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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村位于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朱拉乡朱拉河国

家湿地公园腹心区域，气候湿润，四季风景如画。

守着这样一个生态乐园，群众的生活却不尽如

人意：广阔的湿地区域无法耕种，人均耕地面积少。

2016 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34 户 78 人，占全村人

口的 13.2%。

2019 年 1 月，扎西桑旦从驻村的第一天起，就立

志为实现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凭着一股

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他带着四章村的群众“蹚”出

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勤走访深调研，凝心聚力谋发展

初到四章村已是寒冬，扎西桑旦也领教了湿地

气候的特别之处：与西藏常见的晴冬不同，四章村的

冬天阴冷刺骨。驻村后刚一周，扎西桑旦就患上了

重感冒，在带病坚守的日子里，他逐步体会到农牧民

生活的艰辛，驻村工作任务艰巨，扶贫工作更是任重

道远。

想法再多、喊得再响，关键还是要甩开膀子干。

扎西桑旦和队友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走遍了全村

194 户，同时邀请村“两委”班子成员、老党员、致富能

手、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双联户”户长召开座谈会，征

询他们对村庄发展的建设意见、发展思路，最终将村

情民意摸清吃透：农牧业发展基础薄弱，人口多、事

务繁杂、村党组织带动致富能力不强是制约四章村

发展的症结所在。

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扎西桑旦从抓好支

部建设开始，以落实“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为

抓手，自己率先带头讲党课，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同

时，他组织村民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引导村民破

除陈旧观念，营造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浓厚氛

围。通过持续发力，人心齐了，村民更有干劲了。

忙“输血”促“造血”，拓宽渠道促增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湿地不宜耕种，却是天然的

旅游景区。自 2013年设立朱拉河国家湿地公园以来，

随着乡村公路、观景台、旅游接待中心等基础设施逐

步完善，前往朱拉河湿地公园的游客也逐年增多。

扎西桑旦瞄准机会，对村党群服务中心暨游客接

待中心进行了整体布置，合理布局，并由村集体投资

开办了四章村合作社茶馆和宾馆，聘请 1名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专门负责茶馆和宾馆的日常经营，其他各建

档立卡贫困户轮流参与经营。茶馆年收益达 10万元，

带动全村 3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增收 2000元。

“多亏了扎西桑旦给我出的好主意，家里闲置的

2匹马用于游客骑马活动，一个夏天就能增收 2000块

钱。”说起这位第一书记，建档立卡贫困户格桑曲美

感激地竖起来大拇指。格桑曲美家里有 6 口人，2019

年起，儿媳妇旺姆在村合作社茶馆当厨师，每个月工

资有 2000 元，年底还有奖金和分红，日子越过越红

火。

看着村集体茶馆生意红火，经常一座难求，扎西

桑旦又充分发挥“双联户”户长的作用，开起了工布

江达县联合团结茶馆和朱拉乡四章村合作藏餐馆，

由 9 个联户单位牵头组织本联户内家庭自愿入股参

与经营，茶馆和藏餐馆每月收益达 8000余元，带动 1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增收。

