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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0 月 21 日讯（记者 王

莉）为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精神，日前，区党委常委、自治

区常务副主席姜杰主持召开政府专题

会，听取我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进展情况，研究部署 2021 年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计划。

姜杰指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

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对满足老

旧小区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惠民

生扩内需、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

方式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 。 全 区 各 市（地）县

（区）、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要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

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扎实推进全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

姜 杰 强 调 ，要 坚 持 以 人 为 本 ，从

人 民 群 众 最 关 心 最 直 接 最 现 实 的 利

益 问 题 出 发 ，充 分 征 求 居 民 意 见 ，合

理确定改造内容，重点改造完善老旧

小区停车位、绿化带、垃圾收集、给排

水 、公 共 活 动 场 所 、社 区 服 务 用 房 等

配套及市政基础设施，让老旧小区居

民的需求和愿望在改造中得以实现，

推 动 建 设 安 全 健 康 、设 施 完 善 、管 理

有 序 的 完 整 居 住 社 区 ；坚 持 精 准 施

策，摸清底数，建立项目储备库，科学

确 定 改 造 目 标 、方 案 ，既 尽 力 而 为 又

量力而行，杜绝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坚持居民自愿，广泛激发居民参与改

造 的 主 动 性 、积 极 性 ，充 分 调 动 小 区

关 联 单 位 和 社 会 力 量 支 持 、参 与 改

造，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

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坚持建管并

重 ，以 加 强 基 层 党 建 为 引 领 ，将 社 区

治理能力融入改造过程，完善小区长

效管理机制。

姜杰在我区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专题会上强调

体民情顺民愿暖民心

扎实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这里的思政课既个性又“解渴”
—来自西藏民族大学的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王莉 孙开远

西藏民族大学没有教职工食堂。

这 在 全 国 各 个 大 学 并 不 多 见 。

每到饭点，总会看到老师们与学生一

起排队买饭，一起坐在大厅里就餐，

一起说说笑笑。

师生同灶，是西藏民族大学从建

校之初就坚持至今的传统。60 多年

前，西藏民族大学迎来的第一批学生，

大部分是翻身农奴子弟。走进校门前，

他们不太注重个人卫生，没有像样的衣

服，甚至没有睡过床、盖过像样的被子。

为了让大家尽快适应校园生活，

学校制定了独特的“开学第一课”。师

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是基本

要求。“开学第一课”还包括理发、换衣

服。老师比学生大不了几岁，手把手

教大家铺床叠被。夜深了，要起来巡

视，帮蹬被子的同学盖好。

那个特殊年代，通过生活上的关

怀，增进感情，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

课。时代在进步，思想政治课的形式

更加多样，但实质没有变。60多年来，

西藏民族大学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工

作，为西藏输入了大量政治立场坚定

的合格接班人，也将民族团结的种子

种在各民族学生心底。

……

9 月的西藏民族大学渭城校区，

烟雨濛濛。古色古香的 3 号楼下，刚

刚开馆的“西藏社会发展进步展览

馆”里，一群青年学子，围在年过耄耋

的顾祖成教授和吴逢箴教授身边，仔

细聆听。

“参观西藏社会发展进步展览馆

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堂课，拉近了我和

西藏的距离，也让我第一次对加强民

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知。”从展览馆出来，西藏民族大

学教育学院 2018 级小学教育专业学

生李楠表示。

大学之大，大在思想。这是一堂

有史有据、有温度、有爱的思想政治

教育课。

“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

结，全面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努力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杨柳依依、流水潺

潺，图书馆前，“加强民族团结 建设

美丽西藏”的团结石上，习近平总书

记致西藏民族大学建校 60 周年的贺

信饱含深情、满怀期待。

两 年 来 ，西 藏 民 族 大 学 紧 紧 围

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的这一根本问题，构建

好校园思想政治“精神高地”。

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提升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增强

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结合西藏

区情，开设马克思主义“五观、两论”

