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9 年，我

区 19 个贫困县区摘帽、15 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脱贫，绝对贫困基本得到消除，整体攻

坚即将取得全胜。

的确，2019 年脱贫攻坚工作是令人振奋

的一年，是成果丰硕的一年。

扛牢政治责任 攻破贫困堡垒

2019 年，全区脱贫攻坚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以消除

绝对贫困为目标，以 15 万建档立卡贫困群

众、19 个贫困县区为重点，坚持“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标准，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推进脱

贫攻坚。

坚持党政“一把手”脱贫责任制，实行干

部“四包”制度，严格落实“五级书记”遍访贫

困县乡村户工作机制；

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带头联系生态

环境最恶劣、脱贫任务最重的班戈县，走遍

19个计划摘帽县区；

自治区党委常委主动联系深度贫困地

区坚中之坚、难中之难的贫困县，市地、县

区、乡镇党委书记遍访贫困县乡村和贫困

户；

……

在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的同时，坚决攻破

贫困堡垒。

精准聚焦重点区域和特殊群体，坚持新

增资金、项目、举措向深度贫困县倾斜，累计

投入资金占全区总投入的 72%。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和《三年行动计划》规划的 1800 个（类）项目

的基础上，细化实施项目 2697 个、投资 677

亿元。已完成项目 2286 个、投资 552.3 亿元，

分别达到规划的 84.8%和 81.6%，深度贫困地

区面貌得到显著改善。

落实“五个一批”推动精准扶贫

日喀则市仁布县德吉林镇强钦村德旦

康萨传统手工业农牧民合作社成立 3 年来，

带动当地 20户贫困户成功脱贫摘帽。

该合作社创办人德吉曲珍说：“如今，通

过银行贴息贷款和政府扶持的扶贫产业资

金，我们准备扩建厂房，让更多群众在这里

稳定增收。”

2019 年以来，按照“六个精准”要求，我

区全面实施“五个一批”工程，解决好“扶持

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帮助贫

困户实现了稳定增收，提振了他们自力更生

脱贫致富的决心和勇气。

——把发展生产作为脱贫之本，发展以

青稞牦牛为主的种养业、文化旅游业、民族

手工业、商贸流通业和资源开发利用等扶贫

产业，充分利用主要河谷流域资源优势发展

河谷经济，累计投资 367.41 亿元、实施项目

2639 个，带动 23.8 万贫困人口脱贫，受益农

牧民群众超过 70万人。

——把转移就业作为增收之道，累计培

训 贫 困 人 口 15.51 万 人 次 ，就 近 就 地 就 业

18.64万人。

——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长远之计，全

区 975 个易地扶贫安置区（点）已竣工 959

个，搬迁入住 26.3 万人，占 26.6 万搬迁总人

口的 98.9%。

——把生态扶贫作为惠民之策，2019 年

落实专兼职生态补偿岗位 65.5 万个，其中建

档立卡 26万个。综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荒

山绿化、草畜平衡奖补等项目，覆盖贫困人

口 22万人。

——把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举，实施 15

年免费教育政策，连续 3 年提高“三包”标

准。累计受助学生达 231.21万人次。

——把社会保障作为兜底之法，全面落

实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制度，覆盖面达到

98.5%，贫困人口报销标准提高 5%。

补短板强弱项 构建大攻坚格局

“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底

线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脱贫攻坚战的

质量。

为切实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2019 年，我区大力实施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

程，7185 户 3.23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饮水

安全问题得到全部解决；医疗保障水平逐步

提升，贫困人口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实现全覆盖。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水平显著提

