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各行各业都在全力奋

战，广大群众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坚守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着不平凡的事。

李永强和张良玉夫妇:

夫妻双双把村驻

强基惠民驻村工作开展以来，克服各种困难、舍

小家为大家的驻村干部一批又一批，但是夫妻双双把

村驻的干部却不多。在海拔 4700 多米、条件艰苦的

那曲市聂荣县央庆布吉卡村驻村工作队，就有这样一

对夫妻队员，他们就是自治区党委党校第九批驻村工

作队队长李永强和他的妻子张良玉。

“1 月 13 日，单位最终确定驻村人员，领导说由于

今年每个工作队队员减至 3 人了，我们俩去一个就

行，但他说，既然俩人都提交了申请，还是俩人一块儿

去，让原定的另一名女同志就别去了。”张良玉在旁边

补充道。

2020 年 1 月 19 日，李永强、张良玉正式入驻央庆

布吉卡村。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李永强和张良玉等队

员除了严格按照各级党委政府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外，还要高质量完成乡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每天从早到晚都忙忙碌碌。连续 50 天来，队员们经

常是凌晨以后才能休息，而高海拔更使睡个好觉都成

为一种“奢侈”。

但是李永强和队员们没有丝毫地松懈。他们制

定的央庆布吉卡村疫情防控联防联控体系网络图，使

驻村干部、村干部、党员以及联户长的责任一目了然，

而且责任到人，点面结合，确保落实疫情防控部署无

死角、接地气、真管用；在全乡率先建立返乡人员身体

健康情况档案，成立村医疗卫生服务组，每天对重点

人员巡诊一次并详细记录身体健康情况；组建共产党

员疫情防控宣传先锋队，让每位共产党员明白、牢记、

践行三句话：“我的安全我负责、他人安全我有责、全

村安全我尽责”。疫情防控知识天天入户讲、微信群

时时讲，党员带头，人人参与，全民互动，做到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

卢坤泽：

守住一个点，护好一路人

进入 3 月，很多城市已经迎来春暖花开。但在格

尔木乃吉沟，天气依然寒冷。清晨时分，从那曲市公

安局驻格尔木一级公安检查站疫情防控点极目远眺，

戈壁滩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临近中午，气温陡

升，下车接受检测的司机连外套都懒得穿。一到下

午，便狂风肆虐、黄沙漫天。

在 当 地 ，乃 吉 沟 还 有 着 另 一 个 名 字 ，叫“ 南 山

口”。过了这个“垭口”，前行约 1100 公里，就是青藏

公路的终点西藏拉萨。

疫情发生以来，和疫情防控点所有工作人员一

样，卢坤泽最怕遇上的就是不理解的群众，特别是在

青藏线这个重要的疫情防控点上。“前面上千公里，海

拔都在四五千米以上，空气稀薄，人烟稀少。你不为

别人考虑，总得为自己着想吧！”有时面对态度蛮横的

“刺头”，他往往就这么几句话，干脆利索，绝不多说，

效果却非常明显。

3 月 1 日，从四川自驾前往拉萨旅游的李先生没

有携带身体健康证明，也没有身份证，同车的 2 名女

性更是情绪激动。“忘带身份证，我们可以帮你核实。

没有健康证明，我们可以帮你就近联系医院、联系隔

离观察酒店。”面对这位“直肠子”警察，司机最终主动

选择了调转车头。“把口罩戴好！”车子启动前，卢坤泽

还不忘再严肃地提醒一下。

守好一个点，才能护好一路人。话语不多，看似

“冷酷”的卢坤泽，实则是个热心人。

3 月 8 日晚上 10 点，一辆甘肃牌照的汽车驶入检

查站，按照规定，车内所有人员必须全部下车接受体

温监测。打开车门的一瞬间，司机被“倒灌”的冷风吹

得瑟瑟发抖，赶紧竖起衣领护住了头。卢坤泽发现车

的后排坐着 1 名老人和 1 名儿童，他和安多县人民医

院参与防控任务的护士德吉一起跑出执勤板房，到车

内为他们测量体温，检查登记办理手续。

3 月 9 日凌晨，到了交接班时间，卢坤泽走出执勤

板房，天空飘起了雪花。这时，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

陌生信息：“卢警官，谢谢您，我们已安全抵达西大

滩。”在检查站出现严重高原反应的新疆籍群众张海

龙，悄悄记下了为他提供氧气，帮他走出困境的民警

卢坤泽的电话号码，并发来了感谢信息。

心里装着事儿，眼里看得见活儿。话语不多，肠

直心热的卢坤泽在检查站里深得大家信任。

索朗扎西：

以责任坚守西藏“北大门”

“执勤人员请注意，请报告工作情况，5 分钟后换

岗！”

