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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诺布是堆龙德庆区德庆镇邦

村人，是一位四级肢体残疾人。脱

贫攻坚工作开展前，他一直在家务

农，偶尔靠做木匠赚取微薄的收入，

妻子扎西拉姆由于要照顾次诺布而

无法外出务工，家中耕地产出的粮

食仅能维持温饱，生活支出及两个

女儿上学的费用等大部分都依靠政

府补助，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2015 年，次诺布一家因缺少劳

动力、在校生多等原因，被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享受到了各项精准扶

贫政策补贴，不久，搬迁到堆龙德庆

区东嘎街道祥和苑居住，从此，一家

人开启了幸福生活的新篇章。

2016 年，次诺布在拉萨市城关

区蔡公堂乡找到了一份做保安的

工作。同年，大女儿格桑卓嘎高中

毕业回到邦村当了一名村医。

2017 年，妻子扎西拉姆在桑木

村当上了保洁员。2019 年，小女儿

格桑央金从湖南娄底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并找到了工作。至此，次诺

布一家四口人都有了一份稳定的

工作和收入，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

升。2019 年，次诺布一家还获得了

德庆镇脱贫致富一等奖。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各级干

部的真帮实扶，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

活的希望，并迅速改变贫困现状，走

上致富路，过上了好日子。”次诺布高

兴地说。

很 多 人 也 许 不 知

道 ，要 做 SOS 儿 童 村 的

妈 妈 ，必 须 满 足 一 个 条

件 ，就 是 不 能 有 自 己 的

家 庭 ，不 能 生 育 自 己 的

子女，以确保给予这些孩子所有的关爱，德庆卓嘎就是

这群伟大的“妈妈”中的一名。

今年 45 岁的德庆卓嘎出生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一

个农民家庭，是拉萨 SOS 儿童村创建之初招募的首批

妈妈之一。在这里工作已有 20 年了，她把自己最美好

的青春和全部的爱都给了这里的孩子们。自从 2000 年

踏进拉萨 SOS 儿童村开始，德庆卓嘎便没有想过再回

头。对于“妈妈”这个称呼，她深感身上的责任重大。

德庆卓嘎经常教育孩子：“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的

孩子需要努力 10分钟，你必须要努力 20分钟，只有刻苦

学习、努力工作，才能拥有更幸福的人生。”

对于自己身上的责任，她义无反顾，“国家拨钱抚

养这些孩子，我觉得教育好他们就是我的职责，我不仅

要当好‘妈妈’，更要教育好他们成才”。

德庆卓嘎作为 2010 年第二届自治区尊老爱亲道德

模范提名奖和 2010 年第一届拉萨市尊老爱亲道德模范

获得者，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以“爱为中心”“用

全部精力去疼爱孩子”的宗旨。

自 1999 年建村以来，拉萨 SOS 儿童村得到了各级

党委、政府和民政部门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社会各界

的 大 力 帮 助 ，儿 童 村 成 了 孩 子 们 遮 风 避 雨 的 幸 福 港

湾。在儿童村，17 名“天使妈妈”用无私的大爱浇灌、呵

护着这些孩子。她们表示：“我们所做的工作并无特别

之处，只是希望孩子们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

成长。”

