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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李键）记者

从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获悉，2019 年，西

藏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项目补助

等 方 式 支 持 科 技 创 新 和 科 技 项 目 实

施，全年财政科技支出达到 10 亿元以

上，财政科技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研发

投入分别增长 23%和 19%，科技对农牧

业贡献率达到 51%。

民主改革前，西藏农牧业一直停

滞在粗放耕种、靠天养畜的原始生产

水 平 上 。 在 常 年 的 投 入 以 及 科 学 种

植、养殖技术的推广下，西藏农牧业迎

来跨越式发展。2019 年，西藏粮食产

量和牲畜出栏持续增长，其中粮食产

量达到 105 万吨，肉奶产量超过 90 万

吨。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达 48.9 亿

元，同比增长 16%。

今年，西藏将加大农牧科技研究

与成果应用投入力度，引导企业加大

科技投入，确保科技投入增幅高于去

年，同时加快建设青稞、牦牛国家重点

实验室，开展 200 万亩耕地质量提升工

程和 30 万头畜种改良工程，确保蔬菜、

肉奶产量均达到 100万吨。

西藏科技对农牧业贡献率突破50%
“河湖‘四乱’问题有没有实现‘清

零’？”“冬季农村供水设施能否正常供

水？”“贫困地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短

缺、合格医生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窗口服务人员是否存在不作为慢作为

问题？”……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

开展以来，自治区纪委监委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扛起政治责任，督

促各责任单位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

问题，“点灯笼”翻箱倒柜查找不足，“用

快刀”雷厉风行解决问题，取得了显著

成效，赢得了广泛赞誉。

为做到整治内容回应群众关切、整

治过程邀请群众参与、整治结果接受群

众评判，自治区纪委监委坚持开门搞整

治，将专项整治监督举报方式、阶段性

工作成果在《西藏日报》、西藏纪检监察

网 、自 治 区 纪 委 监 委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

“ 雪 域 清 风 ”等 平 台 公

开发布，进一步发挥群

众 监 督 作 用 。 截 至 目

前，区教育厅、发改委、

水利厅、卫健委等 15 家

牵头单位共受理举报 1395 件（次），办结

1255件（次）。

整治工作要抓到位，关键在于责任

落实。自治区纪委监委紧紧抓住责任

单位不放，在专项整治中进一步发挥好

抓总的职责，认真研究部署，强化业务

指导，会同自治区 15 家牵头单位细化整

治方案，督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履

行监督责任，压紧压实地方党委政府的

主体责任、行业系统主管单位的监管和

指导责任，强化对被监督单位专项整治

工作的全过程监督，层层抓好落实。

“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到一线调查

研究、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如办事难，自

己去排队办理试试，或听没办成事群众

意见。”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王卫东在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

益问题工作有关文件上作出批示。

部署之后有行动，责任落实更有保

障。自治区纪委监委立足职责定位，联

合特邀监察员坚持每周常态化明察暗

访，不定时派出检查组对各办事窗口开

展明察暗访，倾听群众意见，查找问题

不足，对 15 家牵头单位开展上门督促工

作，检查工作开展情况，传导责任压力，

及时发现解决问题，推动专项整治深入

开展。

在自治区纪委监委的跟进督导下，

各责任单位尤其是牵头单位精心部署、

加强协作、持续发力，整治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全区市场监管部门查办食

品案件 169起，立案 96起，移送公安机关

1 起。区公安厅破获销售假冒注册商品

刑事案件 4 起，刑事拘留 9 人，涉案价值

300 余 万 元 ；没 收 并 销 毁 问 题 食 品 229

类，共计价值 8.1 万余元；集中销毁不合

格猪肉 650 公斤。区民政厅重点解决贫

困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体“脱

保”“漏保”问题。区医保局及时调整医

保门诊特殊病治疗期限和用药时间，将

原门诊特殊病每次治疗期限不超过 180

天调整为 360 天，用药时间不超过 15 天

调整为 180 天。全区住建部门共摸排房

屋租赁中介机构 179 家，约谈房地产中

介机构 13 家，查处违法违规中介机构 5

家……

为进一步堵塞漏洞，巩固成效，自

治区纪委监委督促各责任单位在达到

治标效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分析问题

产生原因，从源头上堵塞漏洞、从制度

上予以规范，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截至 2019 年 12 月初，各责任单位已完成