3 月 13 日 17 时 55 分，那曲市安多县公安局雁石

坪一级公安检查站站长索朗扎西发出指令。

雁石坪一级公安检查站海拔 4900多米，是经青藏

公路进入西藏内的第一站，素有西藏“北大门”之称，海

拔高，离城市较远，距离最近的安多县城近 200公里。

疫情发生以来，索朗扎西细细盘算着青藏线两个

最大检查站之间的区别，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两件事：

一个是如何防控得住，二是怎样服务好。

防得住必须查得细，而查得细势必耗时较长，导

致拥堵。索朗扎西急得在检查站与民警休息区来回

走，反复琢磨、反复实践，并让民警驾车模拟，终于在

最短时间内拿出了工作预案。

“实行快慢分离，大小车分道。合理规划证件查

验通道和登记区域。民警 4 人一组 4 个小时一轮班。”

为了确保民警始终保持最佳状态、最高工作效率，索

朗扎西绞尽脑汁。

这些工作措施很快见效，1 月 25 日至 3 月 8 日，检

查站几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面积车辆拥堵和人员滞留

现象。但是，随着企业复工复产，返藏车流人流量急

增，索朗扎西发现，之前的措施显然有点儿力不从心。

因长期患有高血压，他的双眼布满血丝，还总想

流泪。但是从 2019 年 12 月 20 日返岗算起，他已经在

战“疫”一线坚守了 8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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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3月 30日讯（记者 李梅

英）近日，为充分发挥金融支持春耕备

耕作用，人民银行日喀则市中心支行

积极落实各项金融支持政策，督促指

导辖区内金融机构积极做好春耕备耕

金融服务工作，3 月以来，向全市农牧

民群众发放了用于购买农用机械、牲

畜、机具、拖拉机、播种机等春耕备耕

所急需的信贷资金 1.32亿元，助力全市

春耕备耕顺利开展。

针对县域传统企业经营方式落后、

营销渠道单一的问题，人民银行日喀则

中心支行积极督促金融机构主动对接

县域小微企业，特别是农村专业合作

社，引导合作社入驻“邮乐网”等已建电

商平台，鼓励农牧民通过线上渠道销售

特色农牧产品，帮助拓宽销售渠道，增

加经营收入。

人行日喀则中心支行

强化金融支持 助力春耕备耕

阻击疫情的忙碌身影：

不同的岗位 一样的坚守
本报记者 谢伟 张黎黎

“在家不要着急，有什么需要尽管

告诉我们。”

“要尽量少出门，出门不到人多的

地方，要戴口罩。”

“回家要先洗手，屋里多通风……”

这些，是自治区商务厅驻日喀则

市拉孜县柳乡吾木宗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黄方军近期说

得最多的几句话。

与村里的党员们一起，一遍又一

遍地巡逻，一遍又一遍地入户宣讲、消

毒，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这已经

成为全区各个驻村工作队日常工作的

一个缩影。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区

各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贴近基层、贴

近群众的优势，认真贯彻“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

求，严格落实疫情零报告制度，在基层

筑牢一道道抗“疫”防线。

1 月下旬，吾木宗村就成立了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驻村工作队和党员先

锋队一起奔走在疫情防控一线。

驻 村 工 作 队 队 长 卓 玛 次 仁 告 诉

记者，她参加了柳乡疫情防控临时检

查点执勤工作，协助工作人员测量体

温、疏通交通、登记造册等：“没有经

过专业的培训，我们心里也有些担心

能 否 做 好 这 些 工 作 。 但 是 ，我 是 党

员 ，党 需 要 我 们 在 哪 里 ，我 就 应 该 在

哪里。”

村里缺口罩，驻村工作队联系到

自治区商务厅干部德吉卓玛，经过多

方筹措，为吾木宗以及相邻的三个村

解 决 了 3000 个 医 用 口 罩 。 德 吉 卓 玛

说：“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也要

尽力为疫情防控做点事。”

几十天来，驻村工作队通过微信

群、广播、横幅、宣传页等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挨家挨户梳理返乡人员，测量

体温，抓好隔离与医学观察；走访看望

孤寡老人、困难群众，帮助群众网上缴

费、代购生活用品，把温暖送到群众的

心坎上。

2 月底，藏历新年到了。在这个家

家户户团圆的日子里，怎样劝导群众

减少聚集，严防疫情成为驻村工作队

和村“两委”的首要任务。好在通过前

一段时间的深入宣传引导，吾木宗村

的疫情防控工作也得到全村群众的理

解、支持和配合。

藏历新年期间，扎西平措的亲戚

平措准备骑走寄放在他家的电动车，

扎 西 平 措 并 没 有 像 往 常 一 样 邀 请 平

措进屋，而是让他自行骑着电动车离

开了。

扎西平措说道：“驻村工作队每天

都在宣讲疫情防控知识，号召我们要

重视健康，减少串门。我是“双联户”

户长，应该带好头。”

在吾木宗村，在雪域高原每个村

庄、社区，这样的“小事”每天都在上演

着，正是这些普通人做的这些“小事”，

为 全 区 阻 击 疫 情 筑 起 一 道 道 安 全 屏

障，织起一张张“安全网”。

吾木宗村：

干群一心 共度时艰
本报记者 王雨霏

近日，我区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积极

协助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复工复产。

图为拉萨新希望实业有限公司生产一线的员工在工作。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本报拉萨3月30日讯（记者 王菲）

