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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嗒嗒嗒”……阵阵清脆的

敲击声，从拉萨西郊的一个院落

里传来。走进喀瓦坚手工藏毯

厂，几名工人正晒着毛线，不时

有歌声飘过，屋子里盆达（见右

下图）正在忙碌着，彩色的毛线

和着清脆的敲击声向远处传播

开来……

“一个熟练的工人一个月大

约能编织 2.5 平方米的毯子，而

一个新手从初学到掌握技艺至

少要半年的时间。”盆达的家乡

在日喀则江孜县，那里盛产藏毯。从十几

岁开始学习，她掌握了编织、平剪、配纱线

等所有藏毯制作工序。

一块精美的藏毯，通常需要经过选备

羊毛、纺制纱线、染色、绘图打样、编织、清

洗平剪等多道繁复的工序，工序之间环环

相扣。“我用的原料都来自那曲或阿里的高

海拔地区的羊毛。因为那里的羊毛纤维比

较粗，适宜做地毯。”盆达边收拾着手里的

纱线，边向记者介绍。

纺纱，则要讲究粗细和黏度。如果掌

握不好火候，会直接影响染色的工艺。既

要保证纱线具有一定的色彩折射力度，同

时还要让其保留一定的白芯。之后，纺制

好的纱线会被送入染色车间。只见一个直

径近两米的染缸被放在高台之上，底下生

着火，藏毯手艺匠人需要精确地掌握温度、

时间、火候，还要熟练地翻转一捆捆纱线，

使其均匀着色。

“几十种颜色，都是用三原色染料配比

而成，100 斤水用多少克染料，必须精确掌

握。”盆达一边拿起一缕橘色的纱线一边介

绍：“既要保证成色，不浪费染料，也要让同

样酸度的水能循环使用。”

绘图打样是藏毯制作的重要环节。盆

达向记者展示了包括整体设

计图、局部细节配色图等全套

图纸。“大图纸上是藏毯的整体

设计图和配色方案，而局部细

节还详细标明了使用的色号，

更加直观，有的图纸还附上一

小 段 纱 线 标 本 。”盆 达 告 诉 记

者。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这样

成套的藏毯图纸已经积累有近

千张。

在 编 织 车 间 里 ，盆 达 向 记

者展示她所用的工具和“穿杆

打结”的工艺。把一根铁杆横

放在经线上，把毛线在这根铁

杆上打结；再用锤头将刚打完

结的毛线压紧；将撑开经线的

梭子往上移动并贯穿于白线中

间，形成一个新的经线；用一种

形如梳子般的锤头，使白线与

毛线之间相互压紧……

这 样 的 操 作 周 而 复 始 ，伴

随着清脆的敲击声和匠人的歌

声，藏毯便一寸寸地织出来。

在 机 械 化 的 今 天 ，为 什 么

还要下“慢功夫”，坚守并传承

手工制毯技艺？“区别于机织地

毯，藏毯的制作工艺使其更厚

重密实，不使用胶粘工艺，可以

反复水洗，可使用 30—50 年。”

盆达说，毛线的颜色有数百种，

如何让浅蓝和橘红互相成就，如何精确控

制毛线切割的尺度，让藏毯呈现出坚实、逼

真、粗犷的感觉，都需要匠人通过多年经验

来把握。

现在，藏毯不仅成为传承下来的手艺，

还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产业。“因为这门手

艺，很多人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很多年轻人

把文化创意融入其中，当作事业去追求。

我们还将在拉萨、山南扩大生产规模，惠及

更多的人。”藏毯厂负责人王泽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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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一 块 精 美 的 藏

