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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各地各部门出台针对性措施，为企业纾困—

服务更精准 复工添底气
第二版

本报拉萨 3月 11 日讯（记者 谢筱

纯）11 日上午，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

务副主席、区国安指挥部总指挥庄严先

后来到哲蚌寺、雪社区居委会、宗角禄

康公园便民警务站和大昭寺，实地检查

督 导 疫 情 防 控 和 维 稳 工 作 落 实 情 况 。

他强调，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疫情防

控和维稳工作的各项要求，增强忧患意

识和防范风险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

主动仗，慎终如始抓防疫，履职尽责保

稳定，不断推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

安。

自治区领导许雪光、孟晓林、索朗

仁增一同调研。

“寺庙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得如何？

僧众的学习生活安排得怎样？”在哲蚌

寺和大昭寺，庄严对疫情防控和维稳工

作问得十分仔细。僧众纷纷表示，为确

保寺庙僧人和信教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寺庙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

控措施，大家都十分理解并全力支持，

庄严听后非常满意。他强调，各级寺管

会、广大驻寺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和大局意识，统筹推进寺庙疫情防控和

维护稳定工作，不断提升依法管理宗教

事务水平，确保宗教和睦、佛事和顺、寺

庙和谐。

“最近居家留观人员有没有增加？

防护物资够用吗？”一到雪社区，庄严便

向相关负责人详细询问了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情况。了解到社区疫情防控工

作科学、安全、有序进行，庄严十分欣

慰。 （下转第三版）

本报拉萨 3月 11日讯（记者 刘倩

茹）11 日上午，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召开 2020 年度第 1 次会议。会议认

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

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区党委第 128 次常

委会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部署当

前“三农”重点工作。

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洛桑江村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副主

席、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坚参传达相关精神。

洛桑江村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全

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为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全面抓好

春季农牧业生产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

了工作路径，增添了强大动力。我们要

用心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精

神实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上

来，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关于“三农”工

作的各项部署安排，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统筹兼顾、精准施策、全力以赴，抓

紧抓实抓细春耕生产，确保今年全区

“三农”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洛桑江村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按照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印发的《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

南》，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全面恢

复农牧业生产秩序，扎实做好春耕备

播等各项工作。要抓住重点，挖掘潜

力，增强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

提高本地施工队伍项目建设参与度，

加强劳务输出组织建设，切实抓好促

进农牧民转移就业增收工作。要严格

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持续加大产业

扶贫增收力度，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帮扶工作，推进消费扶贫，持续巩固

提升脱贫攻坚成果。要推动涉农项目

有序开复工，细化完善保障方案，倒排

工期、压实责任、加强调度、挂图推进，

强化安全生产工作，加快农牧区基础

设施建设，搞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农牧区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补上

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要统

筹做好农牧区疫情防控、防减灾、维稳

等各项工作，沉下心、扑下身，增强工

作本领，努力夺取防控疫情和农牧业

生产双胜利。

洛桑江村在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1次会议上强调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三农”重点工作

本报拉萨3月11日讯（记者 冯骥）

11日，自治区重点项目推进暨稳投资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强调，要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区党委常委

会会议精神和吴英杰书记指示要求，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扎实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和稳投资各项工作。

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

席庄严主持会议，区党委常委、自治区

常务副主席罗布顿珠、姜杰，自治区副

主席甲热·洛桑丹增、坚参、张延清、罗

梅、孟晓林、江白、张洪波出席。

齐扎拉指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这场严峻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统

揽全局、英明决策，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指导全国疫情防控工作在短时间

内 赢 得 主 动 ，呈 现 出 积 极 向 好 的 态

势。全区上下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经济社会发展保

持良好态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群众

生产生活井然有序。

齐扎拉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

坚持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

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统筹抓好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涉

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的重点任务，建立防止返贫监测

和帮扶机制，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

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要坚持抢

抓机遇，加快项目调度，以“十四五”规

划编制为契机，抓紧筛选一批符合国

家投资方向的项目，特别是对于国家

重点支持的项目要加强储备、尽快上

报。 （下转第三版）

齐扎拉在自治区重点项目推进暨稳投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提 高 站 位 抢 抓 机 遇 加 强 调 度
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和稳投资各项工作