近日，拉萨海关根据企业需求，通过非

接触式首次为外贸企业远程办理海关

企业资信证明。记者获悉，拉萨海关

充分利用“互联网+海关”网上平台，全

面实施非接触式海关业务办理，加大

对外贸企业的服务支持力度，取得了

积极成效。

拉萨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负责

人介绍，针对该企业地处青海、总公司

远在深圳以及现阶段人员进出藏困难

的实际情况，拉萨海关认真落实相关

便企措施，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第

一时间组织海关相关部门依法核查该

企业守法资信状况，在确认该企业在

拉萨关区无违反海关法律、行政法规

行为记录情况后，办理了首份远程海

关企业资信证明。

据工作人员介绍，实际上，企业从

提出申请到获取证明，全程只需通过

互联网递交电子材料，足不出户便可

跨省区异地办理海关业务，极大节省

了企业办事成本，为企业顺利开展进

出口业务提供了宝贵的助力。

拉萨海关加大对外贸企业服务支持力度
首次远程办理企业资信证明

本报拉萨 3月 30日讯（记者 孙文

娟）27 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

主席、自治区产业建设领导小组矿产

业专项推进组组长姜杰主持召开自治

区产业建设领导小组矿产业专项推进

组会议，研究部署推进西藏盐湖锂矿

资源开发利用相关事宜。

中国工程院院士、自治区产业建

设领导小组矿产业专项推进组副组长

多吉出席会议。

在听取我区盐湖锂矿资源开发利

用 相 关 情 况 汇 报 和 各 参 会 部 门 意 见

后，姜杰指出，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提出“支持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盐湖

锂矿资源开发，吴英杰书记、齐扎拉主

席作出批示指示，强调要推进盐湖锂

矿资源绿色发展。各地市各部门要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上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自觉推动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姜杰强调，西藏盐湖众多，锂资源

储量丰富，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发

展空间。要优化企业生产工艺，发挥技

术支撑优势，因地制宜、有序合理开发

利用，把绿色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和经济优势，打造新的经济发展增

长极。要着眼农牧民增收这个根本目

标，正确处理好资源开发与促进农牧民

群众增收致富的关系，把盐湖锂矿资源

开发打造成富民强区的产业。要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落实属地责任和

主体责任，加快推进开发建设力度，完

善项目配套设施建设，为盐湖锂矿资源

开发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

姜杰主持召开自治区产业建设领导小组矿产业专项推进组会议时强调
推动盐湖锂矿资源绿色发展
打造富民强区的优势产业

本报拉萨 3月 30日讯（记者 唐启

胜）3 月 30 日，自治区纪委监委召开全

区纪检监察系统中央专项巡视“回头

看”反馈意见整改暨脱贫攻坚监督检

查 工 作 动 员 部 署 会 。 自 治 区 党 委 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卫东出席会

议并讲话。

王卫东指出，开展脱贫攻坚监督检

查，既是强化中央专项巡视“回头看”反

馈意见整改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也是

今年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全区各级党

委（党组）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座谈会、在听取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回头看”综合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切实履行巡视整改政治责任，

全面梳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拿出“当

下改”的举措和“长久立”的思路，确保

脱贫攻坚各类问题整改到位。

王卫东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

学 深 悟 透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脱 贫 攻

坚 、治 边 稳 藏 重 要 论 述 ，提 高 政 治 站

位，做到在学习贯彻党中央和自治区

党 委 重 大 决 策 部 署 上 讲 政 治 不 讲 特

殊、讲实绩不降标准；要在整改反馈问

题的同时，举一反三推动系统整改、全

面整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监督

责任整改与专项治理结合起来，盯住

下一级党委（党组）书记，加强对整改

工作全过程监督，以精准问责压实整

改责任；要加大问题线索处置力度，严

肃查处扶贫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为巩固脱贫成效提供坚强保障。

王卫东在全区纪检监察系统中央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
意见整改暨脱贫攻坚监督检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

强 化 巡 视“ 回 头 看 ”反 馈 意 见 整 改
为巩固深化脱贫攻坚成效提供监督保障

科技助力生态环境保护

我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计划年内完成
本报拉萨3月30日讯（记者 王超）

日前，记者从 2020年全区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视频会议上获悉，2019 年，我区生

态环境系统编制《西藏自治区生态保护

红线勘界定标技术指南》，落实 230.11

万元建设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一

期）。2020 年，我区将协调推进生态保

护红线评估优化和勘界定标，完成生态

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一期）建设。

据了解，该平台完成了红线监管

数据资源库的构建，具备生态保护红

线多源异构数据的快速入库、查询、统

计分析、展示和输出、自然保护地人类

活动遥感监测和地面核查信息台账管

理等功能，对于提升我区生态环境保

护红线监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