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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次珍 见习
记 者 平措郎加）17 日 上 午 ，西 藏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
全区检察机关依法整治拖欠农民
工 工 资 问 题 相 关 工 作 新 闻 发 布
会。

记 者 从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了 解 ，
2021 年 1 月 至 2022 年 12 月 ，全
区检察机关共办理涉农民工工资
支 持 起 诉 案 件 483 件 ，其 中 支 持
农 民 工 起 诉 106 件 ，综 合 运 用 支

持起诉、调解等方式，帮助农民工
追回欠薪 2378 万余元；依法打击
拒 不 支 付 劳 动 报 酬 违 法 犯 罪 ，惩
治 恶 意 欠 薪 ，受 理 审 查 逮 捕 涉 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7 件 7 人，
审 查 起 诉 17 件 17 人 ，起 诉 3 件 3
人 、不 起 诉 11 件 11 人 ；加 强 行 政
检 察 监 督 ，全 区 检 察 机 关 共 受 理
涉农民工工资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案件 36 件，审结提出检察建议 34
件 并 全 部 被 行 政 机 关 采 纳 ，有 效

促进了依法履职、依法行政，维护
了 人 民 群 众 合 法 权 益 和 社 会 稳
定。

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
题，全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一手
托两家”职能作用，着眼于有效维
护 农 民 工 的 合 法 权 益 ，在 办 理 拖
欠 农 民 工 工 资 检 察 监 督 案 件 中 ，
充 分 发 挥 司 法 专 业 优 势 ，运 用 调
查 核 实 、公 开 听 证 等 方 式 查 清 案
件 事 实 ，保 障 农 民 工 工 资 按 时 足

额 支 付 。 同 时 ，针 对 案 件 中 暴 露
出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
不 行 使 职 权 行 为 ，积 极 、稳 妥 、审
慎 开 展 行 政 违 法 行 为 监 督 ，及 时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切实
履 行 监 督 管 理 职 责 ，落 实 农 民 工
实名制管理、工资专用账户、工资
保 证 金 等 相 关 制 度 ，在 解 决 个 案
问 题 的 基 础 上 ，以 点 带 面 推 动 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依法治理和
源头治理。

2021 年 9 月 29 日，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西藏自治区法治宣
传教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12 月 1 日正式
实施。《条例》的出台是我区推进普法依法治理
工作向纵深发展、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制度体系
的务实之举，是建设法治西藏的重要举措。

近日，记者专访了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秘
书长杨耿，听他谈谈如何结合《条例》做好普法
工作，提升公民法治意识。

杨耿介绍，《条例》作为全区第一部法治宣
传教育地方性法规，提炼固化了多年普法中有
效的工作机制和经验做法，明确了党的领导和
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及
构建齐抓共管的“大普法”工作格局，进一步强
化了法治宣传教育的刚性要求，将普法工作由

“软任务”变成“硬指标”，对全面深化西藏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区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实现
了有法可依，为加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提供了
有力法治支撑，是我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发展
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杨
耿认为，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好《条例》，
做好普法工作，重点做好三项工作：

一是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
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谁用工谁普法”普法责任
制，建立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清单、重要工作提
示单、重点任务督办单、履行普法责任评价书

“三单一书”制度，实行“清单化”管理、“对账
式”考核，持续强化普法联动重点事项跟踪督
促、结果评价，推动普法责任落地落实。

二是围绕“法律十进”工作要求，利用广
场、公园、景区、街区等公共场所，挖掘和丰富
法治元素，将法治宣传教育和区域文化景观相
融合，因地制宜建设法治文化阵地。以重点普
法对象为突破口，规范法治宣传教育阵地创建
标准和工作要求，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阵地
示范创建活动，助力实现“精准普法、生动普
法、有效普法、高质量普法”目标。

三是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充分利
用大数据、智能机器人、微信小程序、电子触摸
屏、普法短剧、动漫微视频等新媒体手段，开展
常态化、立体式和多层次的线上线下宣传活
动，进一步延伸法治宣传教育触角，促进法治
供需双方良性互动和普法资源共享，提高普法
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群众是法治宣传的主要受众，我们必须
要坚持服务群众导向，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热
点难点法律问题，充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宣
传形式，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精准施策，全面
提升公民法治意识。”杨耿表示，一是坚持分层
分类分众普法，针对不同对象制定个性化、精
准化普法菜单，推广“下单配送”普法模式。二
是针对重点普法对象，聚焦群众身边鲜活的人
物和案事例，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学得会、
喜欢看的方式开展普法宣传，让法治宣传教育
更接地气。如，制作汉藏双语法治动漫、普法
歌曲、快板和小品短剧、舞台剧等。三是进一
步丰富双语普法内容。四是迎合新媒体发展

“视频化”大趋势，采取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
形式，创作发布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汉藏双语法
治短视频，服务基层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实际。

走进林芝边境管理支队派边境
派出所，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面写满
感谢语的锦旗，鲜红的锦旗是群众
们对林芝派边境派出所一年来工作
的巨大肯定。面面锦旗，传递着群
众的认可；句句感谢，蕴含着派边境
派出所民警们的担当。锦旗在白墙
的映衬下显得熠熠生辉，仿佛在诉
说着它们背后的感人故事。

每年春节假期的尾声，都是游
览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游客返程
的高峰。2022 年春节期间，林芝
市大部分地区正值雨雪天气，道路
常 常 覆 盖 着 厚 厚 的 积 雪 。 2 月 5
日，派边境派出所接到游客报警求
助电话，称车辆被困景区。

派边境派出所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救援预案，派出 5 名民警火速
赶赴现场，抵达后，民警们迅速分
工合作，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用
铁锹清理车身周围和底盘积雪，为