庄严主持

庄严在拉萨市调研疫情防控和维护稳定工作时强调

慎终如始抓防疫 履职尽责保稳定

本报拉萨 3月 11 日讯（记者 张尚华 段敏 王

珊 史金茹 鹿丽娟）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10 日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

察疫情防控工作，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坚强有力的指导，暖心提气的话语，引发我区广大

干部群众的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一定牢记嘱

托、再接再厉，坚定信心、英勇斗争，毫不放松抓紧

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总书记的关爱和嘱托，在首府拉萨疫情防控一

线引发热烈反响。自 1 月 21 日便坚守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拉萨市疾控中心党支部副书记阿米说：“战

‘疫’一线，没有硝烟，但时刻面对着凶险的病毒，总

书记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一线，

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坚定了我们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信心。我们疾控人将继续做好疫情‘守

门人’的工作，握手成拳，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北武汉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牢记嘱托再接再厉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东风吹绿草，布谷劝春耕。走在林

芝市各乡镇的田间地头，人们有的犁地

播种、灌水施肥，有的压枝剪叶、疏花疏

果……广袤的土地逐渐苏醒，呈现出一

派“人勤春来早，田间耕作忙”的生动景

象。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连日来，林

芝市相关部门早动手、早安排，通过开

展政策宣传，实用技术培训，储备农资、

化 肥 等 措 施 ，为 全 年 粮 食 丰 收 打 好 基

础，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察隅县下察隅镇沙玛村村民索南

旺姆一大早就往地里拉运农家肥。“庄

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几日，我们

就 忙 着 备 耕 了 ，希 望 今 年 有 更 好 的 收

成。”春日下，索南旺姆一边擦着汗水，

一边说。

朗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正在将

精选的 90 斤朗县辣椒种子，打包发送给

县里的温室大棚种植点。除了辣椒种

子，朗县还为群众解决了 21 斤叶类蔬菜

种子，112座温室大棚的塑料薄膜。

林芝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市农业农村局对农用物资做了充分

准备，切实加强春播所需化肥、农药、种

子、农机具等农资调运储备工作，及时

组织群众提前对农机具进行检修，积极

引导和鼓励群众开展机耕、机播，并做

好农资市场供需监测，努力保证春播农

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截至目前，林

芝市各县（区）共完成调运化肥约 1700

吨，用于春播的农机具约 2.4 万台，满足

了春耕生产需要。

“3 月，瓜苗开花，需要授粉；4 月坐

果后，当小西瓜长到 1 公斤左右时，则需

要追肥……”在农产品试种基地，墨脱

县玛迪村“两委”、第九批驻村工作队正

在向百姓讲解西瓜育苗、管理、病虫害

防治等关键技术。

眼下，正是春耕春管的关键阶段，

林芝市各级农业农村局积极组织农技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和指

导服务，提高种植关键技术到位率。通

过组织培训、现场解答、田间指导等形

式，向农民传授测土配方施肥、日光温

室 瓜 菜 种 植 、农 机 维 修 等 方 面 实 用 技

术，为春耕生产送去了科技“及时雨”。

“村里安排的技术指导真是及时，

为我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墨脱县墨

脱镇玛迪村的村民巴桑在听了西瓜种

植培训之后，希望能够早日学会这门技

术，开拓增收致富渠道。

“这是关于粮食种植的技巧和一些

扶贫惠农政策方面的信息，给老百姓提

供不少便利！你们也都了解一下。”米

林县扎绕乡临时党支部 14 名党员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利用宣传册、横幅

标语、微信群以及入户走访等方式，广

泛开展惠农政策宣传，充分调动搬迁群

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连日来，林芝市各乡镇在广泛宣传

强农惠农政策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基层

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广

泛宣传春耕备耕、农作物防虫防害、农

作物日常管理等信息，号召农牧民群众

提早进行田土翻耕，抢抓农时，抢抓春

耕生产，加大优质特色产业的发展，大

力发展节水灌溉农业，并及时发布春耕

气象等信息，确保农牧民群众及时掌握

和了解春耕生产信息，为春耕生产提供

更多保障。

田 间 地 头田 间 地 头““ 追 春追 春 ””忙忙
——林芝市春耕一线见闻林芝市春耕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史金茹史金茹 王珊王珊 本报见习记者本报见习记者 胡文胡文