毯 ，需 要 经 过 选 备 羊

毛 、纺 制 纱 线 、染 色 、

绘图打样、编织、清洗

平剪等多道繁复的工

序 ，并 且 工 序 之 间 需

环环相扣。藏毯手艺

匠人盆达投身藏毯技

艺 传 承 近 30 年 ，一 颗

守护传统技艺的初心

始终不改。

作为我国首批航天员之一，景海

鹏圆满完成了神舟七号、神舟九号、

神舟十一号 3 次载人飞行任务。

“一心只为飞天，一生只为飞天，

用遨游太空的壮美航迹书写对党的

绝对忠诚。”这正是景海鹏的信念。

1996 年，我国开始选拔首批航天

员，景海鹏得知这个消息后，带着飞

得更高更远的梦想，投身全新的航天

事业。为了实现从优秀飞行员到合

格航天员的转变，他积极投身高强度

训练、高压力备战、高风险任务，不断

锻造飞向太空的坚硬翅膀。

面 对 八 大 类 、上 百 个 课 目 的 训

练，景海鹏日复一日勤学苦练。基础

理论学习中，他晚上 12 点前几乎没休

息过；超重耐力适应性训练中，承受 8

倍重力加速度，他从来没有按下请求

暂停的红色按钮；低压缺氧训练中，

舱内压力急剧变化，相当于 5 分钟内

从地面爬升到 5000 米高空，人体会因

迅速缺氧出现头晕恶心甚至休克，但

他每次都要主动训练 30 分钟以上；模

拟失重训练中，他身着水下训练服，

一次就要训练六七个小时，每次下来

体重都会减轻好几斤……以惊人的

毅力一次次向着生理和心理极限冲

锋，景海鹏始终保持随时征战太空的

最佳状态，成就了 3 次飞天的壮举。

神七任务时，面对舱门打不开和

轨道舱突发火灾警报的情况，作为飞

船操作手的景海鹏准确判断意外险

情，沉着冷静，精准操控，与另外两名

执行出舱任务的航天员一起，出色完

成了我国航天员首次空间出舱活动

任务。神十一任务期间，突发话音通

信长时间中断故障，面对可能需要紧

急返回的风险，他一边镇定自若地排

查故障，一边通过双向视频写字，告

诉地面工作人员“你们别急，我们挺

好”，并经过天地协同恢复通信畅通，

确保了任务完成。

“载人航天飞行 99.99 分和 100 分

永远是天地之别。地面训练，有差错

可以重来；太空飞行，永远没有从头

再来的机会。”景海鹏对自己的要求

是：“出手就出色、完成就完美”。

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差不多”，

只有“更完美”。航天员在太空执行

任务的所有指令，都汇集在九大本、

上百万字的操作指南和飞行手册中，

景海鹏反复背记、烂熟于心，笔记摞

起来比桌子还高。他还反复练习、一

遍遍推演，使数以万计的指令内化为

习惯动作和肌肉记忆，闭上眼睛都能

精准无误地全流程操作。

作为指令长，神九和神十一任务

前，景海鹏带领乘组反复练习，不仅

做好自己的工作，还精准把握整个程

序 、每 一 项 实 验 以 及 队 友 的 每 个 动

作。正是凭着这种“分秒不差、毫厘

不失”的严谨作风，成就了我国首次

手控对接和中期在轨驻留任务的圆

满成功。

不仅当好飞船“驾驶员”，还要当

好太空“专家”。通过自己的经验，景

海鹏积极参与系统设计、产品研制、

技术攻关，出色完成了近百项空间科

学试验任务，先后提出上百条改进意

见，为载人航天和科技发展注入了创

新活力。神十一任务中，失重条件下

心血管功能研究难度很高，他一边反

复试验，一边总结摸索，不断提升试

验数据的完整度和精确度，最终从天

上传回的数据图像、试验结果得到科

研专家的高度认可。在进行太空跑

台束缚系统验证试验时，由于地面无

法模拟训练，开始时数次操作都告失

败，但景海鹏没有轻言放弃，一遍一

遍尝试，最终取得了成功，为未来我

国航天员在轨长期驻留的健康保障

发挥重要作用。

神舟十一号任务后，他立即投入

新的备战训练，有人劝他：“你已经完

成 3 次飞行任务了，也 50 多岁了，还

