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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太阳能建筑与环境”科研团队

研发新技术让房屋更宜居

本报拉萨6月 9日讯（记者 旦增旺

姆）8 日下午，全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区党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党委平安西藏

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何文浩讲话。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区

党委平安西藏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朱

雅频主持会议。

何文浩要求，要提升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

大意义，坚决贯彻党中央和区党委决策

部署，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总要求，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探索具有西藏特

色、时代特征、市域特点的社会治理新

模式，推动平安西藏建设再上新台阶。

何文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

坚持改革创新，加强治理体系建设，形

成广泛覆盖格局；加强治理架构设计，

健全五级共抓格局；加强治理方式创

新 ，增 强 治 理 活 力 ，不 断 发 挥 政 治 引

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

治支撑作用，切实提高市域社会治理

系统化、社会化、精细化、法治化、智能

化水平，努力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新模

式。要聚焦突出问题，深入开展反分裂

斗争，着力提升市域政治安全风险防范

化解水平；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着力提

升市域社会稳定风险防范能力；加强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着力提升市域公

共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加强主动服

务管理，着力提升市域工作服务水平，

真正把市域打造成矛盾纠纷和风险隐

患“终点站”。要加强组织保障，强化组

织领导、试点带动、指导推动和宣传发

动工作，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扎实推进

我区市域社会治理试点工作。

何文浩就全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强调

扎实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西藏
朱雅频主持会议

本报拉萨 6月 9日讯（记者 姚闻）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刘艳峰教授带领的“太阳

能建筑与环境”科研团队研发出了主

动式太阳能供暖全链条高效节能设计

原理与关键技术。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研究成果

能有效缓解太阳能采暖造价高、保证

率低、室内温度波动大等技术难题，形

成了西藏高原特有的区域性近零能耗

太阳能建筑体系，对改善高原藏区居

民居住生活条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

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据了解，“太阳能建筑与环境”科

研团队与西藏大学、自治区建筑勘察

设计院等单位联合建成的拉萨低能耗

太阳能示范工程被住建部评为“可再

生能源示范工程”；藏牧民定居点太阳

能供暖示范工程被《中国建筑节能年

度发展报告》收录为“中国农村住宅最

佳节能实践案例”。团队成员的共同

研究成果“西藏高原可再生能源供暖

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获得 2019 年度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全区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江白出席

本报拉萨 6月 9 日讯（记者 张尚

华）9 日下午，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脱

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江白主持

召开全区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第一

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相关

精神和吴英杰书记的批示精神，进一

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全面开展脱

贫攻坚普查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准确把握开展脱贫攻坚普查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坚持高质量、高标准、严要

求工作导向，进一步完善细化指标、压

实落实责任、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全面

系统、科学规范的普查，真实反映我区

脱贫攻坚成效，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真实准确、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

会议要求，各行业各部门要加强

协调配合，做到各项设施配备到位、人

员选派精准、材料数据准备齐全；要压

紧压实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坚持自治

区负总责、地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确 保 高 标 准 完 成 各 阶 段 普 查 工 作 任

务；要完善统计指标，抓好问题整改，

坚决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普查工作，

为决胜脱贫攻坚画上圆满句号。

6 月的藏北草原，仍是一片风与雪的世界。但是

洛旦一家人的内心却是温暖的、火热的。他们家近几

年的变化非常大，一家人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可就在 3年前，洛旦一家还是一贫如洗……

今年 27 岁的洛旦，是那曲市安多县扎仁镇擦高贡

玛村村民。洛旦家里有 6 口人，父母年老体弱，特别是

父亲，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常年卧病在床，出

门也必须依靠拐杖；妹妹年仅 14 岁，在安多县中学读

书；姐姐没有工作，在家照顾年迈的父母和洛旦年幼

的女儿。2016 年底，经过精准识别，洛旦一家被确认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据洛旦介绍，当时家里只有 20 头

牦牛、30余只羊，除此之外，别无家产。

从 2013 年开始，洛旦会利用农闲时间到安多县城

打工。由于只读过几年书、文化水平有限，他只能辗

转于各个工地打零工，如给别人盖房子、打水井、装修

室内，一个月仅能挣 1000 多元。这微薄的收入连补贴

家用都吃紧，更谈不上给父亲买药治病。“那时候，我

的压力非常大，根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洛旦说。

了解到洛旦家的实际困难后，安多县扎仁镇党

委、政府决定推荐洛旦担任村里的“双联户”户长，这

样他每个月能拿到 200 多元工

资 ，加 上 草 场 补 贴 和 打 工 收

入，勉强能够维持生计。

为 了 摘 掉“ 贫 困 户 ”的 帽

子，2016 年底，“不服输”的洛

旦咬咬牙，卖了一头牦牛，买

了一辆摩托车。平日里，他一有空就“鼓捣”自己的摩

托车。通过不断摸索和自学，洛旦的修理技术得到了

提升，村民家里的摩托车如果有小问题，都会找他帮

忙解决。

2017 年底，在那曲市、安多县两级政府的组织和

帮扶下，洛旦有机会到那曲市西藏吉萨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参加技能培训。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摩托车修

