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要闻
2021年 4月 27日 星期二

主编：周辉 责编：卞琳琳2

脱 贫 攻 坚 答 卷

3 月 21 日，拉孜县举行了 2021 年第一批劳务输出

“点对点”“保姆式”就业服务出征仪式，41名农牧民怀着

勤劳致富的憧憬，乘坐“农牧民群众转移就业直通车”前

往阿里地区务工，他们每人月工资预计达 7500 元，计划

签订 6个月以上的劳务合同，全年预计增收 184.5万元。

随着全区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推进，拉孜县农牧民

正陆陆续续走出家门，踏上转移就业之路。

近年来，拉孜县委、县政府将农牧民转移就业作为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内容，通过统

筹谋划推进，精准对接输送，使转移就业实现从“单打

独斗”向“联合作战”转变。据统计，2020 年，拉孜县实

现农牧民转移就业 18187 人，创收 3.83 亿元，其中，脱贫

群众实现转移就业 7426人。

政策先行，健全就业保障制度

拉孜县总人口为 65829 人（常住人口），是西藏人口

大县，也是西部重镇。当地农牧民群众的收入主要由

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4

部分构成，但前 3 种收入短期内无法实现快速增长，如

何更好帮助农牧民转移就业实现增收致富就成了摆在

拉孜县委、县政府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

为了响应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拉孜县

委、县政府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县长巴桑旺堆为组长

的农牧民转移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了县乡村 3级主

要领导主抓，分管领导专职抓，人社部门组织实施等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制定农牧民转移就业工作实施方案，通过激励措

施，对符合转移就业政策补贴要求的劳务市场组织及

农牧民个人进行奖励，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严格按照项目建设“增岗”要求，依托建设项目用

工需求，加大产业投入力度，动员鼓励农牧民向珠峰

“种养加”等产业发展靠拢，多举措实现当地农牧民群

众不离乡不离土、就近就便就业 9640人次。

“我们全县有 1226 名干部职工与 9000 元以下低收

入农牧民群众进行了结对帮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就业

指导。”拉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次仁央宗介

绍，在农牧民转移就业工作中，拉孜县以“点对点”“保姆

式”服务为典型输送农牧民实现组织化转移就业。

政府搭台，提升组织化规范化水平

2019年 4月，锡钦乡吉布村村民阿旺旦增牵头成立

了锡钦乡吉布拿务日劳务输出合作社，并担任合作社

理事长，全村 52户村民全部加入合作社。

“去年，在激励政策的刺激下，我和另外 5名村居劳

务经纪人组织了 123 名入社劳动力在阿里、仲巴等地实

现就业。”阿旺旦增自豪地说，“这两年党和政府在农牧

民就业方面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我要更好发挥自身

优势，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勤劳致富。”

而像阿旺旦增一样的村居劳务经纪人拉孜县目前

有 237名……

为推动农牧民转移就业从零散型、短期型向规模

型、稳定型转变，拉孜县一方面建立了县乡政府、施工

单位、劳务派遣公司、劳务合作社、劳务经纪人、劳动力

之间“六位一体”的劳务输出模式，为农牧民提供了就

业推荐、办证服务、出行保障、法律援助的“保姆式”“全

链条”服务；一方面建立民工出行清单、企业用工需求

清单、农村劳动力供给清单“三个清单”，对重点企业及

项目用人需求情况和农牧民技能状况、求职意向等进

行了详细登记建档，以强化精准对接输送。

如今，拉孜县还成立了一家劳务派遣公司、100 家

劳务合作社和 9 个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7 个已批复，2

个已上报等待批复），转移就业“实体化”建设和“组织

化”建设迈出了坚实一步。2020 年，拉孜县组织化就业

11671人，占转移就业总人数的 64.17%。

精准施策，实现“双赢”目标

拉孜县扎西宗乡利民民族手工合作社内，明吉村村民

索朗曲珍正在制作卡垫。通过“以工代训”，索朗曲珍一个

月的收入从学徒期间的每月1500元上涨到每月3000元。

索朗曲珍坦言，刚开始什么都不会也有工资，学会

了工资也翻倍了，都得感谢党的好政策。

将农牧民培训意愿和市场需求、产业发展等因素

紧密结合，依托企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开展“以工代

训”技能培训，这是拉孜县为实现培训就业增收和企业

用工“双赢”目标采取的众多举措中的一项。

通过“送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拉孜县整合现

有培训资源，广泛开展种植养殖、木工、厨师等实用技

能培训，让群众学得进、用得上、好就业。2020 年，拉孜

县开展技能培训 43 期，培训 1998 人，培训合格率达到

95%以上，培训后就业率达到 85%以上。

狠抓“订单定岗式”培训，根据用人单位岗位需求，

积极与培训机构、公司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对接，开展

“订单定岗式”培训 23期，培训 1396人。

针对下一步如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次仁央宗介绍，我们将继续坚持农牧民转移就业优

