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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妇女素质，拉萨市妇联动员各级妇联

组织开展了“巾帼建新功”系列活动，持续推进了“巾帼脱贫行动”。

图为妇女们在学习剪纸手艺。

本报记者 央金 摄

建设团结美丽健康幸福新拉萨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

行。2019 年，拉萨市城关区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深入践行

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各项重大发展机遇的

基础上，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以“人民满意”为目标，将改善人民生活、增

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群众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教育均等就业不愁——
不负最殷切的民生期待

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2019年财政投

入教育资金 2.47 亿元，占上年本级财政收入

的 26.5%。新建幼儿园 1所，实施改扩建项目

15个、小型维修项目 14个，消除中小学“大班

额”班级 43 个，落实“三包经费”1.42 亿元，营

养改善计划专项经费 1673.84 万元。落实

2224 名学生教育补助金 1000.03 万元。“名校

办分校”“盟校共同体”深入推进，“5个 100%”

教育目标初步实现，顺利推进“三通两平台”

“家园共育”等全国信息化试点项目，校领导

陪餐制度全面推行，组团式教育援藏全面深

化，以自治区最高分顺利通过省级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评估验收。17所学校向社会免费开

放体育馆 203次，累计群众使用 8500人次。

就业创业环境持续改善。整合 1000 万

元资金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对城关

区 1918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建立“一对一”就

业帮扶机制，入户走访宣传引导率达 100%，

组织 13次专场招聘会及岗位精准对接会，实

现就业 1899 人，就业率达到 99.01%。实现

城镇新増就业 3775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

业 4861 人，跨县区易地搬迁就业 806 人。21

家小微企业入驻“双创”示范基地，带动就业

140 人。4 家企业成功申报市级第三批科技

型中小企业。

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筑牢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健康城关建设平稳推进。基础医疗资

源布局不断完善，“15 分钟健康服务圈”顺利

建成，当巴社区卫生服务站即将运营，“一街

道一中心”“一街道十医生”的配备标准全面

落实。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出售西药、藏

药 482.15 万元，惠利群众 82.5 万元。开展高

血压及糖尿病筛查工作，累计筛查 13 万人

次。成功创建全区第一个县区级疾控中心

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医联体”建设持续深

化，16 家区属医疗机构与北京通州区 16 家

医疗机构签订帮扶协议，八廓、吉日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分别与中日友好医院、北京东城