地方特色课程，并及时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思政

教材和教学内容中；单独设立“形势

与政策”课教研室，建立定期教学研

讨、“文明课堂”创建等制度，规范课

堂教学；落实领导干部上讲台和联系

思政教研室制度。学校领导和各级

党组织书记、院长每学期至少为学生

讲 1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或党课。

领导干部每学期要深入所联系

的教研室参加教研活动，每学期听思

想政治理论课不少于 4 次。同时，充

分利用陕西红色资源和文化资源丰

富的优势，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

文化教育，开展现场教学和实践考

察，探索形成了“课堂＋课外＋社会”

“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

“两年来，我们通过师资攻坚、教

材攻坚、教法攻坚、机制攻坚，校园思

政课正在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的，有内

涵、能‘解渴’、显个性的‘金课’。”西

藏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欧珠表示，随着

学校“大思政”工作格局的形成，全校

师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

同、情感认同得到进一步增强。

每个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有

时代的影子。在自治区教育厅的领导

下，西藏民族大学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构建覆盖全区高校、全体师生，贯穿培

养全过程的思想政治网络育人工作体

系，形成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同向同行

的高校网络育人工作格局，努力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据了解，这一“云”上思想政治工

作平台，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整合

全国思政网、中国大学生在线高校

“易班”、区内主要媒体的优质网络思

政资源，实现精准教育、精准服务、精

准引导，并根据个性化的需求制定思

政课程。

本报拉萨 10 月 21 日讯（记者 郑

璐）10 月 21 日是 2020 第三届跨喜马拉

雅自行车极限赛第二赛段的比赛。全

程 80 公里，从墨竹工卡县出发，沿国道

318 线，途经达孜区、教育城等路段到

达西藏会展中心。

参赛骑手们以崭新的面貌，迎接

新的挑战。发令枪声响起，大家奋勇

争先，驶入赛道。经过激烈角逐，黑龙

江队尤利明、西藏队薛富文、绿山园林

洲际队徐鑫灵分别获得公路自行车赛

第二赛段男子组前三名。张振宇、陈

守华、李雪强分别获得山地自行车赛

第二赛段男子组前三名，苏悦、旦增卓

嘎、红美分别获得山地自行车赛第二

赛段女子组前三名。

尤利明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次

在西藏参加比赛。“这次的状态比去年

好了很多，在体能适应、战术调整等方

面也有了改进。今天的天气好，路况

也不错，刚开始的 30 多公里骑得有些

吃力，后面逐渐调整自己的节奏，状态

便找回来了。谢谢队友的配合，因为

这是一场团体战。”

拉 萨 印 象 车 队 48 岁 的 骑 手 达 娃

说：“我经常参加自行车赛，感觉状态

越来越好。我一直很喜欢骑行，骑行

让我快乐。”

第三届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第二赛段比赛收官

近日，来自七地市的各扶贫企业，纷纷带着群众脱贫致富的

成果，来到拉萨参加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成果展。

走进林芝馆，来来往往的群众络绎不绝。“我家产品种类挺多

的，藏靴、藏刀、民族手工包、各类林芝土特产等，一天下来销售额

达 8 千多元。”2019 年成立的工布江达县阿沛村农牧民综合特色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桑邓旺姆告诉记者，“我们合作社由 10 个贫困户

组成，虽然合作社起步不久，但是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来尝尝我们家的藏香猪肉罐头、午餐肉。”工布江达县西藏

沃野藏猪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吆喝着让过往群众免费品尝。2015

年该公司成立，至今已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 37 人，帮助工布江达

县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565 人脱贫摘帽，每年提供 76.3 万元的保底

分红资金。“藏香猪肉罐头和午餐肉是我家的销量冠军，一天销售

额可达一万六千多元，我们公司的藏香猪肉产品在北京、上海等

一线城市也很畅销。有了政府的支持和顾客的信任，未来的销路

一定会越来越好。”该负责人高兴地向记者介绍。

“选购木碗你要看纹路和细腻度，手感也很重要……”格桑老

人正在给群众讲解选购精品木碗的方法。来自察隅县阿扎冰川

林下产品有限公司的格桑老人带着察隅木碗参展。“参展期间，我

们一天的销售额能达到一万多元。察隅木碗是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对木碗制作的坚守和传承更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格