先政策，从优势产业、项目用工、就业补贴等方面强化

政策保障，加强劳务组织的规范管理，坚持组织化转移

输送与就近就便解决就业双向目标，全力抓实抓细农

牧民组织化转移就业工作，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

“保姆式”服务促“组团式”就业
—拉孜县推动农牧民转移就业组织化纪实
本报记者 陈林 汪纯 张斌 扎西顿珠 本报泽当4月26日电（记者 格桑

伦珠 实习生 尼玛拉珍）近日，记者从

2021 年山南春季特色乡村旅游产品

推介会上获悉，2020 年，山南市共接

待 游 客 460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8.5 亿元，旅游接待人次、旅游业总收

入基本恢复到 2019 年同期水平，展现

了山南旅游发展的韧劲和潜力。

推介会上，山南市旅游发展局公

布了 2021 年度旅游优惠政策，并与旅

行社代表签订了新一轮联合促销合

作协议。同时，山南市人民政府向羊

卓雍措景区现场兑现了 2020 年度“冬

游西藏”政策补贴 153 万元，山南市旅

游发展局向西藏晁衡联合旅游有限

公司兑现了 2020 年度旅行社补贴奖

励资金 37 万元，乃东区和琼结县人民

政府分别向西藏晁衡联合旅游有限

公司兑现了扎西曲登和强钦村 2020

年度旅行社组团奖励资金共计 22 万

元 ，山 南 市 旅 游 发 展 局 代 表 山 南 市

委、市政府向西藏晁衡联合旅游有限

公司颁发了山南脱贫攻坚工作贡献

奖奖金 3万元。

据悉，“十三五”期间，山南市充

分挖掘和整合特色乡村旅游资源，以

文化村、特色村、重点村为载体，培育

打造了一批基础完善、特色鲜明的乡

村旅游接待单位。涌现出以玉麦“爱

国守边”主题村、“青稞酒故乡”强吉

村、“藏戏第一村”扎西曲登等为代表

的山南美丽乡村旅游品牌，以藏戏、

品酒等非遗文化体验，以赏花、徒步、

观光等休闲活动参与为主要内容的

乡村旅游特色项目、线路产品，并深

受华东、华中特别是对口支援三省旅

游市场青睐，乡村旅游综合效益不断

提升，仅 2020 年，全市接待乡村游客

60.12 万人次，实现收入 4902 万元，惠

及全市近 1200户农牧民家庭。

2021山南乡村旅游产品推介会举行
去年全市实现旅游收入18.5亿元

本报昌都4月26日电（记者 陈志

强）年初以来，昌都市金融机构不折

不扣执行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不

断提升政策执行质效，有力助推全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 3 月末，昌都市社会融资规

模 567.99 亿元，同比增长 20.63%。各

项 存 款 余 额 405.0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17%；各项贷款余额 486.28 亿元，同

比增长 19.69%。昌都市强化政策传

导，金融机构贷款增量在全区各市地

中 位 居 第 一 ，占 全 区 贷 款 增 量 的

32.75%，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昌都市制定

出台《2021 年信贷投放指导意见》及

《2021 年昌都市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

作方案》，主动对接相关部门获取重

点企业融资需求，召开银政企座谈会

畅通信息交流渠道，突出支持重点，

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 3 月

末，全市重点项目贷款余额 367.79 亿

元，同比增长 20.12%；民营企业贷款

余额 21.05 亿元，同比增长 29.35%；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27.29亿元，同比增长

