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地·林芝
2020年 7月 6日 星期一

主编：卢有均 责编：马晓艳7

本报巴宜电（记者 王珊）2020 年“四讲四

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进入“巩固”之年，林芝

市高起点谋划、高规格推进、高效率落实，推动

“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往深里做、往心

里做、往实里做。

——探索理论政策创新讲，确保宣讲教

育有方法。林芝市“四级书记”带头宣讲，各

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因地制宜，结合不同群

体的文化层次、受教育程度和学习生产生活

实际，创新方式方法，开展一系列便于群众参

与的宣讲活动。截至目前，共开展“讲党恩

爱核心”宣讲 4100 余场次，受教育群众 28 万

余人次。

——探索查短补弱成效性，确保整改落实

有回音。林芝市以查短补弱大讨论为重要抓

手，多形式、广范围组织群众通过“查短”检视

自身问题，通过“补弱”提高自我能力，使“四讲

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成为发展完善自我、

推动社会文明和谐进步的重要途径。截至目

前，全市累计开展查短补弱大讨论 500 余场

次，参与群众 2.3万余人次。

波密县各村党支部陆续开展“四讲四爱”

查短补弱大讨论。讨论会上，党员干部、农牧

民群众围绕第一节点“讲党恩爱核心”内容，结

合工作生活实际，对政策理论学习、转变思想

观念、养成文明风尚等多个方面开展自我剖

析，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明确了下一

步的努力方向。

巴宜区更章门巴民族乡门仲村党支部组

织群众开展“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第

一节点查短补弱大讨论。60 多名党员干部群

众你一言我一语，通过近两个小时的讨论，既

一针见血地指出活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又

明确下一步学习教育的重点，碰撞出思想火

花，实现群众的自我剖析、自我教育和自我提

高。

——探索群众参与积极性，确保实践活动

接地气。林芝市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以群

众为中心，开展群众爱参与、愿参与、能参与的

实践活动，提高广大群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主动性。截至目前，全市共开展实践活动 1343

场次，受教育群众 9万余人次。

波密县松宗镇中心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开

展以“朗诵心怀党恩、行动拥护核心”为主题的

演讲比赛，12 名学生围绕“讲党恩爱核心”，以

“一颗红心向着党”“我们伟大的祖国”等为主

题开展朗诵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探索宣传教育便捷化，确保氛围营造

有热度。“网络多跑路，群众少跑路”，群众动一

动手指就能学习到新知识和新理念。截至目

前，全市共开展社会面宣传 1600 余次，各级各

类媒体刊播《“双料”书记的四年扶贫路》《田坎

上的宣讲员》《搬出半山坡 搬进幸福窝》等“四

讲四爱”新闻 210余条。

波密县玉许乡中心小学利用多媒体网络

平台，开展《赞美西藏当今幸福生活》《孩子们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网络宣讲活动，

向青少年学生讲述新旧西藏对比，希望他们珍

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争做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巴宜区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媒介坚持

每日转载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权威稿

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重点推送疫情防

控相关知识，并在各小区业主群、居家隔离人

员服务群、双联户群等各类微信和 QQ 群内，

大力宣传疫情防控相关政策、“讲文明爱生活”

相关知识，转发正能量短视频、先进典型事例

等，为群众解疑释惑，教育引导群众不听信、不

传播网络不实信息，达到群防群治的效果。

墨脱县通过集中宣传、入户教育、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在农牧

民群众中广泛开展《森林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宣

教活动，教育引导农牧民群众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助力生态文明建设。达木村开

展以“绿化家园、人人有责”为主题的植树活动，共植树各种苗木 160

株，进一步提高了农牧民群众爱林护林意识，树牢了绿色发展生态

理念。截至目前，该县开展植树造林、美化乡村活动 171场次，参与

群众达 7182人次。

墨脱县达木村开展绿化乡村活动。 本报记者 王珊 摄

本报巴宜电（记者 王珊）林芝市自然资源局第九

批驻朗县金东乡康玛村工作队开展驻村工作以来，聚

焦新时代干部驻村“七项重点任务”，在夯实基层党

建、打赢脱贫攻坚战、“扶志”“扶智”上精准发力，为美

丽乡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坚持政治站位，发挥党建引领。驻村工作队围绕

强基础惠民生，夯实基层基础，打牢执政根基，多办实

事好事，增加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以活

动为载体，凝聚力量，先后组织开展“践行初心使命、

党员抗疫先锋”“四讲四爱”“建设美丽乡村，康玛在行

动”“抓党建、促脱贫”“三除三树”等活动，进一步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密切干群关系。同时，落实基本

制度，协助村党支部学习贯彻好党内各项法规制度，

从严落实民主集中制、“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党务

村务公开等组织生活制度，使党组织生活正常规范、

严肃认真。

坚持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效。今年是脱贫攻坚

收官之年，驻村工作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巩固脱贫

成果防止返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将有返贫风险

的脱贫户、有致贫风险的非贫边缘人口纳入监测对

象，多次开展走村入户摸排工作，制定防止返贫致贫

动态帮扶机制。认真落实“四对一”帮扶机制，不定期

到结对认亲贫困户家中，访民情、拉家常、谈致富，了

解结对帮扶户思想动态，“富口袋”的同时注重“富脑

袋”，引导农牧民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让农牧民群

众明白惠在何处、惠从何来。今年以来，对全村 13 户

21 名贫困户人员开展慰问帮扶，慰问资金共计 10000

余元。

坚持“智志双扶”，补足精神之钙。积极引导贫困

家庭转变思想观念，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让勤劳致富、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举办脱贫攻坚演讲比赛，选树先进典型、身边榜