或正在制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100 余

项。

通报曝光是强化震慑、推进问题整

治的有效方式。日前，自治区纪委监委

会同 15 家牵头单位陆续公布了两批 11

项专项整治工作成果，拉萨市、林芝市、

阿里地区等市地纪委监委，那曲市聂荣

县、山南市贡嘎县等县区纪委监委也相

继公布了整治工作成果，一堆群众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得到有效解决，一

批可操作、可检验的整改措施，让群众

切身感受到正风肃纪就在身边、纪检监

察工作就在身边。

据了解，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我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有关问

题 149 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57 人，移

送司法机关 11 人；通报曝光典型案例 58

起 110人。

专项整治工作让一批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得到解决—

“点灯笼”找不足“用快刀”解难题
本报通讯员 次旦白珍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

蔡村村民来到村委会，领取 2019 年蔡

村集体持股分红。

图为拉萨市蔡村村民在领取年

终分红。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领分红

乐开怀

1963 年出生的白玛加措，今年 57

岁。历经半个多世纪岁月的洗礼，老人

的发丝早已黑白参半，但一颗为民服务

的初心却始终没变。

“只要群众有需要，党员干部就应

义不容辞地冲上去。”2007 年，白玛加措

当选工布江达县仲莎乡那岗行政村党

支部书记，上任伊始，他走遍下辖的五

个自然村，听取群众呼声。

桥！桥！桥！不出所料，五个村百

姓都为“桥”所困。

那岗村在远离318国道的山谷中，一

条尼洋河支流串联起五个自然村，一条乡

道是那岗村群众与外界连通的唯一通道，

而这条乡道又多次跨越河流，只要乡道上

的桥垮了，那岗村群众出村的路就断了。

“我们这边的桥一直都是木桥，风

吹日晒的，加上河水侵蚀，不定期加固

就很容易出问题。”回忆起 2008年，自己

找白玛加措整修仲村横跨仲布容河木

桥时的情景，那岗村仲自然村的才旺次

仁仍记忆犹新。

因年久失修，桥墩部分破损、桥面

部分木板断裂，仲自然村 9 米长的木桥

随时都有可能坍塌。“当时大家也很支

持整修木桥，于是，当年 4 月份，我们组

织了 70 人的队伍，断断续续干了 7 天，

把木桥重新加固了。”白玛加措说，很可

惜，2009 年，一场大雨引发河水暴涨，还

是把木桥冲毁了。

“我当时都要愁死了，桥断了就没

法去上学了。”今年 21岁的巴桑玉珍，现

在是工布江达县农业银行的职员。当

时，她住在斜自然村，去乡里读书，仲自

然村的木桥是必经之路。

就在巴桑玉珍满心担忧的时候，白

玛加措把相关情况汇报给了上级部门，不

久，上级部门派人到仲自然村查看情况，

很快，村里便拿到了建桥资金的批复。

事后，县里相关负责同志找到了白

玛加措，说他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值得肯

定，但越级要项目的做法不对，工作要

注意方法。

“村里的村民知道我‘挨批’了，见

到我就安慰我，说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村

子，他们都记在心里呢。”白玛加措说，

“那一刻，我真正感觉桥‘架’到了老百

姓心里。”

