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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通门，藏语意为“一见则喜”。自脱贫攻坚工作开

展以来，谢通门县立足资源禀赋，以打造“一见则喜”产

业品牌为重点，持续做好扶贫产业项目建设和发展，让

百姓共享产业发展红利。2018 年，该县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0500元，较 2015年增长 35.6%。

截至目前，谢通门县贫困人口由 2016 年初的 2723 户

10663 人减少至当前的 0 户 0 人，贫困发生率由 23%降至

0%，产业扶贫成为谢通门县脱贫攻坚工作的一大亮点。

瞄准高质量，提升含金量

走进达那答乡，占地 345 亩的珠峰一见则喜生物科

技产业园区内，一排排温室大棚和厂房美轮美奂。该园

区集菌棒制作、食用菌生产培育加工、废菌料饲料加工、

职业技能培训及生态观光休闲体验于一身，带动 120 人

实现稳定就业。

在园区的大力帮助下，达那答乡 258 户农牧民群众

在自家门口也搭建起了温室棚，种起了蘑菇。园区通过

提供菌棒、开展培训、帮助销售等“一条龙”服务，让小蘑

菇撑起了更多群众的小康梦。

崔小群是园区的技术人员，从事食用菌研发培育工作

已有 35年。除了手把手培训指导附近群众学习食用菌种

植技术外，他还承担了园区“菌种培育实验室”的研发工

作。“目前园区杏鲍菇已经实现量产，平菇、香菇、金针菇、

金耳、银耳已经完成试验。随着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的不

断变化，我们有信心优化蘑菇品质，调整蘑菇生产品种和

比例，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崔小群说。

2016 年至今，谢通门县已规划发展生物科技示范园

区项目、谢雄藏鸡养殖基地项目、高原喜菊种植等 18个产

业项目，计划总投资 2.402 亿元，现已开工 17 个并完工 15

个，累计完成投资 1.5亿元，直接带动 1731人增收，形成了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群众参与的产业发展格局。

打好绿色牌，走出特色路

近年来，“温泉旅游”逐渐“升温”。徜徉卡嘎镇卡嘎

村，天然温泉“浇灌”出的养生福地让人流连忘返。

“我经常来这里泡温泉，身心都得到了很好的放松，

这里住宿环境不错，还可以买到很多特产。”来自日喀则

市的旦增说。

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卡嘎村在谢通门县委、县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

理念，依托“卡嘎温泉旅游小镇”项目，建起了 2 家集体温

泉民宿、15 家家庭温泉浴室和 17 家家庭旅馆。温泉热气

腾腾，当地百姓生活蒸蒸日上。

谢通门县还积极打造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

风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新业态，完善“吃、住、行、游、购、

娱”等旅游产业链，因地制宜、稳步推进三产融合，做大

做强本土绿色、有机、环保、健康、特色产业，促进群众持

续增收。谢通门县依托县民族手工业街区，扶持皮具、

藏刀、唐卡、木雕等特色手工艺品制作工坊、合作社，开

发彰显民族特色、适销对路的手工艺产品，真正使民族

特色手工业成为农牧民实现增收的产业之一。

嵌入产业链，共享利益链

在谢通门县珠峰一见则喜谢雄藏鸡养殖基地，970

余户农牧民加入藏鸡养殖产业链，每户年均增收 3000 余

元。传统藏鸡养殖注入现代产业“基因”，谢雄藏鸡摇身

一变成为致富“金凤凰”。

养殖基地员工普布次仁高兴地说：“有了良种繁育、

有了科学的孵化和养殖技术，藏鸡的品质更好了，我们

的收入也更高了，大家伙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纷纷加

入藏鸡养殖行列。”

在 联 结 贫 困 群 众 上 ，谢 通 门 县 打 出 了 一 套“ 组 合

拳”，让老百姓有了真金白银的获得感，喜笑颜开的幸福

感。通过建立健全“公司+园区（基地）+合作社+农户”产

业扶贫模式，谢通门县以覆盖 95 个行政村的 435 个合作

社组建发展为抓手，吸纳 2 万余名农牧民群众（含 1.57 万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边缘户）通过资金、土地（草场）经营

权、牲畜、设备、技术等参股入股合作社，为 5349 名贫困

户、边缘户提供了就业岗位。

一项项产业项目的实施、利益联结制度的完善，让

谢通门县脱贫攻坚工作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华

丽蜕变。

谢通门县立足资源禀赋，以打造“一见则喜”产业品牌为重点，让百

姓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产业扶贫迸活力 共赴全面小康梦
本报记者 陈林 汪纯

本报拉萨 6月 17日讯（记者 王菲）聚焦媒体融

合，探讨合作发展。16 日下午，正在自治区党委党

校学习的全区 68 位县（区）委宣传部部长来到西藏

日报社参观考察媒体融合发展情况。

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考察了西藏日报社新媒体

中心、藏文媒体中心和中央厨房，听取了西藏日报客户

端、藏文新媒体建设运行情况介绍，观看了西藏日报社

融媒体建设情况视频短片，参观体验了新媒体演播室。

“新媒体平台如何‘涨粉’”“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要抓住哪些关键点”……参观结束后，考察团就