值得再冒险吗？”他回答说：“只要祖

国需要，我随时准备再上太空！”景海

鹏的话铿锵有力。

景海鹏先后获得“一级航天功勋

奖章”、“八一勋章”、“改革先锋”称号。

英雄航天员景海鹏——

遨游太空，飞出壮美航迹
余建斌 占 康

德耀中华

本报北京 8 月 11 日电 （记者赵婀娜）

日前，第五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暨中

国心理学会积极心理学专委会 2021 学术年

会在线上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积极心理

学的科学研究与中国实践”，由学术会议、专

题论坛和会前工作坊 3 部分组成。

与会专家表示，当今世界越来越需要弘

扬积极、合作、利他精神，也为积极心理学的

研究和发展带来更加广阔的空间，各国专家

应 当 进 一 步

加 强 交 流 合

作 。 大 会 举

办 了 世 界 大

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联盟成立仪式，并设

立“社会心理服务的理论与实践”论坛，邀请

各行业专家探讨社会心理服务在社区、学

校、企业、医院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应用与

实践。

据了解，本次大会历时 3 天，全部在线

上完成；共举办 5 个工作坊、10 个主论坛和

分论坛，收到研究论文近百篇。本届大会开

幕式当天累计吸引观众近 20 万人次。

第五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举办

本版责编：张彦春 康 岩 宋 宇

农家一户一院，村庄一步一景。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聚焦农村住房条件改善问题，着力建设特色田园乡

村。目前已竣工项目 11 个，建成安置住房 2713 套，受益群众 6000 多人。在建项目 12 个、拟建项目 4 个，新建住房 9000
套，将有 1.2 万户村民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图为日前拍摄的金湖县吕良镇湖畔旺屯安置小区一景。 闵福鸿 伏银成摄影报道（影像中国）

（上接第一版）

首店不断增加的同时，各类产品的首发

也 层 出 不 穷 。 在 一 系 列 新 地 标 —— 船 厂

1862、民生艺术码头、艺仓美术馆等，2020 年

共举办了 20 多场首发活动。与此同时，一批

国内外知名品牌、原创设计师品牌、高级定制

品牌等也将在浦东首发。

首店、首发，让浦东变得更加时尚。黄浦

江东岸，如今已成为上海的时尚集聚地。曾

经的船厂，成为时尚出发地：在江边游玩后，

坐 在 餐 厅 里 看 江 景 ，已 成 为 许 多 市 民 的 选

择。用餐后，还可以在船厂一头的剧院看场

特别的演出或参加一场新品发布。

打造面向全球市场的新品首发地、引领

消费潮流的风向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这是

浦东的新愿景。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

长何万篷说，扩大内需，就要创造需求，而首

店与首发，正是需求的再创造。

▶▶ 新体验
让 不 同 人 群 在 浦 东 找 到

各自的乐趣

迪士尼乐园所在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开放仅仅 5 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8500 万