本报拉萨 3月 11日综合讯 真心真

意伸援手，一钱一物总关情。连日来，

我区爱心企业、干部群众怀揣一份份家

国 情 怀 和 责 任 担 当 ，自 觉 承 担 社 会 责

任，纷纷慷慨解囊，积极捐款捐物，共同

携手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日喀则市干部群众、爱心人士发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积极主动

捐款捐物。在吉隆县，退休老党员桑珠

捐出了自己一年的工资收入 10 万余元；

在亚东县上亚东乡，当地群众纷纷伸出

援助之手，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共同驰

援武汉疫情防控；昂仁县广大僧尼发扬

爱国爱教、护国利民优良传统，纷纷向

湖北武汉捐款，以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爱心；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干部达瓦参与捐款后说：“作为一名

党员，这时候就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

锋模范作用，为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

的支援和帮助。”在聂拉木县樟木镇，干

部职工和群众自发捐款 20.9万余元。大

家表示，2015 年，聂拉木县受尼泊尔大

地震影响，受灾严重，樟木镇各族群众

第一时间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真情援助，

帮助他们顺利渡过难关。

（下转第三版）

我区各族各界持续捐款捐物支持疫情防控

心 手 相 连 守 望 相 助

在林木丛生的陈塘沟，树下的松茸蘑菇、山间的蕨菜、

灌木丛中的野生蓝莓，这些稀罕的“山货”随处可见。如何

将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发挥出来，带动乡亲们发家致富？

这一直是陈塘镇洼雪村青年拉巴塔杰心中的一个梦想。

2015 年，在镇政府的支持下，拉巴塔杰和当地 7 名群众

成立“定结县陈塘镇特色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合作社通

过“能人带动+资金入股+效益共享”的经营模式，将采挖回

来的野货统一包装、统一销售。

凭借着“来自喜马拉雅山深处大自然的馈赠”、“无公

害无添加”的广告效应，合作社生产的商品很受消费者青

睐。拉巴塔杰也摸索着开起了网店，尝试在线上销售。

陈塘镇的山货都能卖到上海，是 60 岁的合作社成员达

瓦老人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以前我们也经常去山上采山

货，但都是留着自家吃。现在根本就不愁卖，像我这样的

老人在家门口都能挣钱了！”达瓦自豪地说。

合作社利用林下资源创造收入，通过带动就业增收，

逐步增强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2019 年，合作

社带动 19 户贫困群众增收，平均每户分红 4000 余元，合作

社还为陈塘镇幼儿园、小学、60 岁以上老人送去了 4.5 万元

的慰问金。

此外，喜马拉雅黑金耳是生长在陈塘沟里的又一味山

珍极品，其营养丰富、药用价值较高，并且产量稀少。

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黑金耳，2019 年 9 月，陈塘镇黑金

耳项目通过了县级验收。今年，基地将按成本价发放菌包

给孔定玛村 46 户搬迁户，计划以鲜耳每斤 20 元的市价收

购。

“以后，每年每户群众最少可种植 1000 包菌包，收获鲜

耳 2000 斤，每斤 20 元，即每户每年最少可增收 4 万元。到

时候，孔定玛村群众的脱贫成效一定能得到很好的巩固！”

陈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拉巴顿珠给记者算起了经济账，

下一步，我们还将通过加强宣传，利用好线上线下做销售，

让陈塘镇的山货真正走出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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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按照“离校不离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开展网

上教学，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教学工作的影响。图为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孜孜荣

村墨竹工卡县中学学生扎西次旦（左）和索朗平措通过手机软件上网课。

本报通讯员 洛克 本报记者 潘多 摄

压题图片：巴宜区林芝镇立定村群

众在田间除草。

杨志宏 本报记者 王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