升。全区主电网已覆盖 64 个县区、4155 个

行 政 村 和 1.5 万 余 个 自 然 村 ，供 电 人 口 74

万户 287 万人，占全区人口的 83%；2019 年

续建农村公路项目 1288 个，完成巩固投资

114.86 亿 元 。 全 区 5366 个 村（居）通 达 光

纤 宽 带 、5310 个 村 居 通 达 4G 网 络 。 全 面

完成 11.8 万户农牧民家庭广播电视“村村

通”工程。

与此同时，借力援藏帮扶攻坚。连续 4

年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暨

深化对口援藏扶贫工作会议，累计签约项目

247 个、签约资金 349.48 亿元，落地项目 202

个，到位资金 155.01 亿元，对口援藏扶贫领

域更加拓展，辐射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能力更

强。

借 力 企 业 帮 扶 攻 坚 ，深 入 开 展 央 企

助 力 西 藏 脱 贫 攻 坚 行 动 ，央 企 助 力 富 民

兴 藏 和 脱 贫 攻 坚 累 计 投 资 1752 亿 元 ，既

助 力 产 业 发 展 ，促 进 农 牧 民 增 收 ，又 孵

化 带 动 本 土 人 才 。 全 面 实 施 区 内 企 业

“ 百 企 帮 百 村 ”行 动 ，推 动 683 家 非 公 企

业 、社 会 组 织 与 1009 个 贫 困 村 结 对 帮

扶 ，投 入 资 金 23.2 亿 元 ，受 益 贫 困 人 口

7.68 万 人 。

借力驻村帮扶攻坚，2016 年以来，各驻

村工作队实施扶贫项目 9272个、完成帮扶资

金 29.6 亿元。2019 年，19 家区（中）直单位驻

村点调整到日喀则、昌都、那曲和阿里 4个市

（地）深度贫困村。

压题图片：“特”与“绿”牵手，构建特色

产业体系，激活了曲水县产业扶贫的一池

春水。目前，随着曲水县秀色才纳净土健

康产业园的不断发展，园区已从民生产业

向强县富民产业跨越，并不断向工业强县、

产业富民、旅游兴县的目标前行。截至目

前，净土健康产业为贫困农牧民群众提供

务工就业岗位 2000 余个，农牧民年均增收

1.5 万元。

图为曲水县才纳乡贫困户妇女在净土

产业园区采摘花瓣，增加家庭现金收入。

本报记者 洛桑 次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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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报拉萨讯（记者 张尚华）2019 年

以来，全区医疗保障工作聚焦医疗保障

领域改革重点任务，不断提高医疗保障

水平，切实发挥医保政策兜底作用，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等农牧区贫困

人口医疗保障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全区

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全覆

盖；全面落实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制度，

覆盖率达到 98.5%。

我区现行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从政策层面把农牧区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员、无收入

的孤寡老人、孤儿等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范围，实现

了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

而对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的参保人员，实行个人不缴费政策，全部

纳入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范围，完成了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制度全覆盖，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覆盖率均达到

100%”的任务目标。

在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

平方面，农牧民大病保险起付线由原来

的 6 万元降低至个人自付医疗费用 5000

元；年度最高赔付限额由原来的 7 万元提

高至 14 万元；农牧民贫困人口大病保险

起付线降低 50%，支付比例提高 5 个百分

点。

通过政策的调整完善，进一步提高

了大病保险的整体保障水平，有效减轻

了城乡居民特别是贫困人口因患重特大

疾病的医疗经济负担。

同时，对贫困人口实施倾斜性医疗

救助政策，提高年度救助限额，普通医疗

救助限额较原有规定提高 4 万元，达到每

年 10 万元。在此基础上，对个人及家庭

自付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进一步

加大救助力度，实行重特大医疗救助，救

助限额较原有规定提高 5 万元，达到每年

20 万元。对重特大疾病亟待解决的个案

不受封顶线限制，充分利用社会救助协

调工作机制，根据救助对象困难程度等

因素一事一议、专题研究、限时解决。

通 过 对 贫 困 人 口 实 施 倾 斜 性 医 疗

救助政策，进一步增强了医疗救助托底

保障能力，切实降低了贫困人口就医负

担，有效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现象的发生。

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发

表新年贺词中指出：“2020 年是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

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 年也是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在 西 藏 ，脱 贫 攻 坚 胜 利 在

望 。 2019 年 ，19 个 贫 困 县 区 摘

帽 、15 万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脱

贫。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何打好

收官之战，确保小康路上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对于西藏而言，任

务艰巨、责任重大。

今 年 的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指

出 ，要 巩 固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 巩

固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就 必 须 以 更

加 昂 扬 的 精 神 状 态 、更 加 扎 实

的 工 作 作 风 、更 加 有 力 的 实 际

行 动 ，鼓 足 干 劲 、接 力 奋 斗 ；就

必 须 把 短 板 补 得 再 扎 实 一 些 、

把 基 础 打 得 再 牢 靠 一 些 ；就 必

须 建 立 健 全 长 效 保 障 机 制 ，确

保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 落 到 实 处 ，确 保 脱 贫 攻 坚 目

标任务如期全面完成。

要认真落实“四个不摘”，强

化保障措施，推动相关部门信息

共建共享，健全脱贫成效监测和

返贫预警机制，建好监测预警系

统，用好网络和大数据，对易致

贫、易返贫人口实行分级分类管

理，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数字准，防止

边缘户致贫、脱贫户返贫。

要 继 续 落 实 金 融 扶 贫 政

策，完善金融扶贫工作机制，全

面落实中央赋予西藏的特殊金

融 政 策 ，精 准 对 接 各 类 扶 贫 主 体 的 金 融 需 求 ，及 时

做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政策衔接，为全

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全面振兴乡村提供坚实的

政策支持。

要发挥产业基础作用，以产业就业扶贫为重点

推 动 持 续 稳 定 脱 贫 ，加 大 市 地 统 筹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特 色 种 养 、农 产 品 加 工 、文 化 旅 游 、民 族 手 工 等 产

