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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扎，1978 年 3 月出生，四川省阿

坝州人，2001 年入林芝市尼池拉康为

僧。他坚持弘扬爱国爱教、遵规守法、

弃恶扬善、崇尚和谐、祈求和平的优良

传统，以实际行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

民族团结。

不忘初心 坚定信心跟党走

“ 每 个 人 的 前 途 命 运 都 与 国 家 和

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只有边疆

稳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才能带来

人民幸福。”阿扎说，我们必须坚定跟

党走的信心和决心，积极响应党和政

府号召。

在“ 四 讲 四 爱 ”群 众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 遵 行 四 条 标 准 、争 做 先 进 僧 尼 ”

教育实践活动和学习宣传《宗教事务

条 例》过 程 中 ，阿 扎 作 为 宗 教 系 统 宣

讲 骨 干 ，带 头 宣 讲 宣 传 ，起 到 良 好 示

范作用。同时，阿扎结合拉康僧人爱

好 书 法 的 特 点 ，组 织 开 展 以“ 遵 行 四

条标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族团结”等为主题的书法比赛，进

一 步 增 强 大 家 的 法 治 意 识 和 公 民 意

识。

积累先行 储备知识强能力

“若要将党的恩情、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讲清楚讲透彻，光靠平日里

积累的知识还不够，还需进一步加强

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也需要掌握一

些关键性宣讲技巧。”平日里，阿扎在

增强自身修养的同时，深刻领悟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

髓要义，认真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争做一名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

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先

进僧尼。

“每一次宣讲前，我都会先研读宣

讲提纲，一字一字去品味，将其解析转

化为自己所用。此外，通过这两年参加

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宣讲培训，我也

收获了不少。”阿扎说。

自 2020 年“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以来，阿扎带头宣讲 50 余

次，受教人数达 400余人次。

引导群众 让政策入脑入心

阿扎始终坚持教育引导群众改 变

陈 规 陋 习 ，追 求 健 康 文 明 的 生 活 方

式。他经常组织尼池拉康僧人前往苯

日神山环线栈道清理垃圾，并向群众宣

传“爱护家园人人有责”的道理以及“讲

文明爱生活”的意义。

在 寺 庙 里 ，阿 扎 通 过 组 织 僧 人 开

展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新 旧 西 藏 对 比 讲

座 、党 的 惠 民 利 民 政 策 宣 讲 和“ 四 讲

四 爱 ”群 众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等 ，教 育 引

导群众要以民族团结为根本，鼓励群

众 勤 劳 致 富 ，崇 尚 科 学 文 明 ，自 觉 遵

规守法。

“ 阿 扎 经 常 教 育 引 导 我 们 要 克 服

‘等靠要’思想，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奋

斗，早日脱贫致富。把自己的幸福生活

与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紧密联

系起来，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积

极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尼池

村村民卓玛说。

不 仅 如 此 ，阿 扎 还 经 常 帮 助 困 难

群众。仅 2020 年，他就累计捐赠 4.4 万

余元帮助寺庙周边困难群众和寺庙困

难僧人改善其生活环境。在 2020 年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他积极筹措资金购

买医用口罩，并分发给尼池拉康僧人、

附近群众及防疫卡点一线执勤人员，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力量。

“国家富强，才能带来人民幸福”
—记林芝市优秀宣讲员阿扎
本报记者 胡文 张猛

“ 十 三 五 ”以 来 ，阿 里 地 委 、行 署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

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全力推动阿里地区重大项目特

别是重点民生工程建设。五年来，阿里地区规划内

项目共 21 类 437 个，申报总投资 457.98 亿元，衔接项

目 总 投 资 363.43 亿 元 。 截 至 目 前 ，已 落 实 项 目 323

个，已开工项目 321 个，已完工项目 317 个，规划内项

目已经落实资金 423.48 亿元，完成投资 349.1 亿元，

有效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群众幸福感不断

提升。

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工程：阿里冬天
不再冷

过去，说起阿里的冬天，人们无不谈之色变——

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30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

2015 年，阿里地区投资 17.35 亿元，启动了热电

联产集中供热工程，并于 2018 年实现供暖。目前，

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工程已覆盖狮泉河镇 12 条主干

道，36 个供热区，252 个单位小区，3200 余栋单体建

筑 ，年 供 暖 时 间 为 238 天 ，室 内 设 计 温 度 不 低 于

18℃。

此外，“十三五”期间，阿里地区措勤、改则、革吉

及日土 4 县也陆续实现了集中供暖，总投资超过 11 亿

元。

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工程的竣工，不仅为当地企

业、居民提供了充足、稳定、优质、廉价的采暖热源，让

群众告别了寒冷，还极大缓解了狮泉河镇长期缺电的

局面，对狮泉河镇电力的发展及改善阿里地区电源布

局具有深远的意义。

“ 热 电 联 产 项 目 的 建 设 ，提 高 了 人 民 的 生 活 水

平，促进了狮泉河镇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阿里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阿