虽 然 眼 下 已 是 冬 季 农

闲时节，但达孜区雪乡雪普

村 的 妇 女 们 却 一 点 也 不

闲。在雪普村村委会，妇女

们 正 热 火 朝 天 参 加 办 民 族

手工艺缝纫培训班，通过集

中“充电”，提升就业技能、

增强就业本领，为助力脱贫

攻坚加油鼓劲。

近日，记者来到达孜区

雪 乡 雪 普 村 村 委 会 临 时 设

立 的 民 族 手 工 艺 培 训 室 。

培训室内，参加培训的妇女

学员们打扫好教室，喝完最

后 一 口 甜 茶 便 开 始 了 新 一

天的缝纫学习。8 名学员席

地而坐，各自拿着一块氆氇

练习手工缝制，另外 5 名学

员 则 坐 在 缝 纫 机 前 认 真 操

作 。 一 堂 课 手 缝 和 机 缝 同

时进行，培训老师蹲在地上

先 为 手 缝 的 学 员 指 导 如 何

走 线 和 如 何 保 持 走 线 均 匀

不弯曲，机缝的学员则各自

专 心 练 习 操 作 机 器 。 培 训

老师告诉记者，按照学习进

度，机缝和手缝的学员还将

进行轮换学习，确保所有学

员 培 训 结 束 后 既 掌 握 手 缝

技 术 又 能 灵 活 运 用 机 缝 技

术。

雪 普 村 妇 联 书 记 格 桑

卓 嘎 介 绍 ，雪 普 村 大 部 分

村 民 都 有 编 织 技 艺 ，但 技

术 普 遍 比 较 粗 糙 。 近 年

来，在拉萨市妇联、达孜区

妇 联 的 支 持 和 鼓 励 下 ，越

来 越 多 的 妇 女 开 始 转 变 思

想，主动迈出就业步伐。2019 年，雪普村成立了民族

手工艺妇女合作社，主要制售卡垫、毛毯、氆氇、牦牛

绒毯子等手工艺品，但由于缺乏经验技术，有一大部

分手工艺品难以投入市场。对此，合作社的成员十分

珍惜此次培训会，希望通过培训，掌握缝纫等更多技

能，使手工艺品从质量和卖相上都有更大的提高。

“我们合作社有 14 个人，平均每个月有 2000 元的工

资，产品主要是卖给邻近村民，年收益不定。参加这次

培训主要想精进自己的技能，学习当下比较流行的设

计理念，并运用到产品制作中。”格桑卓嘎介绍说，“虽

然村民们有一定的手工技艺，但技能掌握不全，制作的

手工艺品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这次培训能帮助她们掌

握更多技能，增强就业本领，推动合作社发展。”

据了解，该培训班于 11 月 10 日正式开班，将集中

开展持续 60 天的培训活动，前两周为基础培训，后期

将进行阶段性的考核。培训结束后，通过考核的村民

将与西藏卓番林公司签约，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就便实

现就业。

冬日的拉萨，暖意浓浓。市民李先生来

到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医疗保障工作窗口

（以下简称医保窗口），亲自将写有“为民办事

关怀备至，为民排忧情深似海”的锦旗送到窗

口负责人卢刚手中，对他们便捷高效、尽心尽

力的服务表示感谢。

锦 旗 的 背 后 ，是 对 医 保 窗 口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放 管 服 ”改 革 决 策 部 署 ，提 升 服 务 效

能 ，全 力 打 通 便 民 服 务“ 最 后 一 公 里 ”的 肯

定。医保窗口自 2020 年 4 月 13 日入驻三级

政 务 服 务 大 厅 以 来 ，窗 口 工 作 人 员 践 行 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困难麻烦

由政府解决、把方便实惠送给群众”的工作

理 念 ，规 范 服 务 方 式 、提 升 服 务 效 能 ，通 过

提供全面规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医疗

保 障 经 办 政务服务，不断增强办事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优化办：提升服务效能

“我们医保窗口的目标就是让群众办事

最多只跑一次。”卢刚介绍说，像李先生这样

因生病住院需要医保报销的群众每天都有，

为减少群众的跑腿次数，医保窗口深入贯彻

落实“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聚焦医疗保障

民生领域“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制定医疗

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记者了解到，今年来，医保窗口对照国家

医疗保障局相关要求，认真遵循全国清单的规

定内容和格式，按照“六统一”（统一事项名称、

统一事项编码、统一办理材料、统一办理时限、

统一办理环节、统一服务标准）和“四最”（服务

质量最优、所需材料最少、办理时限最短、办事

流程最简）的要求，研究制定了《西藏自治区医

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

单》）和《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

项办事指南》。此次《清单》是对医疗保障经办

政务服务事项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规

范，简化了办事手续、精简了办事材料、压缩了

办理时限、实现了政务公开，旨在规范医疗保

障公共服务行为，提升服务效能，让群众办事

更加透明高效、舒心顺心。

同时，医保窗口还坚决贯彻中央“六个一

律取消”要求，持续开展“减证便民”工作，对

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所需证明材料和手续进行

全面清理，共精简办事资料四项，从源头上彻

底清除无谓证明。

掌上办：乐享便捷医保服务

“阿佳 ，您 的 医 保 信 息 在 城 关 区 医 保 中

心就可以查询到，不需要跑到大厅来……”

“您的医保卡余额为负数是因为我们的三级

医保系统正在进行数据迁移，等数据迁移完

成，余额就会自动转过去……”“2021 年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网

上缴费，您可以到单位政工部门或者社区咨

询……”此起彼伏的电话声，让医保窗口的

工作人员忙得顾不上喝水，但他们依然热情

高涨，用最耐心的语气一遍遍向咨询的市民

答疑解惑。

“把麻烦留给自己，把便利留给群众”“只

要能让群众少跑路，我们多说几遍也无妨”，

这是医保窗口工作人员的承诺。

而除了电话指导市民“掌上办”之外，医

保窗口还通过整合服务环节、压缩办理时间

等措施，加快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建设，积极推

进“互联网+医保”，将医疗保障各项政务服务

事项推送到互联网端和移动终端，实现“网上

办”“掌上办”，为服务对象提供高效、便捷的

医疗保障服务，力争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

联办、一体化服务。

贴心办：打造优质服务窗口

“嫫啦，这是藏语版的门诊报销办事指

南 ，上 面 很 详 细 地 列 出 了 你 应 该 准 备 的 材

料。现在，我再给你解释一下，首先就是您丈

夫的身份证复印件……”