“在扎西桑旦的指导下，村里通过建设村集体经

济项目，发展联户经营，优先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参

与经营，通过能人带动大家一起致富。”四章村党支

部书记东久尼玛介绍说。

广绿化树新风，宜居宜业奔小康

为更好地发展湿地公园旅游业，营造宜居宜业

的人居环境，扎西桑旦带领村“两委”班子集中开展

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引导群众打造干净、卫生、文明、

整洁的生活环境。

一年多的时间里，村“两委”干部和党员志愿者

在村内翻修下水道、加盖沟盖板 1100 米，栽植各类苗

木 230 余株，绿化面积达 1800 平方米，安装路灯 15

盏。同时，将环境保护和树立文明生活新风有关要

求纳入村规民约，形成人人爱清洁、户户讲卫生的群

众共识，村内实现了硬化、白化、亮化、绿化、美化，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

同时，四章村依托远程教育平台，定期组织村民

进行科技培训和劳动技能培训和最新的涉农法律法

规及各种惠农政策宣讲，增强了群众的文化素养。

如今，走进四章村党群服务中心暨游客接待中

心，庭院宽敞明亮，便民服务大厅温馨舒适，党员活

动室荣誉满墙，村集体茶馆里欢笑连连，二楼客房干

净整洁，每到傍晚，村文化广场上就会跳起欢快的锅

庄，慕名而来的游客更为村里增添了几分热闹。

在一年半的驻村工作中，扎西桑旦慢慢觉得湿

地的雨少了几分凄冷，多了几分烟雨江南的美。为

了心中那句“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扎西

桑旦步履匆匆走在四章村的扶贫路上，他的驻村故

事还在继续……

驻村干部扎西桑旦带领四章村群众，依托生态资源发展旅游业—

湿 地 里 蹚 出 致 富 新 路 子
本报记者 王珊 张猛 本报通讯员 张鸿林

山南市加查县共康村是易地扶贫搬迁新村，由加查县、曲松县、隆子县、措美县 4 县 369 户 1296 名贫

困群众于 2018年 7月搬迁组成，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48户 842人。

图为共康村易地扶贫搬迁点全景。 本报记者 洛桑 次旺 摄

近日，中国石化西藏石油分公司在拉萨举行企业开放日暨“星星之旅，感恩石化”

开营仪式，来自中国石化对口援助那曲市班戈县中石化小学的近 30 位优秀学生将在拉

萨、林芝度过愉快又有意义的 4 天暑期时光。图为学生们与中国石化西藏石油分公司

负责人分享参加夏令营的感受。 本报记者 卞琳琳 摄

本报拉萨8月 6日讯（记者 王雨霏）6

日，自治区纪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中央政

治局会议、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十九届中央纪委常

委会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会精神，按照自

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工作部署，研究贯

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王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

王卫东指出，践行“两个维护”关键在

对标对表中校准偏差、狠抓落实。全区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

党中央的大局为大局，时刻关注党中央在

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时刻跟进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紧紧

围绕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当

前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加强对常态化疫

情防控、脱贫攻坚、生态环保、防汛救灾以

及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等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精准有力的监

督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落地见效。

王卫东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民法典

和监督执纪执法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正

确处理工作中涉及民事法律的问题，保

护好涉案人员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

做到既有力惩治腐败犯罪，又保障合法

民事权利。要立足监督的再监督，对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开展专项

监督，对调研摸排和专项整治搞形式、走

过场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全面查清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背后的责任、腐败和作风

问题，为专项整治提供有力保障。

王卫东在自治区纪委常委会会议上强调

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保障大局

以精准有力的监督强执行促落实

本报拉萨8月 6日讯（记者 王雨霏）4

日，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纳木错自治

区级湖长陈永奇调研纳木错全域管理保护

和度汛情况，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落实

纳木错湖长制责任和加强管理保护工作。

陈永奇指出，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保护好

纳木错的生态环境是纳木错各级湖长义不

容辞的政治责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落实自治区全面推

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加强纳

木错管理保护，不断巩固水清景美的良好

生态。要进一步强化工作举措、创新管护

方式，加强水资源保护、水岸线管理、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整治、水生态修复。要毫不

放松抓好防汛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风

险排查，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牢牢抓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明晰压实

各级湖长、相关部门的责任，建立两市县联

席会议制度，健全责任区，加强工作协调，

做到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确保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要严格考核问责，把生态文明建

设、河湖长履职尽责情况作为考核评价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发挥好考

核指挥棒作用。

陈永奇强调，组织部门要会同有关

部门，采取自治区示范培训、地市重点培

训、县区普遍培训的方式，加强对河湖长

的培训，切实提高各级河湖长履职尽责

能力。要紧盯 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的问题，加大整改力度，确保整改成效，

圆满完成整改任务。

陈永奇在调研纳木错管理保护工作时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管理保护

不断巩固纳木错水清景美的良好生态

本报拉萨 8月 6日讯（记者 潘璐 实

习生 旦增德炯）6 日，自治区召开 2020 年

度推进全区爱国卫生运动和县域综合医

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 6月 2日专家学者座谈会和

中央深改委第 14 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听取情况汇报，交流先进经验，审议

通过《自治区卫生城镇创建工作实施方

案》，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自治区副主席罗梅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我区各级卫生

健康部门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扎实

推 进 爱 国 卫 生 运 动 与 县 域 综 合 医 改 工

作，大力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提升基

层卫生健康服务水平，加强疫情防控与

卫生健康知识宣讲，为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提供了坚强的健康保障。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

爱国卫生运动与县域综合医改的重大意

义，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加强协同配合，将卫生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以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