里地区城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江

说。

集中供氧工程：为人民的健康护航

阿里地区平均海拔在 4500 米以上，含氧量低，缺

氧导致的各类疾病成为影响当地干部群众身心健康

的主要问题。

“十三五”以来，阿里地委、行署为有效解决高寒

缺氧带来的健康问题，于 2016 年以招商引资的形式与

阿里欧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正式启动

了高海拔集中供氧工程。

目前，集中供氧工程总计供氧人数达 1.2 万余名，

制氧厂平均每天不间断生产氧气 3450 立方米，迄今为

止，已安全生产运行 4 年，同时还引入了高原微压氧

舱、便携式微氧舱等设备,为阿里本地干部群众、游客

以及过往人员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

为降低干部群众购买氧气的花销，阿里地区还出

台了各项优惠政策。过去，阿里地区充氧购瓶的市场

价格标准为 40升 600元，实施集中供氧工程后，阿里地

区面向干部群众推出了氧气卡，通过办卡购买氧气 40

升仅需 240元，花费不到过去的一半。

“感谢地委、行署，让我们可以安心工作，我一定

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阿里的发展添砖加瓦！”阿

里地委宣传部干部葛振青说。

集中供电工程：万家灯火点亮小康梦

“十三五”以来，阿里地区切实把农网改造作为

助力脱贫攻坚的“民心工程”来抓，特别是国网阿里

供电公司始终秉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先后

实施了投资 3.17 亿元的三县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投资

11.4 亿元的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投资 18.9 亿元

的“三 区 三 州 ”电 网 建 设 工 程 以 及 通 大 网 电 供 电 工

程。

噶尔县狮泉河镇加木村原支部书记次仁白姆对

阿里地区近年来电力事业的发展颇有感触。曾经，

她和全村群众仅靠着小型户用太阳能设备发电，天

气晴朗的时候也只能用上 2、3 个小时的电，不敢使用

冰箱等需要长期供电的家电。现在，这些都成为了

历史。

“我们村现在的电可稳定了，一个月都停不了一

次，家家户户不仅用上了冰箱，甚至还有大功率的电

灶。”次仁白姆乐呵呵地说。

此外，农网改造工程还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转移

就业、致富增收。仅“三区三州”电网建设工程就累计

使用当地农民工 5.5 万余人，带动群众增收 1780.62 万

元。

普兰县巴嘎乡岗莎村的旺布扎西是一名装载机

司机，在 2019 年启动的“三区三州”电网建设工程中，

他到工地干活 5 个月，每个月收入 3 万余元，总收入达

到了 15万元。

“我足不出乡就挣到了这么多钱，全家人都很高

兴，参加这个工程也是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干活的

时候特别带劲。”旺布扎西说。

目前，全地区供电可靠率已达到 99.0742%，接近

全国平均水平，在这片高亢的土地上，万家灯火与美

丽星空交相辉映的美好蓝图已跃然纸上。

“‘十三五’以来，阿里地区大力实施了狮泉河镇

热电联产、藏中电网联网工程、4 县集中供暖、6 县地下

综合管廊等一批重大项目，进一步改善了干部群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为阿里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阿里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次

仁杰阿说。

民生工程为群众幸福“加码”
—“十三五”以来阿里地区重点民生工程巡礼
本报记者 达珍 温凯 洛桑旦增

冬日，西藏拉萨市宗角禄康公园成为了鸟儿的“乐园”，公园内聚集了大批越冬

候鸟，同时，数不尽的斑头雁、赤麻鸭、红嘴鸥在这里嬉戏、觅食，成为公园里的一道

风景线。

图为拉萨市宗角禄康公园湖上嬉戏的斑头雁和赤麻鸭。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鸟儿的“乐园”
本报狮泉河 1月 5日电（记者 温

凯 洛桑旦增 达珍 通讯员 王世才）1

月 5 日，受南支槽影响，阿里地区迎来

今年首轮降雪过程。

据阿里地区气象台发布的降雪

实况显示，截至 5日上午 10时，阿里地

区日土县、改则县、措勤县、札达县、

普兰县均出现降雪，部分地区达到了

大雪量级。其中，普兰县马攸站积雪

深度 5 厘米、巴嘎乡积雪深度 6 厘米，

札达县曲松乡积雪深度 8 厘米，本次

降雪天气过程还将持续。

针对本次天气过程，阿里地区气

象台于 1 月 4 日 18 时 12 分发布暴雪黄

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建议，近期阿

里地区降雪天气过程较频繁，积雪、

结 冰 叠 加 效 应 明 显 ，对 本 区 域 国 道

219 沿线、564 沿线及 565 沿线的交通

路段有不利影响，过往司乘人员注意

道路交通安全。

阿里地区迎来今年首轮降雪

本报拉萨 1 月 5 日讯（记 者 袁

海霞 郑璐）近 日 ，自 治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在 拉 萨 市 城 关 区 、达 孜 区 开