人次，共实现旅游收入超 400 亿元，成为本地

居民休闲娱乐和外地游客来沪旅游的首选

地，成为“体验经济”的示范区和国际文化交

流展示的重要窗口。

受 疫 情 影 响 ，2020 年 初 上 海 迪 士 尼 乐

园 、比 斯 特 上 海 购 物 村 等 暂 时 关 闭 。 但 自

2020 年 5 月重新开放一年多来，已接待游客

1739 万人次，收入达 104 亿元。

浦东新区度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任金梅表示，度假区将不断强化迪士尼

乐园的引领作用，形成“游购娱住”全产业链

条。同时“东南西北”四个片区都将迎来开发

热潮，总计建设面积约 500 万平方米，集中培

育主题度假、体验购物、影视文创、商务会展、

文化演艺、生态宜居等功能。

除此之外，浦东正聚焦游戏研发运营、赛

事组织、俱乐部、内容传播平台等环节集聚电

竞全产业链，率先开展电竞运动员注册制和

电竞专业教育试点，现已成为重量级职业赛

事的首选地。

7 月 18 日 ，上 海 天 文 馆 正 式 向 公 众 开

放。高水准和专业性吸引许多天文爱好者和

青少年前来参观。同样也才开业不久，外滩

对岸的浦东美术馆已成新的网红地标，每天

预约参访的游客达到 3500 人。浦东美术馆

可饱览黄浦江一线江景，是小陆家嘴地区最

后启动开发的一块寸土寸金的商业宝地，浦

东将宝地留给了文化。

几年前，浦东做出决定，放弃一些经济效

益，建设一个能够体现上海城市精神的高品

质美术馆，回馈给市民、回馈给城市，使其成

为浦东滨江打造“世界城市会客厅”的重要载

体之一。陆家嘴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

而进介绍，美术馆由法国著名建筑师设计，大

气简约，兼具现代实用性。不算土地成本，建

设总投资超过 13 亿元。

更大规模的文化设施还在建设中。曾经

的世博园区浦东片区，沿着黄浦江的大块宝

地，即将诞生一个文化公园，面积超过 24 公

顷。“十四五”期间，上海大歌剧院、宋城演艺集

群、前滩 31、马术公园等将相继在公园落成。

浦东新区文旅局局长黄玮介绍，未来，世

博前滩地区演出座席将达到 6.6 万个，每月演

出场次将超过 300 场，每天都会有 10 场以上

不 同 类 型 的 大 型 文 化 演 出 ，供 市 民 、游 客

选择。

除此之外，马术冠军赛、射箭世界杯、环

法上海站等赛事，也将在浦东开赛，每年都将

吸引各国青年来这里打卡。

一大批文化新项目、新设施在推进、在落

地，不断丰富消费新体验的内涵。扩大内需，

引领时尚，浦东正在焕发新的魅力。

（上接第一版）

为切实保护好雪域高原的一草一木、山山水

水，近年来，西藏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实

现了河湖“清四乱”常态化制度化。同时，对全区

74 个县（区）政府开展环境保护考核，严格落实“一

票否决”制度。

“自 2016 年湿地公园正式成立以来，两岸再没

听到过采砂机械的轰鸣声。”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管

理局局长次仁卓玛说。

生态保护，需要制度护航。西藏已颁布实施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 60 多部法规规章，

制定了《关于着力构筑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建设美丽

西藏的意见》《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考核办

法》等。今年 1 月，自治区人代会通过《西藏自治区

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这是西藏首部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法规。

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不再对外开

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禁止非法穿越，普若岗

日冰川停止各类旅游接待……把最美景色深藏名

山，这些举措实为算大账，是有舍有得的生态留

白，为的是给子孙后代留下资源。

截至 2020 年，西藏投入生态环境领域的资金

已达 814 亿元。如今在西藏，自然保护地占全区国

土面积达到 38.75%，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达到 60.8
万平方公里，全区一半的区域都列入了最严格的