今年 78 岁的拉萨市民次央老人因丈夫生

病前来咨询门诊特殊病报销政策，由于听力

不太好，且只会说藏语，让她面对窗口工作人

员的询问有些吃力。

“态度非常好，非常耐心。考虑到我记性

不好，她还为我准备了纸质和录音两种形式

的材料清单，还让我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她，

服务真是好。”终于弄清楚应该准备哪些材料

的仓央老人为工作人员的贴心服务竖起了大

拇指。

自 入 驻 以 来 ，医 保 窗 口 就 以 硬 件 和 软

件 两 方 面 为 抓 手 ，不 断 提 升 服 务 效 能 。 一

手抓硬件，综合考虑办事群众服务需求，合

理配置叫号机、自助办理设备等设施，解决

好 参 保 群 众 排 队 等 候 和 办 理 时 间 长 的 问

题 ；一 手 抓 软 件 ，严 格 按 照“ 真 情 、优 质 、务

实、勤政”的原则，简化服务流程，选派素质

高、业务精的工作人员承担窗口工作，认真

落 实 窗 口 服 务 规 范 、工 作 纪 律 、文 明 用 语 、

服务禁语。

为方便群众办事，医保窗口还推广综合

柜员制，实现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分办联办，

减少群众重复排队；落实一次性告知制、首

问负责制，避免群众来回跑腿；落实服务大

厅带班值班制度，推行场景监控、现场评价，

畅通咨询、投诉举报渠道，提高窗口服务满

意度。

本报拉萨讯（记者 卢文静）近日，拉萨市市场监管局

联合拉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拉萨市教育局在西藏大学

新校区开展了以“携手打击抵制传销、共建和谐美丽校

园”为主题的校园防范传销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和拉萨市经侦支队执

法人员以《禁止传销条例》《直销管理条例》为依据，通过

播放反传销动画视频、图片展示、悬挂标语、现场宣讲等

方式向学生宣传传销的概念、性质、表现形式、违法手

段、危害性等，引导大学生认清传销危害、依法参与社会

活动。

为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执法人员还组织了反传销

承诺签名活动、发放了《禁止传销条例》《直销管理条例》

等宣传资料和伞、帆布袋、笔记本等宣传品。通过此次

活动，使大学生对传销的欺诈性、违法本质以及危害有

了更清醒的认识，纷纷表示要提高警惕，防止被传销利

诱，切实维护人身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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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妈妈”20年的坚守
——记拉萨SOS儿童村的妈妈德庆卓嘎
本报记者 黄志武

拉萨市妇儿工委办

开展“护蕾行动”教育活动

次诺布：生活永远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本报拉萨讯（记者 卢文静）为提高孩子们的自我保

护能力，加强儿童的心理、生理安全教育，近日，拉萨市

妇儿工委办在曲水县开展“护蕾行动”自护教育活动，为

71 名来自聂当乡、达嘎乡的四五年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

的“自我保护”知识课。

活动中，老师通过问答、播放 PPT、互动画画等形式，

告诉孩子们遇到危险时该如何应对和保护自己不受侵

害。同时，让孩子们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学会爱护和

尊重自己的身体，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还邀请了 61 名学生家长参与

其中。现场，老师指导家长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

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同时，希望家长们要站在孩子的

立场思考问题，从而寻找孩子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

举办反传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医疗保障窗口倾情服务——

做 群 众 的“ 贴 心 人 ”
本报记者 卢文静 见习记者 杨曦婷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

下，为积极响应西藏自治区“冬游西藏”

政策的部署，近日，由拉萨市旅游发展

局主办的 2020 年“圣洁拉萨·健康之旅”

冬季旅游巡回促销推介会在成都太古

里广场拉开序幕。

据悉，活动旨在推动拉萨旅游市场

强 劲 复 苏 ，大 力 推 广 拉 萨 冬 季 旅 游 资

源，推动拉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图为推介会现场。

本报记者 央金 摄

“冬游拉萨”推介会走进

“天府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