于是，2011年，白玛加措找援藏领导

申请斜自然村钢索桥修建资金，2015 年

在村村通公路的政策背景下，打报告为

那岗村村内道路硬化、太阳能电灯安装

争取修建资金，2018 年为修建那岗村幼

儿园建言献策等等。哪里有百姓的利

益，哪里就有白玛加措的身影，而与百姓

的“连心桥”，也在不知不觉间加固着。

“其实我就是把党和政府的优惠政

策传达下来、落实落地。”白玛加措说，诸

如修桥、筑路的资金都是党和政府给的，

太阳能路灯、水渠也是党和政府建的。自

己要做的就是把党和政府的政策落实好、

讲清楚，要筑牢党和群众的“连心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村子发生

很大的变化，进出村子方便了，水渠都

修到地头上了。”白玛加措说，“党和政

府的惠民政策一直无声无息地滋润着

百姓，大家也特别感激党和政府，只要

有啥号召，百姓都积极响应。现在正在

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整治村容村貌、清

理道路垃圾、做好个人卫生等等，群众

很乐于参与。”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做的都是对

咱老百姓好的事情，现在肯定也是一

样。”斜自然村村民阿牛次仁说，只要村

里组织，我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卫生清

理。“我们受党和政府这么多年的恩情，

也得想着回报不是？再说，村里环境好

了，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

白玛加措说，现在做工作好做，是

因为党和政府多年来的关心关爱被群

众真实地感知到并记在了心里，群众和

党现在是心连着心！

寒风凛冽，十年前修的仲自然村水

泥桥巍然屹立、刚铺设的水渠管道泥土

如新。白玛加措正站在那岗村村委会

会议室里，向群众宣讲党和政府的惠民

政策，声音洪亮……

把 桥 建 进 群 众 心 里
—工布江达县那岗村党支部书记白玛加措修桥记

本报记者 唐启胜

拉萨市科智映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6

月，由西藏大学理学院在读本科生张亚昊创立。

公司总经理周三元出生于 1995 年，是西藏大学理

学院研二学生；董事长张亚昊出生于 1998 年，是西藏

大 学 理 学 院 大 三 学 生 。 他 们 曾 是 同 一 个 学 校 同 一 学

院的好朋友、好兄弟，现在一起创业，成为共同奋战的

战友。

采 访 中 ，张 亚 昊 说 起 他 们 兄 弟 俩 相 识 的 情 景 ：三

年前，张亚昊考上了西藏大学理学院，那时学长周三

元是辅导员助理。“开学没多久，我们一见如故，成为

了 好 朋 友 ，后 来 便 萌 生 了 一 起 创 业 的 想 法 。”张 亚 昊

说。

张亚昊说，他们一开始成立公司的想法很简单，大

学是新的开始，作为一名独生子女，更想自强、自立，做

点有意义的事情。

周三元说，为了创业，他们共同筹备了近两年的时

间。“我带着张亚昊参加了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我们的项目‘科智映向’获得第四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自治区银奖。现在，公司主要

做文创产品、广告服务、办公套装等业务，还设计各种吉

祥物和文具等。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做一些与非遗有

关的东西，但考虑到现实、资金等因素，便先着眼学校，

从做笔记本、钢笔、U 盘等学习用品开始。后期，我们会

结合西藏特色文化，以学校为根基，进一步扎根西藏特

色文化，厚植公司产品的文化土壤。”

目前，他们公司共有 8 名员工，现阶段主要依托西藏

大学，开展文化创意产品业务，发展良好，并逐步走向社

会。张亚昊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平均每个月纯利润 2 万

多元，接一个单子就能赚到 3 万元左右。“但这个过程真

的是五味杂陈——参加比赛、建立公司、接第一个单子，

工作起来熬夜、通宵和昼夜不分，似乎成了一种常态。”

张亚昊说，“这些刻骨铭心的时光和毕生难忘的经历告

诉我，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张亚昊说，之后，想利用假期去西藏的一些偏远地

区，充分发掘当地文化资源，把西藏的特色产品推广出

去，把公司带出校园，推向社会。“我们要吸收西藏特色

文化，把公司打造成为扎根西藏、具有西藏特色及自身

独特文化充满活力、创新力的公司。”

