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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精细化 百姓乐开花
—西藏版“枫桥经验”形成记

本报记者 旦增旺姆

深冬时节，在雪域高原广袤的

农牧区，驻村干部们依然忙碌着：

帮助村居引进项目，带领群众发展

产业，东奔西走协助群众销售农牧

产品……他们用拼搏与奉献推动

着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让一个个

贫困村居旧貌换新颜。

驻琼结县拉玉乡德庆村工作队

队长欧浩洲，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

员。“在村里待一天，我就要为群众办

一天的事，绝不能辜负组织和群众对

我们的信任和期望。”欧浩洲说。

欧浩洲认为，火车跑得快要靠

车头带，村（居）建得好关键要有主

心骨。正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

一年来，驻村工作队在建强基层组

织上用心、发力，在提升基层党员

素质、能力，加强村（居）“两委”班

子建设，激发基层干事创业内生动

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帮钱帮物，不如帮建一个好支

部。帮助基层打造一支强有力的

干部队伍，磨炼坚如磐石的基层党

建精神，是引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的重要保障。

自驻村以来，欧浩洲和队友在

基层党建等工作中不断探索、勇于

创新、积极实践，帮助村党组织实

现了由散到聚，村集体经济从无到

有，群众生活由贫到富，村容村貌

由差到美，乡风文明由乱到治，一

个 贫 困 村 蜕 变 成 了 产 业 强 、环 境

美、农民富的美丽乡村示范村。“经

过一年多的努力，德庆村的生猪养

殖项目从原来带动 8 户贫困户增加

到了 24 户，预计年底户均年分红金

额将从 500 元增加到 1500 元；就业

人数从原来的 2人增加到 4人，月工

资计划从 1500 元增加到 3000 元，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预 计 达 到 3 万 元 以

上。”欧浩洲开心地说。

在我区广大农牧区，像欧浩洲

这样的驻村干部还有很多，他们走

村串户问需问策，深入田间带民致

富，用拼搏与奉献推动乡村振兴与

脱贫攻坚，让一个个贫困村居旧貌

换了新颜，让基层群众增收有了更

为宽广的路子。

脱贫攻坚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

役中，我区广大干部职工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

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可

以说，雪域高原上，每户贫困户脱贫背后，都藏着一个

感人的故事。

在萨嘎县达吉岭乡萨拉村，有一位“名人”嘎玛塔

青。从曾经“臭名扬”的“酒疯子”，到如今“美名传”的

“勤快人”，嘎玛塔青“浪子回头”的故事，成了当地人

交口称赞的美德事迹。

“多亏了‘书记格桑啦’，送来了‘四讲四爱’。”嘎

玛塔青感激地告诉记者。他口中的“书记格桑啦”，是

萨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格桑旺堆。

2017 年，格桑旺堆入职后，经过走访，找出了嘎玛

塔青陷入贫困的“症结”：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心病’