桑老人告诉记者。

“咬上一口，细嚼几下，就是这个味道。”购买了一大袋林芝苹

果的德吉女士说，“小时候，奶奶每次来拉萨都会带一箱林芝苹

果。我今天专门到林芝馆，寻找儿时的味道。”

据悉，近年来，林芝市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责任、最大

民生工程、最大发展机遇，瞄准“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累计统筹整合

资金 47亿多元用于脱贫攻坚。特别是林芝市各级各部门围绕“一带

四基地”农牧产业布局，大力发展藏香猪、优质水（干）果、林下食用菌、

生态旅游等扶贫产业，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611个，完工521个，完

成投资34.06亿元，形成户有项目、村有产业、乡连成片、片成规模、收

益明显的扶贫产业格局，实现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人口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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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商联系统学习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暨区党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阿沛·晋源出席

“这路修得不错，路修好了，发展起来就更快了！”

卡贡乡宾果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嘎玛和村委会的干部

领着我们，经过正在修建的标准化村委会施工工地现

场，一路绕行，前往埃巴自然村，看着忙碌的施工现

场，嘎玛的话里透着喜悦。

这是嘎玛第 3 次驻村了。2014 年，他在类乌齐县

长毛岭乡珠江村驻村；2019 年在察雅县烟多镇雪东村

驻村；2020年在察雅县卡贡乡宾果村驻村。

雪东村是一个集体搬迁村。在雪东村驻村的一

年时间里，他把雪东村打造成为察雅县党建工作第一

村、宣传工作第一村、文化工作第一村。

“我到雪东村驻村后发现，村民搬到县城后，没有

耕地，很多村民观念陈旧，不愿去打工，怕被人笑话。”

嘎玛说。

为了改变现状，嘎玛联系相关单位和施工方达成

劳务输出意向后，成立了雪东村农牧民劳务合作社。

在合作社成立之初，嘎玛多次召开会议，希望以此带

动村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但收效甚微。

一天，嘎玛抱着一个小箱子来到会场，从箱子里

拿出一把擦鞋刷、一盒擦鞋油，还有一块抹布，整齐地

摆在会议桌上。

“我知道你们都不好意思出去打工，”嘎玛神情严肃

地看着村民，“我自己主动报名申请到我们村来，目的就

是想为大家做点事。我想成立一个擦鞋组，如果没人参

加，那我一个人去街上擦鞋，收入归村集体所有 。”

“不行，您这样做，我们不同意。”片刻的安静后，

村干部和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发表着反对意见。

嘎玛接着说道：“如果你们愿意，只要我在这驻村

一天，我就和你们一起去工地打工一天。”

身行一例，胜似千言。终于，合作社的电焊组、搬运

组、汽车运输组正式运营了。嘎玛首先安排一直没有工

作的村民旦赤到搬运组磨练，然后又到汽车运输组上班。

“队长每天都要问我工作情况，我想偷懒不上班

都不行。”去年，旦赤打工挣了 4 万多元，看到打工收入

不错，小伙子又借了 4 万元，买了一辆二手货车，计划

着再多挣些钱。“现在，大家都说我变成了一个负责任

的男子汉。”旦赤高兴地说。

2019 年，雪东村获得昌都市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同年，嘎玛被昌都市委组织部点派到察雅县

