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莉）记者从团区委获悉，今
年，我区面向22个省区市（17个援藏省市和山西、江
西、河南、广西、西藏）共招募642名“西部计划”西藏专
项志愿者，其中研究生支教团108人。

截至目前，来自20多个省份的2020年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已陆续抵达拉
萨，并开始了为期4天的岗前培训。结合疫情防控实
际，此次培训中，团区委充分依托新媒体平台，运用

“西藏青年志愿者”微信公众号推出了“2020 年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线上培训讲座，邀
请区内 8 名讲师和项目办专职人员录制教学课程视
频，进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边稳藏重要论述》《西藏区情
与西藏历史文化讲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西藏专项政策解读》等专题讲解。志愿者均按照培
训课程要求，各自进行线上视频学习，并参与线上网
络结业测试。培训结束后，“西部计划”自治区项目
办还将选派专人赴各市地协助开展志愿者交接和岗
前指导。

为确保此次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
志愿者岗位对接工作顺利进行，“西部计划”自治区项
目办还协调区卫建委、区第三人民医院联合开展了全
体志愿者核酸检测工作，确保进藏志愿者安全健康到
岗。

“西部计划”西藏专项招募对象为17个援藏省市
以及山西、江西、广西、河南等地高校应届毕业生，志愿
服务期为1—3年，志愿服务期间享受生活补贴、社会
保险和就业优惠政策等待遇，服务期满后鼓励在服务
地就业或流动就业。

截至目前，“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已累计吸纳了
9600 余名大学毕业生进藏服务，3000 余名志愿者
在服务期满后选择扎根西藏就业创业。广大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活跃在基
层各条战线，在基础教育、农牧科技、医疗卫生、社
会治理、法律援助、文化建设等多个领域从事志愿
服务，为充实基层力量、改善人才结构、促进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推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增添了
新的活力。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7 月 26 日，拉萨贡嘎
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新建航站楼项目（俗称“拉
萨贡嘎机场 T3 航站楼”）迎来钢结构封顶，标志着
航站楼主体结构施工完毕，工程全面进入装修施工
阶段。

拉萨贡嘎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是自治区“十三
五”重点项目工程，是在建海拔最高的干线机场，全球
规模最大的高高原机场之一。由中建八局承建的T3
航站楼总建筑面积为94722.51平方米，与拉萨贡嘎国
际机场原T2老航站楼首尾相连。

中建八局项目经理孙燕介绍，2018 年 9 月，公司
荣幸地承接工程的建设任务，组建优秀项目管理团
队，甄选优秀劳务队参与项目建设。尤其是今年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项目团队采取设置隔离区、分批
包机进藏等措施组织劳动力复工，24 小时不间断施
工，多措并举在项目建设方面不遗余力保质保量达成
预期目标。

据悉，T3航站楼屋面结合我区雪莲花，呈莲花瓣
形式，其工艺主要是钢结构屋面桁架。整个工程建
设用钢量占比较大，开工至今，该项目共使用钢筋 1
万吨，钢筋总长度相当于川藏铁路总长的 1.5 倍；共
使用1万吨的钢构件用量，相当于1座埃菲尔铁塔的
重量。

据中建八局项目负责人介绍，为确保钢结构卸
载节点，项目部积极有序组织复工复产，从 2 月底
起，项目部组织钢结构工人分批次抵达拉萨，历时 4
个月完成高空焊接施工，焊丝长度可绕地球赤道 1
圈。

孙燕表示，为保证该项目能按期完成验收并
投入试运营，项目部将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增大
劳动力与机械设备投入等，保证建设任务如期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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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黎黎

扫黑除恶路上没有“暂停键”
——城关区公安分局决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年

今年我区共招募642名“西

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

拉萨贡嘎机场 T3 航站

楼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图为在阿里地区公
安民警和相关人员的共
同协作下，学生有序进入
考场。

本报记者 彭琦 摄

阿里公安阿里公安““警相随警相随””

助力小升初考试助力小升初考试

金珠西路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娱乐场所进行从业人员信息核查。
本报记者 张黎黎 摄

3 月，在工作例会上打响扫黑除恶案
件线索“清零行动”；

5 月，曲米路、八一社区、藏热路率先
在拉萨市推行创建无黄无赌无毒的“三无
社区”试点工作；

7月，再次下发《关于严格管理娱乐场
所的通知》；

2020 年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大动
作”背后，是城关公安分局重拳出击，以空
前力度向黑恶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坚决打
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大决战的强烈
决心。

分级监管、动态升降
“信息既鲜活又准确”