治不好，‘穷病’就赶不走。嘎玛塔青一家要真正实现

脱贫致富，不是简单给钱给物就能解决的。”在格桑旺

堆的带领下，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双联户”户长、

农牧民党员迅速行动起来，着力转变贫困群众观念。

格桑旺堆专门带着嘎玛塔青“开开眼”，去乡里的

致富能手家看看新生活，去脱贫光荣户家听听致富

经，去村委会宣传栏数数好政策。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嘎玛塔青被彻底打动。有

了脱贫意愿，再多的难题都能迎刃而解。2017 年，在

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嘎玛塔青申请到 5

万元的小额扶贫贷款。2018 年，嘎玛塔青应聘成为垃

圾清运工，平时还到处找零活干，年底全家就脱了

贫。2019 年，萨拉村成立昔日松养殖专业合作社，嘎

玛塔青积极入股，成为合作社的“股民”和社员。

“现在发展快得很，挣钱机会也多，我越干越有

劲！以后啊，我可不能再掉队了，我还要做‘四讲四

爱’宣讲员，用亲身经历教育引导贫困户们一起奔小

康！”嘎玛塔青信心满满地说。

2016 年，对于边坝县尼木乡江果堆村的旦增巴丹

一家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年，父母相继去世，整个家

的顶梁柱轰然坍塌，只留下了二十出头的旦增巴丹、

年幼的弟弟妹妹和一位 80多岁的奶奶。

作为旦增巴丹的结对帮扶责任人，边坝县委副书

记马先元第一时间去安抚老人以及旦增巴丹兄妹的

情绪，鼓励他们要积极面对生活。

“马书记经常来我家跟我奶奶聊天，鼓励我要靠

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还给我们送大米、牛奶等生活

必需品和慰问金，他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对

待，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激他。”旦增巴丹说。

旦增巴丹告诉记者，由于家庭贫困、父母身体不

好，他很早便扛起了家中重担，没能像其他孩子一样

接受教育，为此，他只能靠体力劳动来赚钱。“马书记

为我们家的经济收入操碎了心，他经常给我出点子，

给我找赚钱的机会，鼓励我开动脑子想出路，像是我

们的大家长一样。”旦增巴丹说。

“特别感谢马书记近 5 年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

顾。现在我们兄妹三人都有公益性岗位，每年还能拿

到扶贫商店的分红，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劳动所得，现

在已经吃穿不愁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靠自己的双

手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旦增巴丹说。

次多是波密县公安局多吉派出

所的一名普通民警。自参加工作以

来，他始终以严格的标准和作风要

求自己，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心

上的事，以求真务实的实际行动表

明了初心、捍卫了使命。

作为一名网格民警，次多对自

己辖区的百姓有深入的了解。“刚

开始的时候，由于村居偏远，村民

居住分散，往往花费一天时间却统

计 不 了 几 户 人 家 ，工 作 效 率 特 别

低。”谈起入户调研工作面临的难

题，次多也很无奈。

“但是，次多从来都不是一个

轻 言 放 弃 的 人 ，整 整 两 个 月 的 时

间，他不言苦、不言累，一家家、一

户户地完成了辖区所有常住人口

信 息 ，特 别 是 暂 住 人 口 信 息 的 登

记。”提起这件事，同事们都对他竖

起了大拇指。

次多常说，既然选择成为一名

警察，那就选择了责任与担当，该

自己做的事绝不含糊，事关群众利

益的事绝不推脱。

2019 年的一天，次多接到报警

称，一户村民与当地的施工队发生

冲突。经过与村干部、双联户户长

交谈之后，次多发现，这是一场由村

民自身问题导致的纠纷。为此，次

多本着执法公正的原则，对村民进

行了关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

政策性搬迁等方面的相关规定进行

了劝说，这才解决了双方矛盾。

警 与 民 ，鱼 与 水 。 群 众 在 哪

里 ，次 多 的 工 作 重 心 就 在 哪 里 。

2019 年 4 月的一天，次多在角落村

入户走访时，了解到角落村一位 34

岁的妇女西洛，因丈夫疾病去世，

过度伤心而深受打击，精神失常，

独自居住在波密县林场，一直没有

上户。

“ 刚 了 解 到 关 于 西 洛 的 情 况

时，我很自责，因为是自己的工作

失误，才没有在前期排查中了解这

一情况。西洛没有户籍信息，就享

受不了各项惠民政策，基本医疗更

是没有保障，我应该要早点发现才

对。”次多对此感到十分愧疚，并立

马奔走为其解决了户口问题。

“以前都是家人呵护我、保护

我，现在我长大了，也该为故乡的

百姓做点事，希望能够尽自己微薄

之力，保护辖区内的百姓平安。”这

是次多最大的愿望。

“能够担任双联户户长，是组

织和群众对我的信任；担起职责使

命，让联户群众生活越过越好，是

我的职责所在。”说起自己的户长

工作，次杰感到重任在肩，要不负

信任、勇担责任。

2014 年，次杰成立了一支农牧

民施工队，是拉萨市达孜区邦堆村

小有名气的致富能人。自双联户

工作开展以来，他被推选为邦堆村

13 户村户的联户长一职。已过不

惑之年的他欣然受命，主动担起职

责，及时整理并反映群众意愿，带

头发展增收产业，热心为乡亲们排

忧解难，在“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旦增曲珍是次杰联户的 13 户

群众之一。说起次杰对大家的帮

助和付出，她满心感激：“逢年过节

和农耕秋收等这些重要日子，他都

给我们发放慰问品，提供农耕秋收

机械设备等。有他的支持，我们安

心多了。”

次杰认为，联户团结稳定是户

长的重要工作职责，“团结稳定是

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良好

发展的必要前提。”对此，他总是及

时解决村民矛盾纠纷。

次杰是个热心人。为解决传统

收割耗时耗力的问题，2014年，他出

资 14 万元为邦堆乡购置大型收割

机，并免费提供收割机所需油料；

2019 年，次杰出资邀请自治区红十

字会、日喀则市红十字会为拉孜、昂

仁、萨迦县群众免费筛查白内障患

者共计 631 人，对其中的 242 人手术

提供全部资金帮助。同时，在达孜

区精准扶贫第一期为村民修建房屋

项目上，他又赞助了 172万元。

心系乡村发展，情系乡亲冷暖

的次杰，赢得了群众的普遍认可，

村民琼达说：“次杰身上乐于助人

的品质，深深感染到了我，他是我

学习的榜样。”

每个脱贫户背后，都有一个感人故事
本报记者 汪纯 万慧

驻村干部欧浩洲：

苦 干 实 干 为 小 康
本报记者 马静

民警次多:

群众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本报记者 史金茹 王珊

双联户户长次杰：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本报记者 索朗琼珠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

理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在

今年的自治区两会上，就如何推

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打造西藏版

“枫桥经验”，提高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自治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给予了高