村建设为抓手，统筹开展好爱国卫生运

动与县域综合医改工作，深入推动卫生

健康各项工作协同发展。

2020年度推进全区爱国卫生运动和

县域综合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罗梅出席

每 年 的 8 月 8 日 是 全 民 健 身 日 。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统一部署，2009

年 8 月 8 日上午，西藏自治区首个“全

民健身日”活动在西藏大学老校区体

育场举行，标志着我区“全民健身日”

活动正式启动。如今，我区全民健身

事业历经十二年的长足发展，健身场

地设施不断完善，群众健身热情愈发

高涨，科学健身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300 多万雪域儿女以积极昂扬的精神

风貌，演绎着全民健身的精彩华章，凝

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磅礴力量。

全民健身活动精彩纷呈

2016 年 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排

舞采风展演暨啦啦操大赛，吸引了全

区 22支队伍、400余人参赛；

2017 年 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启

动仪式暨全区第一届健身锅庄舞交流

展示大赛，首次将锅庄与健身运动结

合，吸引了来自区直机关、各市地的 19

支代表队、398名选手参加角逐；

2018 年 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以

健身气功为主题，120 多名健身爱好者

齐聚宗角禄康公园举行八段锦等表演；

2019 年 8 月 8 日，全国“全民健身

日”活动西藏自治区分会场暨全区第

九套广播体操比赛，共有 12 支展演队

伍、14支广播体操队伍参赛。

以 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为时间

节点，全区上下合力组织开展各级各

类群众体育活动，将每年的全民健身

运动推向高潮。

家门口锻炼成为现实

近年来，新建城市公园配建体育运

动设施，成为拉萨城市化建设的新风

景。已建成的滨河公园，配套体育设施

包括室外足球场、笼式足球场、篮球场

及健身广场、健身步道等，每天踢球、打

球、跑步的群众络绎不绝。正在试运营

的经开区河畔公园，市民可以在公园内

进行垂钓、泛舟等多种休闲运动。目

前，沿拉萨河健身带已初步成型，极大

地方便了市民外出健身运动。

目前，遍布城区的全民健身活动

站点成为拉萨市民家门口健身的最佳

去处。经统计，目前拉萨市区达到一

定规模的全民健身站点有 38 个，每天

参与健身的群众达 2万多人。

据全国体育场地专项调查数据统

计，截至 2020年 4月 7日，全区共有体育

场地8180个（其中室内体育场地941个，

室外体育场地 7239个），与“十二五”同

期相比增长 120.84％；场地面积 526.99

万平方米，与“十二五”同期相比增长

26.94％。全区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

地 24.26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56 平

方米，为群众就近就便健身提供了保障。

体育活动走进基层

自 2018 年全区启动实施在干部驻

村工作中开展“送体育、送健康、送文

艺”（以下简称“三送”）活动以来，自治

区体育局迅速行动，统筹整合体育资

源，推动送体育下基层活动深入扎实开

展。2018年，全区“三送”暨送体育下基

层活动先后前往林周县、浪卡子县、丁

青县、昌都市、白朗县、米林县、亚东县

等地，举办了 12场以“马术表演”“民族

传统体育培训”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惠民

活动，累计惠及群众达 16 万人（次）；

2019年，全区“三送”暨送体育下基层活

动先后前往日土县、吉隆县、定日县等

地，惠及群众达 5万人（次）。立足偏远

地区农牧民群众对体育文化的强烈需

求，全区送体育下基层活动真正将体育

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身边，成

为我区体育惠民的重要载体。

同时，立足我区全民健身工作实

际，自治区体育局以加强社会体育指

导员队伍建设为抓手，截至 2020 年上

半年，全区共计培养各级各类社会体

育指导员 5120 人，与“十二五”时期相

比增长 69.82％。这些社会体育指导

员常年活跃在群众日常健身一线，指

导项目包括广场舞、健身操、柔力球、

太极拳等，引领更多群众学习了解科

学健身方法，不仅是体育主管部门联

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还是帮助健

身者解疑释惑的“良师与益友”。

“全民健身日”每年只有一天，但随

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运动健身早已

融入高原各族群众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不仅强健体魄，更凝聚着民族力量。

让 体 育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记“全民健身日”在雪域高原走过的12年
西藏自治区社会和民族传统体育指导管理中心

新家新景象

人口普查宣传口号

人口普查家家参与，美好未来人人共享。

普查今天人口，谋划明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