被困车辆装上防滑链……
经过一个小时的艰难救援，民

警们终于将被困车辆救出。在成
功救出被困车辆后，由于沿路积雪
很厚，民警们又提着铁锹继续清理
沿路的积雪，2 小时后，民警们将被
困车辆送至安全路段。“谢谢你们，
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就无法安全
离开这里了，太感谢你们了。”游
客们不停地感谢，并为民警们竖起
了大拇指。

“这个冬天，雪很大、天很冷，
但我们看到群众车辆脱困，游客相
安无事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不
值一提……”民警周海波颇有感触
地说到。

2022 年 2 月 15 日，正值元宵
佳节，派边境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接
米 林 县 公 安 局 指 挥 中 心 转 警 称 ：

“有人在辖区索松村购买了一批特
产，但感觉质量不好，希望退款，请

派遣警力，前往处理。”在接到值班
室通知后，民警赵恒升和正在视频
的未婚妻说道，“我出去处理点事
情，一会回来聊，记得吃汤圆。”只
听视频那头“出去注意安全”几个
字还没说完，赵恒升就匆忙挂断视
频，着急地向装备室跑去，穿起装
备和同事一起赶往纠纷现场。

到达现场后，赵恒升与同事了
解了大致情况，分别与店家和顾客
进行协商，挨个摆事实、讲道理，通
过 劝 说 ，店 家 愿 意 退 还 顾 客 购 买
金，顾客也意识到自己刚刚态度不
好，双方相互道歉，并通过微信将
钱退还给了顾客，对民警耐心细致
的劝解表示感谢。看到他们握手
言和，赵恒升和同事脸上露出了笑
容。

“两位警官、大妹子今天是元
宵节我锅里刚煮了汤圆，坐下来一
起吃吧！”元宵节这天傍晚，在索松

村不足 20 平米的店子里，民警和
群众吃着热乎乎的汤圆，一股甜味
从糯米皮中喷涌而出，驱散了他们
之间闹心的纠纷。

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坐落于
林芝米林县派镇，由于景区海拔较
高、地势情况复杂，常常会遇到游
客在景区内迷失方向被困等问题。

2022 年 3 月份，派边境派出所
接米林县公安局转警称：游客严某
的同伴韩某独自一人徒步前往派
镇格嘎温泉，已失联四个小时，请
派遣警力进行搜救。

时 间 就 是 生 命 ，警 情 就 是 命
令，派边境派出所迅速做好任务部
署 。 由 于 景 区 地 域 广 阔 、地 形 复
杂，游客具体位置无法确定，加之
景区特殊山地环境，民警只能徒步
进行地毯式搜索，给搜救工作造成
较大困难。

通过现场查看游客可能前往
的线路，搜索可能出现的足迹，民
警罗智华通过以往搜救经验判断，
游客极大可能前往格嘎温泉后山
的一片湖泊。

最后，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艰难
搜索，民警们终于在山腰附近发现
了走失的游客，找到游客时，他已
无体力再上山，天已渐晚，游客进
退 两 难 ，手 机 又 无 信 号 ，导 致 被
困。民警检查了一下游客身体状
况，确定无大碍后将其安全带出了
景区。游客韩某对自己贸然徒步
的行为表示深深的自责与后怕，同
时对边境派出所民警的全力救助
连连感谢。

在 2022 年，林芝派边境派出
所共救助车辆 35 次，救助游客 275
人次，成功调解矛盾 37 次，为群众
们安全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并收
到锦旗 15 面。面面锦旗不仅承载
着当事人对派边境派出所民警的
感激之情，更加映衬出民警们为群
众 服 务 的 初 心 ，他 们 用 坚 定 的 意
志、真挚的情感、澎湃的热情演绎
着为群众服务的故事，那年寒意虽
浓，但民心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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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锦旗映初心

本报南木林电（记者 王杰学）近
日，南木林县普法办组织开展了线上
基层普法队伍和法律明白业务培训。

培训邀请南木林县政府法律
顾问欧珠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授
课人，详细解读《民法典》之婚姻家

庭编和合同编主要内容，并引导基
层普法队伍如何建立法治思维等
方面作专业解读。全县乡镇综治
干部、司法助理员、乡村两级法治
宣传员、法律明白人等 300 余人参
加线上培训。

培训中，律师针对授课对象，
专门按照工作职能进行针对性的
线上法治培训教育。通过以案释
法形式，用通俗易懂、循序渐进的
方式，针对民法典中婚姻家庭和合
同编重点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和分

析，引导基层普法队伍、法律明白
人进一步认识到法治建设的重要
性 、从 而 建 立 法 治 思 维 。 通 过 培
训，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法典》
的掌握和了解，提高了依法办事、
依法履职的能力。

南木林县普法办

开展基层普法队伍和法律明白人业务培训

■本报记者 王香香

让普法有法可依
——访自治区党委政法委

副秘书长杨耿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香香）在刚刚过去的
2022 年，由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新城联络路特
勤站一级消防士、装备技师、特种车辆驾驶兼
操作员李飞参与研发的“折叠式灭火器背架”

“隧道灭火消防车”专利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
权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其 中 ，隧 道 灭 火 消 防 车 由 清 障 车 改 良 而
成。李飞曾带领团队先后发明了山地收带机、
防脱水带接口、便携式气动工具组、模块化履
带运输车等装备。

在 努 力 工 作 的 同 时 ，李 飞 积 极 发 挥 队 伍
“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努力带动身边每一位同
事，学习专业技能，刻苦砺炼本领，不负党和人
民的重托。他说：“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
我希望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身边的每一
位战友。”

西藏消防两项

发明获国家专利

图为营救被困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