业 ，积 极 培 育 龙 头 企 业 ，加 强 项 目 运 营 管 理 和 机 构

优化，完善法人治理，完善利益联接机制，拓宽群众

就 业 渠 道 ，让 群 众 在 产 业 发 展 链 条 中 更 多 受 益 、稳

定增收。

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坚持思想不

松、力度不减，强化问题导向和过程管理，保持帮扶政

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夯实“两不愁三保障”，推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机制、政策、投入、方式衔接，形成精

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撑、密切配合、有

机衔接的良性互动格局，确保脱贫成效可持续、乡村

振兴经得住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菲）近日，山南市永创发展建设

有限公司开展“年底贫困户分红”活动。活动中，公司董

事长巴珠为隆子县隆子镇、日当镇、热荣乡、列麦乡、雪

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了分红。此次分红活动基于

“公司+贫困户+基地”模式为贫困户发放分红资金，分红

资金涉及贫困户 817户 2252人，共计 106.2万元。

近年来，山南市永创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下辖的菜篮

子工程和隆子县聂雄乳业有限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通过养殖业推动产业扶贫，带

动和帮助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2019 年度，公司再次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扶贫的

先锋作用，与贫困户进行分红，旨在通过分红的形式反

哺贫困户，让贫困户充分享受发展红利，破解建档立卡

贫困户增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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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医疗救助托底保障能力上台阶
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制度覆盖率达到 98.5%

山南市永创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开展“年底贫困户分红”活动

过去的一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最关键的一年，在全区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区脱贫

攻坚工作硕果累累、亮点频现，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实现 62.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74 个县区全部脱贫摘帽，

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决定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为与全国一道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域上和美集团和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共同参与打造的“德吉藏家”以文旅产业扶贫为抓手，以藏式民宿为依托，将群众的生活资

料转变为生产资料，搭建“劳动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融合的多元化增收渠道，形成村民生产上的自我“造血”机制，助力精准扶

贫，巩固扶贫成果，实现可持续发展。

图为搬迁户村民嘎玛其米在“德吉藏家”服务中心前台工作。（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洛桑 次旺 摄

以实干笃定前行以实干笃定前行
————20192019年我区脱贫攻坚工作掠影年我区脱贫攻坚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尚华张尚华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国家新闻出版署

《关于 2019 年全国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要求，

西藏日报社即将收回、作废旧版记者证，启用新版记

者证。同时已对持有新闻记者证，需换证的人员（含

免考换证人员）进行了严格审核，现将符合换证人员

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日期：2020年 3月 3日—2020年 3月 13日

举报电话：宣传部新闻处 0891-6337481

西藏日报社 0891-6322735

西藏日报社符合换发记者证人员名单
廖嘉兴 扎西班典 益西加措 张晓明 达娃次仁

才郭 贡曲卓玛 扎西白吉 赵江丰 扎西顿珠

汪纯 杨子彦 陈振东 赵瑞阳 王永红 刘文涛

刘芳 吴江霞 陈娟娟 黄世俊 董秀丽 袁海霞

崔晓岗 扎巴旺青 德吉央宗 格桑卓玛 程利娜

张嘎 尕藏智华 德庆占堆 次旦多吉 次仁曲珍

李继 刘金鹏 朱杉 智幸花 郑璐 周科 朱颖

罗宗 次仁央宗 央宗 何宝霞 刘枫 旦增旺姆

贾丹 王雪 丹增罗布 旦增玉珍 白玛央金

旦增洛追 曲桑 次旦卓嘎 扎西次旺 丹增

仁增多吉 巴桑卓拉 王杰学 大普琼 白玛泽旺

丹增平措 陈志强 张黎黎 旦增西旦 李洲

姚海全 田丽 常杰 马静 李梅英 李琳 郑少杰

王雨霏 次珍 王雅慧 侯广臣 巴典曲查 赵书彬

洛丹 张遂 曾范国 张尚华 旦增平措 周波

彭琦 唐大山 周辉 白娟 蒋翠莲 格桑吉美

阿孜古丽·玉素甫 玉珍 毛娜 拉珍 王开波

孙文娟 小永 王菲 裴聪 钟夏莲 林敏 孙开远

苏显丰 查堆 王珊 尼玛潘多 韩勉 冯骥 谢伟

次仁罗布 刘倩茹 高玉洁 洛桑 游洁 德吉卓嘎

常川 德吉 洛桑旺登 杨念黎 王莉（记者部）

黄志武 蒋盖 马晓艳 卢有均 格珍 陈林

王莉（新媒体中心） 米玛（记者部）

米玛（新媒体中心） 尼玛次仁（中国西藏新闻网）

巴桑次仁（记者部）索朗德吉（藏文编辑部）

达瓦次仁（藏文编辑部）扎西（藏文编辑部）

尼玛次仁（藏文编辑部）央金（记者部）

西藏日报社

2020年 3月 3日

公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