保护范围；天然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提高到 47%，

湿地面积达到 652.9 万公顷，生物多样性得到保

护，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良好，过去一年西藏空

气优良天数占比高达 99.4%。

增添绿增添绿

阿里，噶尔河谷。

几年前，一个重点渠灌工程，施工中却拐了个

弯，工期延长、成本增加，只为给一片百年野生红

柳林“让路”——1500 余株，一株都舍不得砍。

树，最被阿里人珍视。这里被称为“世界屋脊

的屋脊”，氧气稀薄、寒冷干旱、植被稀少。种树绿

化，殊为不易。

邻市那曲，有过之无不及。当地甚至开出重

奖：谁种活一棵树，先是奖励几千元，后来又大幅

提高奖励标准。遗憾的是，许多年仍没有人拿到

奖金。

这实在是个技术活：看着绿油油的草地，挖下

去六七厘米便是冻土层，首先得改良土壤品质；栽

下去，还得想方设法抗寒、抗风、抗紫外线，熬过长

达半年的越冬期……

2016 年，在科技部和西藏自治区组织推动下，

多家科研单位和企业在那曲探索高海拔植树绿

化。培育驯化良种、增加土壤肥力、创新管护方

案，防风墙、稻草覆盖、土工膜保温、遮阳网防晒

……5 年攻坚克难，科研人员的脸个个晒得黝黑，

换来的是累计申请专利 29 项。

今年夏天，那曲市城镇植树关键技术研发与

绿化模式示范项目基地的苗木保有量已达 30 万

株，年越冬保存率达 75%以上。那曲市区主干道两

侧，建成了 1200 米的绿化带，云杉、樟子松、高山柳

倔强挺立。

不仅守好资源存量，还要发力生态增量。

援藏干部高宝军的家乡是陕西省延安市吴起

县，是全国最早一批开始退耕还林的县。到阿里

地区普兰县任县委书记后，他带领绿化大军战风

斗沙，数年间先后栽植 10 万多株树木。援藏期满，

这位成长于山梁沟峁间的陕北汉子选择留任，让

更多山川披上绿装。

山南市隆子县，忙措村老支书索朗拉杰已带

着乡亲们种了 50 多年的沙棘。半个世纪，曾经风

沙肆虐的隆子县如今已筑起一道绵延 40 多公里、

面积 7.5 万亩的沙棘林“屏风”。

来自西藏自治区林草局的数据显示：“十三

五”期间，西藏完成营造林 596.48 万亩，森林覆盖

率提高到 12.31%，“两江四河”流域绿化项目已完

成人工造林 26.9 万亩。

用好绿用好绿

多年以后，吃上“桃花饭”的达瓦坚参，总忘不

了阿爸曾经深山伐木的辛苦。

达瓦坚参是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民。“以前

每到冬天，户户上山砍树，既当柴火，也能卖钱。”

达瓦坚参记得，小时候最冷的季节，“阿爸和乡亲

们搭个帐篷、吃住在深山，一两个月见不到人，条

件艰苦不说，辛苦一个冬天也就挣个千把块钱。”

更让人痛心的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5
吨的卡车，装满木头，两三天就拉一车。”

这样吃资源饭，必然“坐吃山空”。本世纪初，

当地一方面引导群众封山禁伐，一方面依托嘎拉

村的古桃林办起了桃花节。村民们起初半信半

疑：生态还能当饭吃？

孰料，这桃花节越办越红火，“春到林芝赏桃

花”让嘎拉村成为西藏的旅游金名片。景区管理、

特色餐饮、藏服摄影、骑马射箭……“男女老少全

员上阵，忙得不亦乐乎，今年桃花节全村旅游收入

就有 420 多万元。”达瓦坚参喜上眉梢。

至于年过花甲的阿爸，“十来年没上过山了，

桃树成了‘摇钱树’，谁敢折个枝，他就跟谁急。”

以前谈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像“凉水上面

漂酥油”，你是你、我是我；如今摸着门路、尝到甜

头 的 嘎 拉 村 人 回 过 味 来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据统计，截至 2020 年，西藏农牧民通过直接或

间接方式参与乡村旅游就业 8.6 万人次，年人均增

收达到 4300 余元。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觉推动绿

色发展、低碳发展，如今在西藏蔚然成风。

用好风水光，“绿电”滚滚来。截至 2020 年底，

西藏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接近九成，从 2015
年到 2020 年已累计外送清洁电力 65 亿千瓦时。

“ 十 三 五 ”期 间 ，西 藏 城 市 污 水 处 理 率 从

50.19%大幅提高到 96.28%，县级以上城镇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7.34%，薪柴替代、厕所革

命、环境整治等一系列举措，聚力美丽乡村建设、

助力高原乡村振兴。

…………

山水为伴，跋涉高原。从藏北牧歌到雅江奔

流，从湖泊汤汤到林海如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图景，愈发壮丽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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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电 （记者吴秋

余）中国人民银行 11
日 发 布 的 最 新 金 融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7 月

份，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 1.08 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多增 905 亿

元 。 截 至 7 月 末 ，本

外币贷款余额 192.6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8% ，月 末 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 186.5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3% ，增 速 与 上 月

末持平，比上年同期

低 0.7 个百分点。

据 初 步 统 计 ，7
月末，我国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为 302.49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7%，其中，对实体

经 济 发 放 的 人 民 币

贷款余额为 185.38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2.4%。

在货币供应方面，7 月末，广义

货币（M2）余额 230.22 万亿元，同比

增长 8.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

年同期低 0.3 个和 2.4 个百分点；狭

义货币（M1）余额 62.04 万亿元，同

比增长 4.9%，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低 0.6 个和 2 个百分点；流

通中货币（M0）余额 8.47 万亿元，同

比增长 6.1%。当月净投放现金 371
亿元。

此外，7 月份，以人民币进行结

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

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

接投资分别发生 4799 亿元、2163 亿

元、1370 亿元、360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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