度关注；我区各地、各行业、各领

域也结合实际，用心用情织出了

属于西藏的基层治理服务网。

学“枫桥经验”为“娘热实践”

作为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

所”，近年来，拉萨市娘热派出所以解

决影响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为突

破口，因地制宜、创新举措，提出了在

现有社区大格局不变的基础上，将基

层社区划分成若干个单元网格，并搭

建社区信息化平台，以网格化的方式，

整合社区资源，提升社区服务质量，从

而实现社区管理科学化、数字化、精细

化和长效化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

务”理念。

“以前，很多居民在自己家中或者

巷道里给电动车充电，有的甚至从楼

上接线到地面，看着问题不大，但它却

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辖区有些巷

道窄，私宅又紧挨着，如果出现火灾，

那问题就大了。”拉萨市阿坝林卡社区

居委会主任扎西达娃说。

如今，这些担忧随着一个个电动

车集中充电点的建立已不复存在。

娘热派出所还发挥互联网优势，

建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行业场所负

责人、商铺责任人等多个警民微信交

流 群 。 民 警 随 时 在 其 中 发 布 安 全 防

范、预警信息、法律法规等内容，使群

众方便快捷掌握辖区警务动态，增强

安全防范意识。同时，群众还可以通

过微信群向民警进行警务求助、提出

意见建议、举报犯罪线索。

该所还聘请 10 名有威望的群众做

“义务调解员”，协助相关部门化解矛

盾纠纷百余起，解决拖欠民工工资、赔

偿款共计 1825 万余元。两年来，该辖

区实现了重大群体性事件“零发生”。

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王金龙是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

主任，首届西藏“十大法治”人物之一，

也是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代表。

从 2001 年大学毕业来到日喀则至

今，王金龙见证了法治在基层生根发

芽，法治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尤其是

群众法治意识得到不断提升。王金龙

对此深有感触，“以前老百姓有纠纷，

不愿意找律师，觉得家丑外扬脸上挂

不住。一年下来，不要说打官司，都没

多少人来咨询。可现在不一样了，每

天都会有群众上门或打电话咨询。”

多年来，王金龙和同事的足迹踏

遍了日喀则所有乡镇村居。在调解时

普 法 、在 诉 讼 中 普 法 、在 宣 传 中 普 法

……王金龙告诉记者，作为一名法律

援助律师，自己提供的每一次法律服

务其实都是一次普法，“我们不单单是

要宣传一条法律条款，我们更应该做

的是让群众养成法治思维的习惯，从

内心深处信仰法律、信赖政府。”

今年两会上，王金龙带来的议案

是“提高村居法律顾问的经济保障”。

他认为，建立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

引导村民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诉

求，对老弱病残等群体给予法律援助，

最大限度地做到将矛盾解决在自己家

门口，有利于化解基层矛盾，维护基层

社会和谐稳定，对基层社会治理具有

不可或缺的作用。

“全市各县区都有基层党员干部

在做这些工作，但我们依然需要专业

法律人才。”王金龙认为，律师作为第

三方中间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

够运用专业法律知识和法制思维说服

引导群众理性思考，厘清矛盾焦点，便

于疏导解决矛盾。

培养更多基层“羌吞波念”

白嘎乡地处比如县东部，作为纯

牧业乡，丰富的虫草资源是当地老百

姓的主要经济来源，随之也成为各类

矛盾纠纷产生的源头。

在“朗扎调解室”成立之前，出现

矛盾纠纷时群众都会去找他们的“羌

吞波念”（藏语“和谐使者”）朗扎。

1980 年，朗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开始担任人民调解员，整整 40 年，朗

扎一直奔走在人民调解工作一线，挽

救了许多几近破裂的家庭，拉近了长

久隔阂的邻里关系，化解了一系列一

触即发的案（事）件。

说到朗扎的调解“秘诀”，“就是真

心真情打动老百姓”。朗扎说，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只要时刻把人民群众放

在 心 上 ，想 群 众 之 所 想 、急 群 众 之 所

急、解群众之所困，就不会有做不好的

事。“为群众服务没有止境，只要我还

可 以 干 ，我 就 会 把 这 项 工 作 进 行 到

底。”这是朗扎的承诺，更是他的信念。

2018 年 6 月，西藏首个以个人名字

命名的“朗扎调解工作室”成立，许多

基层党员干部加入其中，以防范在先、

宣传先行的工作理念，主动深入群众，

走进田间地头，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

作。近一年来，调解室调处成功率达

100%，特别是成功调解村与村之间 30

多年悬而未解的草场纠纷 3 起，10 年以

上矛盾纠纷 4 起，真正实现了“小事不

出村、中事不出乡、大事不上交”。

当然，许许多多和朗扎一样的“羌

吞波念”们，正默默无闻地在为实现基

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而努力着……

1月 8日，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各代表团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图为那曲代表团的代表在认真记录。 本报记者 洛桑 次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