关心的问题与西藏日报社领导和各业务部门负责

人进行座谈。座谈会就县级融媒体和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思路、74 县网群运行情况进行了深入

分析，并对西藏日报社与各县新闻宣传合作情况及

下一步的工作打算进行研究讨论。

考察团一行表示，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学以致

用，希望能够经常开展交流活动，积极寻求技术支

撑，对接相关宣传业务，扎实推进县（区）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将其打造成为展示良好形象的综合平

台，着力讲好当地故事，传播当地声音。

近年来，西藏日报社不断提高新闻宣传工作水平和

舆论引导能力，积极探索西藏特殊区情下的媒体融合发

展道路，大力推进新媒体建设，全力促进新闻队伍整体

转型，着力打造“两微一端”报社新媒体品牌。2018年，

西藏日报社率先在全区建成了全媒体“中央厨房”并投

入使用，西藏日报藏汉双语客户端于2017年7月1日正

式上线试运行，并于今年5月21日全新改版。

全区县全区县（（区区））委宣传部部长赴西藏日报社参观考察委宣传部部长赴西藏日报社参观考察

聚 焦 媒 体 融 合聚 焦 媒 体 融 合 探 讨 合 作 发 展探 讨 合 作 发 展

“民族团结是我区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这是我区各族人民的共识。在自治

区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

议上，《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区创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票通

过，这是首个自治区层面出台的民族团

结事务地方性法规，它的出台和实施正

当其时，意义重大，是我区创建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区的法律依据。”近日，记者

专访区党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副教授靳海波时，他这样说。

靳海波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践相结合的

创造性举措，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民族政策的主线，始终是我国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的有效载体。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

部署和要求。《条例》的出台和实施就是

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重要指

示，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

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重要原则，坚

守总书记‘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

础性事业抓紧抓好’的谆谆教导的体

现，对做好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

里程碑意义。”

不仅如此，靳海波表示，《条例》8 章

48 条，包括总则、工作职责、社会协同、

宣传教育、创建表彰、组织保障、法律责

任、附则，以区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实

际特点为基础，以宪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为依

据，用法的形式规范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这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背景

下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

域自治法》的重大实践，保障了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活动行进在法治轨道上。

除此之外，靳海波告诉我们：“我长

期从事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教学研究宣

讲工作，宣讲授课专题有《习近平关于

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巩固

和发展民族团结》等，在宣讲过程中多

次与各级各界学员讨论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的经验启示、载体方式等相关内

容，对如何做好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也做

过深入思考。《条例》的出台如指路明

灯，我一定会把《条例》学好学深，融会

贯通并纳入课程体系。同时，我也坚

信，《条例》的实施必将能促进我区各族

群众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

关系，使他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和工作

学习中加深了解，不断增进感情，更加

自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维护者、推动

者、促进者，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形成

政治上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百花齐

放，经济上共同发展，情感上相互亲近

的民族团结盛景。”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巩固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大好局面
—访区党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靳海波
本报记者 王雨霏

本报日喀则 6月 17日电（记者 陈

林 扎西顿珠）6 月 17 日，西藏县级电网

企业全面实行“直管”暨拉孜县供电有

限公司国有产权整体无偿划转协议签

订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我区首家国网

直管的县级电网企业正式成立，意味着

我区农电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电力体制改革社会关注

度高、影响面广，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十三五”期

间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

意见的通知》《关于西藏县级电网企业

全面实行“直管”的框架协议》，按照

“政府主导、企业实施、无偿划转、政策

支持、试点先行、稳妥推进”的原则，通

过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日喀则市

人民政府、拉孜县人民政府共同努力，

积极履行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全面

提高代管县供电企业经营管理、安全

生产、供电服务水平，使得农电代管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拉孜县供电

有限公司已完成清产核资、权证办理、

职工安置、人员用工、资产无偿划转、

社保统筹、发展用地请示、国有产权登

记证书办理等前期所有工作。

国 网 日 喀 则 供 电 公 司 党 委 副 书

记、总经理张立锋表示，下一步，国网

日喀则供电公司将贯彻落实自治区党

委、政府关于农电改革决策部署，进一

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充分发挥

电力企业的管理、技术和人才优势，全

面提升电力企业的管理水平，确保安

全生产、经营，职工队伍稳定和谐，改

革稳妥推进。

我区首家县级电网企业实现国网直管

本报拉萨6月17日讯（记者 孙

文娟）16 日，自治区应对疫情工作

综合协调组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区

党委常委会精神，分析研判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疫

情防控重点工作。区党委常委、自

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 、综 合 协 调 组 组 长 姜 杰 主 持 会

议。

自治区副主席罗梅出席。

姜 杰 指 出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以 来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深 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 神 和 党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科 学 防