梁建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西藏

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增补名单
（2020年1月10日政协第十一届西藏

自治区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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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月 13日讯（记者 王菲）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2020年全区交通运输

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19年，我区邮政事

业蓬勃发展，社会经济效益日益凸显。

2019 年 1—11 月，全区邮政行业业

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

收 入）累 计 完 成 5.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96%；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4.33 亿元，同

比增长 12.61%。全区快递服务企业业

务 量 累 计 完 成 778.65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19.37%。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48 亿元，

同比增长 13.06%；基本实现乡镇及以上

城市邮政网点全覆盖，实现行政村邮站

全覆盖；全区快递业务品牌 23 个，经营

网点达到 552 家，快递“向下”工程逐步

推进，县乡快递网点数量明显提升。

我区实现行政村邮站全覆盖

本报拉萨 1月 13日讯（马文 记者

王菲）随着 2020 年农历春节的临近，中

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把确保进藏

物 资 高 效 运 输 作 为 岁 末 年 初 重 点 工

作，全力以赴保障西藏民生物资运输

需求，确保我区各族群众欢度佳节。

青藏集团公司针对节日前期进藏

民生物资运输大幅增加的特点，结合

青藏铁路冬季运输和客货运输季节性

变化，进一步优化运输组织方式，科学

运用“三定、两编、一铺”的经验方法，

即：定列车、定时间、定编组，预编组、

精编组，每隔 24 小时滚动铺图，对青藏

铁路货物列车运行图进行“一日一图”

动态调整，最大程度释放了运力。同

时，利用拉萨西火车站开通散堆装作

业区的时机，优化调整运力配置，有效

提高了进藏物资的装车运输效率，为

我区节日物资高效运达提供了运力保

障。

据了解，青藏铁路冬季运输的进

藏民生物资主要有能源、粮食、建材等

类别，为准确了解西藏民生物资运输

的市场需求，青藏集团公司组织营销

人员加强对管内市场的调查，通过走

访重点客户、定期召开货主及承运单

位座谈会等措施，及时掌握粮食、日用

百货、瓜果蔬菜、饮料等节日期间进藏

民生物资的运输动态，积极引导客户

仓储前移，科学组织开行货运列车进

行错峰运输。

“针对近期管内进藏物资运输需

求增长的态势，青藏集团公司重点做

好货物装卸、车辆调配、调度指挥等关

键环节工作，努力做到节日民生物资

运输不积压、随到随运、快速周转。”青

藏集团公司调度所副主任汪文德说。

据统计，2019 年青藏铁路格拉段

日均开行货物列车 10.8 对，同比增开 2

对，累计完成进藏物资运输 769.74 万

吨，同比增长 26%，为进藏物资高效运

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青藏集团公司优化运力

保障节日民生物资高效运达

本报拉萨 1月 13日讯（记者 张尚

华）去年以来，日喀则市加快推进政务

服务流程不断优化，按照“减材料”“减

环节”“减时限”“减跑动”的要求，针对

重点高频服务事项，压缩申请人提供

的各环节材料时限，做到全流程网上

办理，实现办事群众“零跑动”“不出村

就能办、不见面就能批”。

日喀则市农业农村局将“动物及

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事项由原

来二级办理深度、承诺办理时限 7 天的

基础上改为即办件、四级办理深度，支

持物流；将“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

标准的农作物种子审批”事项在原来

二级办理深度、承诺办理时限 15 天的

基础上改为四级一体化办理深度，支

持物流，承诺时限为 10 天，并删除了无

法定依据的证明类材料。

日喀则市医疗保障局在“减跑动”

方面，将办理深度从三级标准改为四

级标准，做到全流程网上办理，实现参

保人员“零跑动”；“减材料”方面，将农

牧区新型合作医疗所需申请材料精简

统一，能够实现跨区县受理；“减时限”

方面，将承诺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的

33.3%。

日喀则重点高频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