鼓楼中医院签订“医联体”协议。“一站式”医

疗服务有效推进，兑现医疗救助 184.91 万

元。

住房保障扎实有力。实施 7129 户城镇

棚户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加措棚户区一

期改造项目顺利完成居民回迁。概算投资

22.09 亿元，实施加措二期、加荣、洛堆等棚

户区整体改造项目。投资 387 万元，实施阿

坝林卡外围道路基础设施改造项目。投资

2.85 亿元，实施 12 个民生基础设施改造项

目。投资 3.59 亿元，分 3 期推进 1001 套公租

房建设项目，目前一期主体建设基本完工。

环境改善收入增加——
重视最朴素的民生愿望

乡 村 建 设 有 序 推 进 。 投 资 4529.02 万

元，实施娘热民俗风情园、西藏军区总医院

到娘热沟段道路改造工程。投资 4991.44 万

元，用于维巴沟、米琼沟防洪工程。在夺底、

娘热、蔡公堂街道设置 9个供水片区，群众饮

水安全得到保障。蔡公堂街道市政管网工

程和“暖入户”项目扎实推进，《拉萨市城关

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初稿

编制顺利完成。

城 市 低 保 收 入 稳 步 提 升 。 认 真 落 实

《关于稳步提升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

三年行动计划》，城市低保金提高至每人每

月 1064 元 。 城 市 低 收 入 群 体 从 2018 年 的

2872 户 4853 人，降至 2036 户 3180 人，同比

减 少 836 户 1673 人 。 特 困 集 中 供 养 率 达

100%。

农牧民增收持续增长。以产业项目发

展促进农牧民增收，全年在建项目吸收农牧

民 1266 人就业，带动工资性收入 1129.74 万

元，人均月收入达到 1115.46 元。通过增加

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

净收入等方式，预计实现农牧民增收总收入

24062.62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1370

元。

道行致远，不忘初心。未来，城关区将

继续把民生改善放在发展首位，贯穿改革始

终，让每一名普通百姓从心里感觉到“日子

更有奔头”。

把民生作为幸福的落点，让人

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

有信心，这是发展的初心所在。随

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也不断增

强。我们要以民生为大，以民生优

先，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统筹做好各项

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让人民群众

实实在在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补齐民生短板，最大限度保障

和改善民生。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得到满足，就是最实在、最普

惠的幸福。要坚决落实财政政策

保基本民生的要求，深入推进教育

现代化、全民健康保障、文化旅游

提升、公共体育普及、社会服务兜

底公共服务工程，集中力量做好普

惠 性 、基 础 性 、兜 底 性 民 生 保 障 。

这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

发展质量，为办好民生实事创造良

好的条件、奠定经济基础，为补齐

民生短板“加码”，为保障和改善民

生提供有力的支撑。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

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过去旧的

问题解决了，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又

会出现新的问题。随着物质文化

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会有新的需要和愿望。要想不断地满足，必须不断地保障

和改善，始终不断地刷新起点，不断地向着更高的目标推

进。新形势下，我们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对衣食住行的需

求，还得不断改善生活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更高要求。

要多联系群众，走进农户家中、走到田间地头，多了解、倾

听人民群众的心之所需、心之所盼，帮民困、解民忧。

民生问题关系人民的生活。民生，事关初心、事关小

康质量。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从群众最切身利益、最关切问题抓起，建设民

生工程，办好民生实事，用群众的满意度标注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

本报拉萨讯（记者 裴聪）近日，由拉萨市人民政府、江

苏省对口支援西藏拉萨前方指挥部主办的“苏拉一家亲·
迎春高原情”拉萨净土健康产品南京展销会在南京农副产

品物流中心会展中心举行。

来自拉萨市的 28 家重点企业参展，展品有食品、饮品、

藏药材、饰品 4 大类近 200 种，包括牦牛制品、青稞制品、藏

鸡蛋、藏红花等。据悉，此次展销会现场共销售 128 万元的

拉萨净土健康产品。期间，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和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拉萨市商务局、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

苏宁拼购签订了共同推进拉萨健康产品销售推广三方合

作备忘录，西藏天佑德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西藏高原

天然水有限公司和南京众彩宜鲜美配送有限公司签订代

理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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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净土健康产品在南京展销
28家重点企业参展

本报拉萨讯（记者 裴聪）为确保全市消防安全形势平

稳，近日，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公安派

出所、乡镇（街道）群防群治力量，在全市开展集中夜查行

动。

此次夜查中，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出动检查组 25 个。

检查组采取不打招呼、随机抽查的形式开展检查活动，当

场整改火灾隐患 143处，下发责令立即整改通知 33份，责令

限期整改通知 2 份。据了解，在春节、藏历新年即将来临之

际，拉萨市消防部门将紧盯节庆活动、娱乐场所、宾馆饭

店、商业市场、居民社区、小单位小场所和其他夜间营业场

所，以及群租房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检查。

拉萨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

近日，四川省遂宁市安居籍在拉萨农民工座谈会举

行。座谈会上，遂宁市安居区驻拉萨农民工综合服务站成

立。图为安居区驻拉萨农民工服务站授牌仪式。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裴聪 摄

百 姓 生 活 更 有 奔 头
—拉萨市城关区2019年民生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 裴聪

2016 年大学毕业，主修国画的王

巧巧毅然来到西藏，成为姜昆黄小勇

希望小学的一名美术老师。“我从小

喜欢画画，也希望那些和我一样喜欢

画画的孩子都会画。”然而，学校对王

巧巧的关注点远不止于画画。

“ 你 对 陶 艺 、玩 泥 巴 有 没 有 兴

趣？”2018 年 12 月，学校校长唐素芳

的 一 句 话 让 王 巧 巧 怔 了 好 一 会 儿 。

唐校长说：“我想在学校开设陶艺课

程，打造属于姜昆黄小勇希望小学的

亮点……”