样，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用

身边脱贫致富的故事教育引导身边人，形成“一个人

能带动一片天”的榜样效应，营造脱贫光荣、脱贫感恩

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巴宜电（记者 王珊）为了让“四讲四爱”宣

讲落地有声，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农牧民群众的心田

里，朗县仲达镇林古村驻村工作队、村党支部书记、农

牧民骨干宣讲员和乡村振兴专干的身影穿梭在林古

村。他们手里拿着《“四讲四爱”宣讲提纲》，在庭院

里、田间地头和虫草采挖集中安置点，用自己真挚的

感情、朴实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向群

众宣讲“四讲四爱”和党的政策理论等，与群众打成一

片，不断强化群众感恩教育，进一步引导群众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

送讲上门，提升宣讲实效。近期，虫草采挖人员

已全部上山采挖虫草，留守在村里的大部分是年长的

老人和年幼的儿童。为确保“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

践活动工作措施落到实处，林古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与

乡村振兴专干采取走村入户送教的方式，面对面向群

众宣讲“讲党恩爱核心、讲团结爱祖国”内容，并结合

本村实际，讲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讲脱

贫攻坚政策知识，讲群众身边先进典型事例，用身边

事感召身边人。同时，积极了解掌握群众喜欢什么、

想听什么、关注什么，在下一步宣讲工作中加以改进。

劳逸结合，学习生产两不误。田间地头，三五户

群众席地而坐，听宣讲、聊家常，不懂不明当即问。林

古村驻村工作队结合“讲党恩爱核心、讲团结爱祖国”

主题，教育引导广大农牧民群众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多出去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改变落后陈旧的观念；要

懂得惠在何处、惠从何来，知党恩、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用实际行动维护好民族团结、维护好家乡稳定；

从日常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争做爱党爱国、向上向

善的好公民。

不畏艰辛，谱写宣讲新篇章。日前，驻村工作队、

村党支部书记、农牧民骨干宣讲员和乡村振兴专干越

过冰川、穿过烂泥塘，历经艰辛，经过 6 个小时的长途

跋涉，到达海拔 4950 米的虫草采挖集中安置点。在虫

草采挖点，大雪纷飞，上山采挖虫草的农牧民群众陆

续返回安置点，并在指定地方集中聆听宣讲。驻村工

作队、村党支部书记和乡村振兴专干通过自己的所

学、所思、所想，结合亲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

述党中央在教育、卫生、扶贫、民生等方面给予西藏的

亲切关怀和特殊照顾，讲述惠在何处、惠从何来，教育

引导广大农牧民群众饮水思源、不忘党恩，做核心的

坚定拥戴者、做团结的坚定维护者。在宣讲结束时，

聆听宣讲的农牧民群众齐声唱响《“四讲四爱”大家

唱》，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群众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录在聆听宣讲后表示：“听完宣

讲后，我受益匪浅，感谢党和国家给予我们那么多优惠

政策，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给予我们的关心关爱。今后，

我一定会靠自己的双手，通过辛勤劳动走上致富路，在

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绝不拖后腿。”

往深里做 往心里做 往实里做

林芝市巩固“四讲四爱”出成效

朗县仲达镇林古村：

“四讲四爱”在行动

基层宣讲不停歇

驻朗县金东乡康玛村工作队：

“三个坚持”

助推乡村振兴

巴宜区百巴镇通过搭建“约束平台”“宣讲平台”“激励平台”，着力巩固“四讲四爱”群众教育

实践活动成果，使“四讲四爱”充分融入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图为百巴镇设立的“红色流动课堂+”。 本报记者 王珊 摄

墨脱县：

村庄文明一小步 城乡文明一大步
今年以来，墨脱县组织农牧民群众通过靓化庭院、美化村居、绿化

乡村，推进全民种草植树绿化国土行动，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建设

美丽乡村，推进乡村生态振兴。

靓化庭院，做“美丽庭院”建设者

为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增强环境卫生主人翁

意识，墨脱县积极教育引导农牧民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靓化庭

院，打造舒适温馨的居住环境。格林村大力发展庭院种植，组织农牧

民群众在自家院落种菜、种树，实现家家有菜园、房前屋后有果树，既

绿化环境，也美化家园。

图为墨脱县格林村村民家的庭院里种植的花。

本报记者 王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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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脱县多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开展

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组织农牧民群众清

理村内生活垃圾和定期开展村内卫生整

治行动，进一步美化村居，提高农牧民群

众幸福感。德果村与村内 23 名生态岗位

工作人员签订岗位责任书，对岗位人员

进行半年工作量化考核。卡布村群众以

联户为单位，全面改善卡布村环境卫生，

推动美丽乡村、幸福宜居卡布建设。截

至目前，墨脱县开展村内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 513场次，参与群众达 10260人次。

图为墨脱县贡日村组织群众沿着扎

墨公路开展卫生整治活动。

本报记者 王珊 摄

绿化乡村，做“金山银山”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