受父亲熏陶，他从小就对

体育表现出了强烈兴趣。

1992 年，王斌被父母送到广西来宾武术学

校学习武术，1996 年 9 月到贵州省体育运动学

校就读体育专业。1999 年毕业后，他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小学老师，2001 年被调入乌蒙镇中

学任体育老师。这是一所地处云贵两省三县

交界处的乡村学校。

初到乌蒙镇中学时，面对学校条件差、训

练设施落后的现实情况，王斌制定了一套适合

乡村初中学生的体育训练模式，从示范动作到

分解动作，他都手把手地教。为了给上学路途

遥远的学生节省时间和精力，王斌还把部分孩

子叫到自己家里，提供吃住，并自费为学生购

买运动服和运动鞋……

在 王 斌 的 努 力 下 ，学 校 目 前 已 向 普 通 高

中、体校、体工队、高校输送了上百名优秀运动

员，学生们屡次在各级比赛中斩获佳绩，荣获

国家、省、市、县 40 余项团体奖项。

几年前，他的学生李米聪大学毕业后回到

家乡，成为一名乡村小学老师。李米聪是学体

育的，但乡村学校师资紧张，除了体育课，她还

要负责其他学科的教学，工作任务较为繁重。

即便如此，她也会利用课余时间教孩子们打篮

球、打乒乓球、踢足球。近年来，她带学生去市

里参加了篮球赛和运动会，虽然成绩不理想，

但孩子们认真训练，在比赛中拼尽全力、永不

放弃的表现，让她感动不已。

前段时间，李米聪牵头举办了一场趣味运

动会，活动现场的欢笑声和学生们团结协作、

奋勇争先的场景，让她印象深刻。“下学期，我

们计划举办一次秋季运动会，进一步丰富孩子

们的校园生活，让更多学生爱上运动。”她说。

在与盘州市相隔逾千里的三河小学，每逢寒

暑假，校园里都会出现一群熟悉的身影——学校

女足的老队员。“每年寒暑假，老队员们都会两人

一组，轮流到学校指导师妹们训练。薪火相传、

接续奋斗，这已经成为惯例。”孙晓鸣说。

如今，王斌仍在坚守，但乡村体育教育的

接力棒，已在悄然间完成传递。

      （新华社贵阳 6 月 1 日电）

体育为村里娃推开梦想新窗
新华社记者 郑明鸿

春夏季节，蛇类进入活跃期。

随 着 我 国 环 境 保 护 力 度 不 断 加

大，曾经多栖息于山林、荒野、农

村的蛇类，如今在不少城市中也

经常出没，导致蛇伤事件频繁发

生，不得不防。

资料显示，蛇咬伤是我国常

见动物致伤疾病，每年蛇咬伤病

例数百万，其中被毒蛇咬伤人数

为 10 万至 30 万。

海南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副

主任欧阳艳红提到，被蛇咬后可

致局部组织破溃、出血，乃至引起

伤者全身过敏反应甚至出现过敏

性休克。伤口可能继发破伤风等

感染，在无干预情况下重症破伤

风病死率接近 100%。更严重的

是，如被毒蛇咬伤，其血液循环毒

素、神经毒素、细胞毒素或混合毒

素等可造成人全身中毒反应甚至

死亡。

遭遇毒蛇咬伤，该如何正确

应对呢？

三亚市中医院创伤中心主治

医 师 李 畅 认 为“ 应 急 处 理 是 关

键”。他说，被蛇咬后应尽量避免

剧烈活动以免加快血液循环。在

拨打 120 急救电话的同时，尽可

能记住蛇的基本特征，如蛇形、蛇

头、蛇体和颜色，最好能拍摄到致

伤蛇的照片，现场不要企图捕捉

或追打蛇，以免二次被咬。如果

蛇咬住不放，可用身边合适的工

具促使其脱离。等待急救间隙，

可摘掉受伤部位的戒指、手镯、脚

链等受限物品，防止因后续肢体

肿胀导致无法取出而加重伤害。

李畅同时提醒，被蛇咬伤后

应保持受伤部位低于心脏水平以

下。若经专业人士确认为无毒蛇

咬伤，且创口较小，可用流动清水

清洗伤口并咨询医院是否需要就

医。若患者感觉恶心、意识丧失、

呼吸心搏停止，要立即侧卧或开展心肺复苏，不建

议用止血带结扎，用刀切割伤口，以及嘴吸、冰敷

或烧灼伤口，更不能饮酒或采用民间迷信方法等

未经证实或不安全的急救措施，要尽快到安全处

等待救援或立即前往附近医疗机构。

“专业医务人员在救治时一般会仔细观察伤

口形态，留取患者血标本备检，并根据情况进行生

命体征监测，必要时进行抗过敏、抗感染治疗。”欧

阳艳红表示，目前针对眼镜蛇、五步蛇、银环蛇、蝮

蛇等几种典型蛇毒，部分医院储备了相应的抗蛇

毒血清。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患者应去储

备了血清的医疗机构，以免耽误病情。

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和创伤外

科副主任袁伟表示，抗蛇毒血清含有特定蛇毒成

分抗体，是目前最常用的能特异性中和体内游离

蛇毒、阻止其继续损害器官的“解药”，但不同的

毒蛇咬伤一般需选择不同的血清治疗。例如，抗

蝮蛇血清对眼镜蛇毒效果很差甚至无效。而是

否使用、使用何种、剂量多少，需由专业医生综合

判断。

预防远胜于救治。专家提示，出行时应提前

充分了解环境，身处蛇类活跃区域如草丛、树林、

溪边、石堆等环境中时，应仔细观察，时刻保持警

惕。进入可能有蛇的区域，最好穿高帮厚实的鞋

靴和长裤，行走时可用长棍或手杖“打草惊蛇”。

尽量避免夜间在可能有蛇出没的地方活动。其

次 ，要 谨 慎 选 择 户 外 休 息 地 ，不 主 动 招 惹 蛇 类 。

由于蛇的种类较多且分布差异性较大、患者伤情

复杂、蛇毒毒理机制多样、基层医疗救治条件有

限，广大民众无论在何种场景均应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      （新华社海口 6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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