卡贡乡宾果村驻村。

宾果村位于卡贡乡东南部，下辖宾果、埃巴、维贡

3 个自然村。其中，埃巴村不通路，不通电，这成为了

嘎玛心中最想解决的问题。

但要想修路，嘎玛有道坎要过。埃巴自然村和宾

果、维贡两个自然村长期存在草场边界和虫草纠纷，

而埃巴自然村通路必须经过另外两个自然村，矛盾纠

纷突出成为通路的最大瓶颈。村“两委”干部在修路

问题上意见一直不统一。

“在修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归根结底是党组织

软弱涣散、支部成员不团结”，嘎玛一番“望闻问切”，

开出了一剂“药方”。

他以“传帮带”和“八个不糊涂、八个起作用”为抓

手，采取驻村工作队队员与村干部一对一、一对多的

方式，帮助村党支部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通过

党员干部培训轮训、考试测验等形式，强化政治理论

学习，持续巩固主题教育学习成果。

在抓好 3个自然村党小组建设的同时，嘎玛针对宾

果村 70%的群众长期在拉萨、昌都等地居住的情况，新

增设了宾果村拉萨、昌都外迁人员党小组，由外迁村干

部或党员担任党小组组长，对外迁人员思想动态进行有

效引导。同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不断凝聚人心、夯实

基础，以此彻底改变宾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

在一个多月后的村“两委”协调会上，宾果村 6 名

村“两委”干部坐在一起，举手表决，一致同意修路。

2019 年 5 月，通向埃巴自然村的四级砂石公路从

维贡和宾果两个自然村双向开工建设了。这条投入

800 余万元专项扶贫资金的公路，预计今年年底就可

以完工交付了。

“这条路一直是我们心里过不去的一个坎，嘎玛

用他的热情，把我们如同雪山积雪一样的心结，融化

掉了。”宾果自然村 72岁的泽仁朗加老人说。

路修通了，如何让村民们脱贫致富又成为了嘎玛

的心事。为了摘掉宾果村多年产业发展“空壳村”的

帽子，嘎玛积极对接相关部门，计划成立包括芫根、油

菜、獐子菌等农产品产销为主的农牧民合作社等村集

体经济产业。其中，维贡自然村 280 亩苹果、桃子经济

林，宾果自然村 286 亩云杉经济林已经落地，苗木成活

率均在 80%以上。

嘎玛给村民算了一笔账：一亩经济林有 1200 元的

补贴，可拿到 67.9 万元国家补贴。苹果、桃子经济林 3

年可挂果，预计一亩一年收益 3000 到 5000 元，一年至

少能有 84万元左右的收入。

“账不算不明白。我现在每天都忙着为果树浇

水”，年过半百的多登乐呵呵地说，“这些树像虫草一

样，能让我们挣钱”。

宾果村 6 名村“两委”干部给嘎玛的工作总结了一

个关键词：“实干”。

“驻村工作如果没有实干，那一切都是虚无。作

为一名驻村干部，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嘎玛说。

三 次 驻 村 一 种 真 情
—记昌都市第九批点派驻村工作队队长嘎玛
本报记者 扎巴旺青 胡荣国 陈志强 刘金鹏 朱杉 周婷婷

本报拉萨 10 月 21 日讯（记者 次

仁片多）21 日上午，区工商联系统学

习 中 央 第 七 次 西 藏 工 作 座 谈 会 暨 区

党 委 九 届 八 次 全 会 精 神 电 视 电 话 会

议 在 拉 萨 召 开 。 会 议 传 达 了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中 央 党 校（国 家 行 政 学 院）

中青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全国民营经

济 统 战 工 作 会 议 精 神 和 有 关 文 件 及

讲话精神。

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阿沛·
晋源出席并讲话。

会议要求，各级工商联要组织好

干部职工和民营经济人士学习好、领

会好本次会议精神。要充分认识加强

党 的 领 导 是 做 好 西 藏 工 作 的 根 本 保

障；要深刻理解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要深

入学习贯彻座谈会精神，用会议精神

凝聚力量，指导工作，推动发展。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治

藏方略，准确把握新时代西藏工作的

指导思想，不断为推进西藏经济社会

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全面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章再

续辉煌。

位于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蔡村四组的西藏领峰机动车检测中心于 10 月 20

日正式营业。该检测中心共设有 4 条小车排队通道和 3 条大车（货车）排队通道；3 个

检测车间，包含 7 个外检工位、10 条机动车尾气环保检测线、6 条（综）安检线、1 条摩

托车检测线，日检测量可达 300辆。

图①：西藏领峰机动车检测中心（无人机拍摄）。

图②：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校验检测材料。

本报记者 李洲 洛桑 摄

①① ②②

审车又添新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