“当时也没有多想，觉得这是新

思 路 新 特 色 ，值 得 一 拼 。”2019 年 元

旦 ，王 巧 巧 一 个 人 去 了 江 西 省 景 德

镇，开始了为期 9天的陶艺课程。

“陶艺”听着是很文雅的词，其实

不止累还脏，“整天都要摸泥巴，衣服

脏了，手也脏了，成为‘泥人’了。”王

巧巧说，付出总是艰辛的，但收获却

是甘甜的。

学成归来之后，王巧巧有了新的

动 力 —— 倾 尽 所 学 与 孩 子 们 分 享 。

2019 年新学期，她的陶艺（泥塑）兴趣

班 开 课 了 ，第 一 批 学 生 有 来 自 三 年

级、四年级的学生，有汉族、藏族、回

族等学生。王巧巧给学生发泥巴，让

他们自己发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学习陶艺的基础上，王巧

巧加入了自己的独特创意，一时间竟得到不少学生的喜爱。

有一名搬迁转学过来的学生叫扎西曲宗，“很腼腆、很爱学

习，还记得当时跟我打招呼的声音，几乎听不到……”王巧巧手把

手地教她拉坯、让她当小组长，一发现她有进步就会鼓励她。现

在的扎西曲宗已经是王巧巧的得意门生了，可以兼职做其他学生

的小师傅，遇到听不太懂汉语的学生，还主动替老师翻译，教他们

陶艺技巧。

“孩子们的创造力总会让我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是感动、欣

慰、惊讶。我相信只要作为老师不忘初心，孩子们总会让我们收

获惊喜。”王巧巧欣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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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木 县 素 有“ 藏 香 文 化 之 源 ”

“藏文鼻祖之乡”“拉萨作坊”等美

誉，拥有“三绝七技”丰厚的文化传

承，被称为“文香故里”。

在多年的实践中，北京市各区

县 与 尼 木 县 建 立 了 深 厚 的 援 藏 情

谊。据了解，北京先后投入援藏资

金 12420 万元建设尼木藏鸡原种保

护基地，投资 2100 万元建设贫困户

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北京德青源

进驻尼木，实现了现代化规模养殖

从“0”到“1”的突破。截至 2019 年 12

月，尼木县藏鸡存栏 52000 羽，全年

实现经济收益 300 余万元，直接带动

建档立卡贫困户、低收入户 65户 390

人年均增收 1.2万余元。

更令人兴奋的是，曾经毫不起

眼的小山沟尼木县卡如乡，如今摇身

变成“拉北环线”旅游热门景点，卡如

村更是获得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殊荣。据

了解，这得益于北京援藏精准扶贫奔

小康示范乡项目，充分挖掘千年核桃

林、野生桃树林、高山灌木林、温泉地

热和紧邻 318 国道的优势资源，先后

投入援藏资金 9000 万元，实现了产

业融合发展和群众收

入多元化。2019 年 6

月运营以来，实现经

济 效 益 480 余 万 元 ，

带动贫困群众稳定就

业 28 人，人均月收入

2800元。通过项目运

营以及合作社经营，

2019 年 预 计 全 乡 59

户贫困户和低收入户

户均增收 1.2万余元。

对口支援西藏工作组还利用无

土栽培种植技术，投资 5499.2 万元

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园，改变粗放的

农产品生产经营模式，昔日荒滩变

良田。

此外，对口支援西藏工作组投

资 1182 万元建设尼木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中心。展示中心琳琅满目

的非遗产品、净土产品吸引着络绎

不绝的游客前来参观体验，他们对

“尼木三绝”的传承、制作技艺更是

赞不绝口。

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

近期，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

东嘎村组织村“两委”班子成员、下

沉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开展大学

生就业创业政策宣讲活动。

东嘎街道相关负责人及基层平

台工作人员针对 2019 年应届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开展入户走访活动，调

研 就 业 情 况 、开 展 政 策 宣 传 工 作 。

工作人员为大学生们发放了《拉萨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资料汇

编》，讲解了当前拉萨市灵活就业、

技能培训相关补贴政策和申请创业

贷款的对象范围、申请金额、放款期

限、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及办理流

程等。

此外，东嘎街道协同堆龙德庆

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开展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进一步

促进农牧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

和 创 业 。“ 通 过 就 业

创业宣讲活动，我对

自 己 的 未 来 更 有 信

心了，不管是就业还

是创业，我都能在党

和 政 府 的 帮 助 下 实

现 工 作 的 梦 想 。”宣

讲会现场，高校毕业

生尼玛桑珠告诉记者，党和政府、村

委会倾尽全力帮扶未就业大学生，

不仅在政策、资金上支持未就业大

学生，极大增加未就业大学生就业

和创业信心，更为他们提供了广阔

的发展思路和新空间。

北京援藏支持尼木乡村振兴

“文香故里”生机勃发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堆龙德庆区东嘎村

宣讲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

剪
出 美 好 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