展个体工商户登记“智能审批”改革

试 点 工 作 ，两 地 同 时 上 线 了 个 体 登

记智能自动审批系统。该系统的上

线旨在提高市场监管部门审批效率

和 服 务 水 平 ，提 升 个 体 注 册 登 记 便

利化水平。

据 介 绍 ，个 体 登 记 智 能 自 动 审

批系统采用“登记零门槛、申请零材

料 、审 批 零 人 工 、存 档 零 纸 件 ”的 服

务 模 式 ，全 程 无 等 待 。 申 请 人 只 需

携 带 一 张 身 份 证 ，在 自 助 服 务 终 端

“ 刷 脸 ”认 证 和 自 主 勾 选 信 息 后 ，相

关文书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审批、营

业执照自助打印、档案自动归档，最

快 5 分钟即可拿照，实现全程“零见

面”“零接触”。这种“机器换人”模

式 的 创 新 应 用 ，让 群 众 任 何 时 段 都

可 办 理 个 体 工 商 户 注 册 登 记 业 务 ，

推动注册登记从 5×8 小时向 7×24

小时转变，实现政务服务 365 天“不

打烊”。

政务服务365天“不打烊”

个体登记智能自动审批系统试点上线

每月上半段是企业税务申报、清缴的集中期。

记者近日在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办税服务厅看

到，前来办事的企业财务人员三三两两，基本不用

排队，大厅内几排座椅上也没有多少等候者，这跟

以前熙熙攘攘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的办税大厅为何静悄悄？西藏拉萨经济

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其美一句话解开了疑

惑：“今年西藏加大‘非接触式’办税改革力度，现在

我局电子申报率达到 98.5%以上，绝大多数涉税事

项 都 可 以 网 上 办 、掌 上 办 ，来 大 厅 的 人 自 然 就 少

了！”

“非接触式”办税，是全国税务部门今年为应对

疫情防控实施的改革举措，借助电子税务局系统，

企业人员足不出户就能报税、缴税和申领发票等，

大大降低了办税成本。而对于地域广袤，有些企业

前往政府部门路程较远的青藏高原来说，这个做法

显得尤为必要。

坐落在拉萨经开区的西藏亿汇财税咨询有限

公司，主要业务是为企业代理记账，代办工商注册

等。公司负责人李正祥说，前两年公司最怕的就是

税务申报，每名财务人员拿着 10 多家客户的资料，

在办税大厅一耗就是一天。

人工申报、人工核查也让税务人员颇为辛苦，

拉萨经开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员付泽霖对此深

有感触。“过去大厅内经常排起长队，为了节省时

间 ，食 堂 经 常 送 来 盒 饭 ，解 决 柜 台 人 员 的 午 餐 问

题。”他回忆。

如今经过不断完善，西藏多地税务部门的“非

接触式”办税业务已趋于常态化。

今年以来，拉萨经开区税务局开展多场线上培

训 ，指 导 企 业 财 务 人 员 学 习 操 作 线 上 办 税 系 统 。

拉萨经开区办税服务厅内还放着 6 台电脑，工作人

员可以随时辅导企业财务自助办税。“多数财务人

员来一两次就学会了，也就不用再来了。”付泽霖

说。

“非接触式”办税实实在在地跑出了加速度。李正祥以税务申报为例介绍，过

去他们公司的财务人员拿着材料来到大厅完成报税、缴税后，完税凭证须持银行

的缴税回单才能打印，财务人员一般都要跑第二趟，现在各项手续都在网上办，网

上保留电子档案即可。

一个个办税服务厅变得静悄悄的背后，是税收办理更加高效、企业办事更加

便捷。今年以来，西藏自治区税务局升级优化电子税务局的功能，实现了 307 项办

税事项线上办理，截至 10月末，全区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理涉税事项 2300多万笔，为

5581 户纳税人通过“线上申请，线下配送”方式配送发票 217 万份，为企业和纳税人

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据新华社拉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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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农牧民合作社的发展，在不断提升农牧民组织化

程度的同时，引导农牧民合作社多形式、多元化发展生产，催生农牧区内生

动力。

图为昌都市芒康县峨江优质青稞种植基地农牧民合作社工人在车间生产

线上工作。

本报记者 唐斌 洛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