理”专业，并凭借优异的成绩毕业，取得“摩托车维修

工”职业资格证书。

2018 年初，在扎仁镇政府的帮助下，洛旦申请到

一笔贫困户小额无息贷款，共 2.5 万元，在安多县城租

下一个店面，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安多县帕那镇文化路的洛旦

摩托车修理店，小小的店面里摆满了各种摩托车修理

工具，有各类钳具、扳手等通用工具，还有焊接、切割、

仪表等专门修理设备；店铺后的仓库里，也陈列着各

种摩托车配件。洛旦告诉记者，由于他手艺好，收费

也相对较低，顾客来得也多，摩托车修理店的生意一

直很好，每月收入达到一万元钱不成问题。

除了维修店的生意外，洛旦也会接一些其他的活

儿，赚一点“外快”。安多县城有商铺需要更换招牌、

室内需要装修的，洛旦都会积极前去接洽。他常常是

出了维修店的门，就直奔下一个工作场地，或是架起

木梯、拿起工具在县城各处忙碌着；或是在室内忙着

测量、锯木，认真进行着装修的各项工序。扛着工具

箱洒下的每一滴汗水、锯木头时飘在空气中每一粒细

碎木屑，都见证着洛旦迈向幸福日子的坚实步伐。

脱贫致富后的洛旦，并没有忘记生活困难的乡亲

们。这些年来，每当他得知身边有孤寡老人生活困

难，便积极寻找途径帮助他们。2018 年 8 月，洛旦通过

村委会为建档立卡贫困老人多次捐款 500 元；2018 年

12 月，洛旦给村里几位困难老人送去慰问物资；2019

年，洛旦累计给安多县帕那镇文化小区居委会的贫困

户捐款 1500 元；2019 年 7 月，洛旦获得擦高贡玛村颁

发的“脱贫突出贡献奖”……

提起洛旦，擦高贡玛村党支部书记拉贡更是逢人

就称赞：“洛旦真是个好小伙儿，总是热心帮助乡里。”

他告诉记者，有一次，洛旦听说村委会的会议室有点

破旧，便二话不说，主动承担了会议室的装修工作，还

硬是不收一分钱。

今年 2 月，洛旦拿出几万元钱的积蓄买了一辆小

轿车，除了方便自己“跑业务”，他每天都接送妹妹上

学放学，还开车带着妹妹回家看望父母、姐姐和女儿。

临别之际，天空中又飘起了雪花。身旁，电光花

火间、防护面罩后，洛旦那执着的身影，透着追求幸福

生活的坚定信念和执着干劲。

牧区小伙子洛旦的创业历程—

敢闯敢干，开启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张宇

区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学习《民法典》
杜万华作辅导报告

本报拉萨 6月 9 日讯（徐同广 记

者 彭琦）6 月 8 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召开全区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专题视频学习辅导会，邀请最高

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

民法院《民法典》编纂研究小组副组长

兼办公室主任杜万华作辅导报告。

辅导会从《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重

大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的地位、主要构成和体例、几个重要

制度等入手，为全区法院干警准确把握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于司法审判实

务带来的变化，做好《民法典》学习宣传

实施各项工作，进行专题辅导和解读。

辅导会要求，全区各级法院要强化

时代担当，增强学习贯彻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准确把握《民法典》颁布实施的时

代背景、重大意义和对于司法审判实践

提出的新要求；要把学习好、宣传好、

贯彻好《民法典》的成效转化为做好法

院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要通过依法

公 正 审 理 各 类 民 商 事 案 件 和 以 案 释

法、法官讲法等方式，努力营造全社会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6 月 9 日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确定的第 13 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见证小康路，聚焦扶贫决胜

期”。这天上午，拉萨市档案局、档案馆在八廓商城旧市民服务中心广场举办了档案宣传展。据了解，此次宣

传展览活动共发放 2万余份宣传材料。图为 6月 9日上午，市民在观看“档案记录拉萨变迁”展板。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档案见证小康路
聚焦扶贫决胜期

琼巴同志因退休离岗、才仁郎公同志因工作调整，请求

辞去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一届

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政协章程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接受琼巴、才仁郎公委员的请辞。

黄建国、琼巴同志已经批准退休，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定：黄建国、琼巴同志分别不再担任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黄建国、顿珠旦增同志因退休，请求辞去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政

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政协章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接受黄

建国、顿珠旦增同志的请辞，报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备案。

达娃 平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增补名单
（2020年 6月 9日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关于接受琼巴、才仁郎公同志请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2020年 6月 9日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关于接受黄建国、顿珠旦增同志请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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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的决定

（2020年 6月 9日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关于黄建国、琼巴同志分别不再担任自治区政协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决定

（2020年 6月 9日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

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

（2人）

（2020年 6月 9日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增补：

达娃为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平措为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党员，西藏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杨新龙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0 年 6 月 8 日在

四川成都逝世，享年 79岁。

杨 新 龙 同 志 系 陕 西 凤 县 人 ，

1961 年 10 月 参 加 工 作 ，1971 年 12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历 任 西 藏 军

区 生 产 建 设 师 皮 革 厂 电 工 班 长 、

政 治 处 干 事 、机 修 车 间 副 指 导 员 、

师 政 治 部 组 织 干 事 ，西 藏 自 治 区

农 垦 厅 政 治 部 科 长 、人 事 处 副 处

长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西 藏 自 治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办 公 厅 办 公 室 副 主 任 、

主 任 ，西 藏 自 治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秘书长等职务，2001 年 5 月经组织

批准退休。

杨 新 龙 同 志 逝 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