“截至目前，嘎玛派出所辖区没有一
个一级监管场所。”嘎玛派出所教导员姜
斌满脸成就感地说。

2019 年 9 月，《打击整治黄赌违法犯
罪常态工作机制》《行业场所“分级监管”
工作机制》在整个拉萨市城关区辖区的
出台和运用，标志着城关区行业管理迈
向了标准化、规范化。在这个分级监管
的方案里，城关区公安分局将辖区内全
部娱乐服务场所纳入管控名单，根据前
期民警进行的治安要素详细摸排信息，
分为三个不同级别，采取不同级别的监
管方式。

“三级场所依托社会力量管控；二级
场所依托辖区派出所日常检查管控；一级
场所由民警巡查监管、严密关注、重点管
理、蹲点守候、每日检查、每月会议等措施
进行管控。”城关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梁光文介绍说，这种分级管理还是“动态
升降”的。

那怎么进行动态升降管理呢？由辖
区派出所根据行业场所每年各项检查情
况进行等级评定，实行年度考评管理，根
据考核情况对到达降级或升级管控条件
的场所，将相关材料报送至治安大队审核
后，进行级别调整。

“分级监管后，实现了警力的‘精准对
接’，在治安形势差的场所投入大量警力，
确保该场所的有序运营；一旦这些场所在
考核中‘成绩’上升，进行‘升级’，就可以
把警力及时抽调到其它群众更需要的地
方去。”对于这样的实时调整，作为一名在
基层派出所工作多年的指导员，姜斌很是
赞同。

包片定责、以案促改
“打击不断层、监管无漏洞”
王海龙是娘热乡派出所的一名网格

民警，定时、定点去走访、摸排是他每天的
“必修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响后，他
又添了一个新身份：辖区各场所的包片民
警。

包片场所最近有没有“黄赌毒”、有
没有出现什么“涉黑”线索……这些都是
包片民警在日常摸排中要额外留意的。
不过作为一名 90 后民警，两岛派出所治
安民警徐水杰把“信息+警务”巧妙地运
用了起来，通过建立自己和包片场所之
间的“微信群”，及时掌握场所负责人的
思想动态和场所运行情况。同时也借助

“微信群”及时转发扫黑除恶相关各项政
策。

城关公安分局政委尼玛次仁接着向
记者介绍说，除了管控的常态化外，城关
公安分局还投入33万余元用于视频监控
管理平台端口建设，自2019年12月开始，

将辖区全部行业场所的监控探头接入各
派出所监控室，确保管控无盲区、无死角。

创建“三无社区”、兑现举报奖励
“织密群防群治联动网”
5月14日，城关公安分局205会议室

迎来了5名特殊的“客人”：对违法犯罪线
索实名举报的群众。

当城关区公安分局纪委书记洛桑扎
西把8000元举报奖励送到这5名举报人
手中时，他能感觉到这笔钱背后沉甸甸的
那份信任。“在扫黑除恶这项长期斗争中，
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和支持度是制胜的关
键。”

截至目前，城关公安分局扫黑办已分
2批次兑现群众举报奖励，向8名举报群众
发放举报奖励资金13000元，彰显了公安
机关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的决心，更广
辟了涉黑涉恶线索来源。

有了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对公安机关
打击黑恶势力的信心，城关公安分局率先
在拉萨市开展的“三无社区”试点工作也
就应运而生。

在八一社区，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场
景：2人一组，从早上9点至凌晨2点，对社
区进行全方位的巡防。在创建“三无社
区”之初，金珠西路派出所就联合金珠西
路街道办事处，重点对“黄赌毒”开展巡
防。加强对出租房、家庭客栈、茶园、浴足
房、按摩房等的检查，从源头上避免卖淫
嫖娼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滋生。

“截至7月初，八一社区未发生一起涉
黄、涉赌、涉毒案件。”金珠西路派出所八
一警务室警长嘎玛说。

一系列强腕措施后，得到的必然是
安定、祥和的生活环境。“现在经常看见
民警在辖区宣传、走访，晚上的街道比以
前安静多了，我们的经营环境也好了很
多。”对于目前的生活和经营，老友青年
旅社负责人周涛很是满意。和周涛有同
感的还有龚自芳——八一路“让鸭脑壳
飞”的工作人员：现在，晚上吃完饭耍酒
疯的少了好多。

群众的话语最有说服力。当然，有说
服力的还有数字。

据娘热乡派出所数据统计，2020 年
一、二季度相比2019年，辖区治安、刑事案
件发案率分别降低36%、57%，实现了“发
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目标。

据城关区政法委依托各乡办开展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满意度测评,从发放的
1 万 份 测 评 表 来 看 ，群 众 满 意 度 高 达
98%。

发案率在减少、满意度在提升、居
住和经营环境在改善、群防群治网在织
密……但在扫黑除恶这项斗争中，永远没
有“暂停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