治 、精 准 施 策 ，夺 取 疫 情 防 控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阶 段 性 胜 利 。 当

前 ，全 球 疫 情 还 在 蔓 延 ，“ 外 防 输

入 、内 防 反 弹 ”压 力 仍 很 大 ，特 别

是 邻 国 疫 情 持 续 爆 发 ，国 内 部 分

地 区 疫 情 反 弹 ，给 我 们 再 次 敲 响

警钟。

姜杰强调，千里之堤，溃于蚁

穴 。 要 克 服 麻 痹 思 想 厌 战 情 绪 ，

一 时 一 刻 不 能 放 松 ，一 丝 一 毫 不

能 松 懈 ，坚 决 筑 牢“ 外 防 输 入 、内

防 反 弹 ”的 安 全 线 。 要 加 大 关 口

管 控 力 度 ，机 场 、火 车 站 人 员 密

集、流动频繁，是防控工作的重点

和 难 点 ，要 从 严 从 紧 落 实 防 控 措

施，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未雨绸缪

做好防范工作。要加大督促检查

力度，活禽、水产品市场等要做好

消 杀 、抽 样 检 查 等 工 作 ，因 地 制

宜 、因 时 制 宜 管 控 好 酒 店 、商 场 、

超 市 、景 点 等 人 员 密 集 的 活 动 场

所 。 要 加 大 联 防 联 控 力 度 ，对 来

自境外的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

人员，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及

时 动 态 掌 握 、确 保 管 控 到 位 。 要

加 大 群 众 教 育 力 度 ，引 导 群 众 持

续 做 好 科 学 防 护 ，落 实 好 科 学 佩

戴 口 罩 要 求 ，保 持 安 全 的 社 交 距

离，坚决切断疫情传播渠道，防止

出现疫情新燃点。

姜杰在自治区应对疫情工作综合协调组会议上强调

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 筑牢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安全线
罗梅出席

本报拉萨6月17日讯（记者 张

尚华）16 日下午，自治区副主席罗

梅率队在拉萨市检查调研基层单

位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和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开展

情况。

在亨通物流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 和 拉 百 超 市 ，调 研 组 一 行 实 地

察看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情

况，详细了解生鲜食品进货渠道、

进货台账和安全保障情况。调研

组 强 调 ，要 毫 不 放 松 抓 好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坚 决 克 服 麻 痹 思

想，始终绷紧防控之弦，巩固好来

之 不 易 的 疫 情 防 控 成 果 ；要 高 度

重 视 食 品 安 全 工 作 ，加 强 食 品 日

常 检 疫 和 溯 源 管 理 ，确 保 进 货 渠

道正规、食品质量合格达标，全力

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调研组对拉萨市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开展情况给予

充 分 肯 定 ，强 调 要 进 一 步 贯 彻 落

实好国家和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

署 ，及 时 总 结 经 验 ，认 真 统 筹 谋

划 ，协 同 推 进 电 子 商 务 进 农 村 工

作 高 质 量 开 展 ；要 进 一 步 完 善 物

流 体 系 建 设 ，不 断 夯 实 农 村 电 子

商 务 发 展 的 基 础 条 件 ；要 加 快 构

建 电 商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重 视 人 才

培 训 和 储 备 ，为 农 村 电 子 商 务 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自治区领导在拉萨市开展调研
罗梅率队

本报日喀则 6月 17日电（记者

扎西顿珠）6 月 8 日到 16 日，自治区

总工会督战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

困，调研产业队伍建设、基层工会

组织建设及工会改革等工作，并召

开日喀则市及各县城市困难职工

解困脱困领导小组座谈会。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区总工会

主席洛桑久美率队。

调研督战组一行深入昂仁县、

南木林县、拉孜县、聂拉木县等 13

县区，通过“听、问、看、查”方式，实

地查看工会各项工作落实情况，为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把脉问诊、

开方配药。调研督战组指出，日喀

则市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推

进工作机制健全，统筹协调有力，

规定动作落实有力，自选动作效果

明显。

调研组要求，日喀则市各级各

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常态机

制，做好统筹协调，强化精准识别，

为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打

好基础；要持续发力，强化组织建

设，分明身份界定，加强技能培训，

提高思想引领，加大维权服务；要

坚 持 因 地 制 宜 ，关 注 新 业 态 新 领

域，稳步推进八大群体工会组织建

设；要持续加强工会自身深化改革

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凝聚人心，充

分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

区总工会在日喀则市“把脉”

困难职工解困工作
洛桑久美率队

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决定
（2020年 6月 17日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30次主席会议通过）

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 30次主席会议

决定：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于 2020年 6月 23日至 24日在拉萨召开。建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自治区副主席作我区“十四五”规划

编制情况报告；围绕我区“科学制定‘十四五’规划”协商

议政；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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