27.78%；涉农贷款余额 92.79亿元。

今年以来，昌都市移动支付便民

工程稳步推进，助农取款和综合服务

站服务质量不断提升，财政惠农直补

“一卡通”持续稳定运行。一季度，昌

都市紧抓服务质效，在全区率先上线

首家“智慧广电”智能缴费场景，累计

发生掌银村交易 21342 笔、512.51 万

元，助农取款点和综合服务站实现交

易 2.56 万笔、2392 万元，为 10.53 万户

农牧民群众发放各类惠民直补资金

2.43亿元，普惠金融水平持续提升。

为严防金融风险，昌都市金融机

构积极开展存款保险政策宣传解读，

密切关注宏观杠杆率、地方隐性债务

等问题，高度警惕各类金融乱象和非

法金融活动向辖区侵蚀蔓延，配合政

府部门做好地方金融风险防控，坚决

守好系统性风险底线。截至 3 月末，

全市不良贷款率 0.49%，较年初下降

0.02 个百分点，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

昌都市一季度金融运行稳中向好

25 日，由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体育总会主办，自治区社会和民族传统体育

指导管理中心、拉萨市体育局、自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的 2021 年西藏自治

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开幕式暨柔力球比赛在赛

马场东门健身广场举行,来自拉萨市的 100 余名健身爱好者参加比赛。经过角

逐，龙王潭康友健身队获得柔力球比赛第一名。

图为岗拉梅朵太极拳妇女之家健身队在进行柔力球比赛。

本报记者 刘文涛 摄

本报拉萨4月26日讯（记者 次仁

片多）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人口

宣教中心党支部深入拉萨市达孜区

幸福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点开展“学党

史·颂党恩·办实事”——我为群众办

实事主题党日活动。

据悉，为切实帮助易地扶贫搬迁

点群众解决健康问题，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人口宣教中心党支部根据群众

健康状况，邀请区藏医院、区第二人

民医院专家为群众开展医疗义诊活

动。在医疗义诊现场，医护人员为群

众测量血压、把脉、问诊、开药，叮嘱

群 众 注 重 日 常 饮 食 ，养 成 良 好 的 运

动、睡眠习惯等，并在医疗义诊现场

发放了价值 8000 元的 40 余种藏药和

西药。同时，为提高群众健康知识知

晓率，提升社区居民健康水平，现场

发放了《藏医养生指南》《科学预防接

种疫苗接种指南一问一答》、“促进母

婴健康 保障母婴安全”等宣传折页、

农牧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海

报以及洗漱包、乳胶手套等价值 1.45

万余元的 18 种实物宣传品，此次活动

受益群众达 300余人。

通过开展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提

高了达孜区幸福社区老年群众健康

知识水平，加强了党员干部“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行动自觉，努力做到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断践行“政治标

准要更高、党性要求要更严、组织纪

律性要更强”专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

育的要求，提高党性修养，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

自治区卫健委人口宣教中心党支部

义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近年来，拉萨市抢抓机遇，

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城市建设的

新期待、新要求为工作出发点，

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标准谋划

推进城市建设工作，不断加快重

点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拉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图 为 藏 热 大 桥 项 目 建 设 现

场。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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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

（上接第一版）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区扫黑除恶工作取得的成绩，要

求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认真总结梳理我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好经验好

做法，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党史学习教育、“三更”专

题教育，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综合治理、严格监督执纪问

题、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切实夯实基层基础，继续以有黑

必扫、除恶务尽的坚定决心和顽强定力，把扫黑除恶推

向深入。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站位要高、谋略要

深、规划要远、目标要实的工作要求，胸怀“两个大局”，抓

好援藏契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认真思考各项工作在

管理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通过认真调

研弄清受援需求，通过加强对接提高工作精准性，通过加

大宣传引导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抓好

任务落实助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要把“三农”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好“十三对

关系”，发展壮大农牧民群众就近就便、不离乡不离土、

能干会干的产业，不断提升农牧区公共服务水平，切实

加强农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奋力开创建设西藏社会主义

现代化农村的新局面。

会议指出，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融

入新发展格局、提升效益为中心，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建立符合我区实际的质量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质量提升工

作的体制机制，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基础。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做好巡视“后半篇文

章”，对照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意见和区党委制定的整改

方案及各专项组工作方案，持之以恒地抓好整改任务的

落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以整改的实际成效

给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会议就做好近期各项工作提出要求，要狠抓既定维

稳部署，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守好“外防输入”这

条防线，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要继续抓好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要强

化安全生产意识，加强对道路、森林、文物等安全隐患排

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绝对安全；要坚持困难麻烦由政

府解决、把方便实惠送给群众，继续多为群众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事，让各族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第一版）

尼玛扎西说，“勤”是学习的基础，“严”是治学的

根本，治学之人不仅要刻苦钻研，同时还要有严谨、

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正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

和崇高的人格，使尼玛扎西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结出

了累累硕果，也赢得了同行的赞誉、学生的尊敬。他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标准创新贡

献一等奖、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何梁何

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等 10 余项重要科技奖励，

于 2014 年荣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入选国

家“万人计划”第一批领军人才。

荣誉并没有让尼玛扎西停止继续前进的脚步，

他说：“学习新知识、改进教学方法，永远在路上。”

潜心教育信息化建设

教育教学信息化是教育创新、学校发展的源头活

水。为了实现西藏大学办学信息化和现代化，1997

年，尼玛扎西带领团队克服技术队伍极其薄弱、技术经

验极其缺乏等一系列困难，成功组建 CERNET（中国

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拉萨核心节点，使之成为西藏第

一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机构，为西藏各级教育和

科研机构提供了网络接入和网络信息服务，保障了全

国高考西藏地区网上招录工作的顺利开展。

1999 年，尼玛扎西开始负责西藏大学五期校园

计算机网络和数字化校园、数字化教学系统等教育

教学信息化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运行管理，负责建

成了覆盖学校四个校区的西藏规模最大的信息网

络、多媒体教学系统和第一个 IPv6 园区网。如今，西

藏大学的网络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各种网上应用不

断丰富，为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化保障。

教育事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作为一线工作者，

尼玛扎西丝毫没有懈怠，他说：“我将继续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教改科研

和素质教育工作，在西藏大学这片田园里勤奋耕耘、

积极探索，为西藏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无私奉献育桃李 平凡岗位写春秋

（上接第一版）

西藏八宿的怒江大桥旁，一座孤独的老桥墩静

静矗立，往来车辆经过时，总会鸣笛致敬。据十八军

后人介绍，工兵 5 团一位战士修桥时过于疲惫，不慎

掉入了正在浇注的桥墩中，成了永恒的纪念碑。

桥 墩 对 岸 的 岩 壁 上 ，一 幅《排 长 跳 江 图》石 刻

画 清 晰 可 见 。 据 介 绍 ，当 年 十 八 军 162 团 一 个 排

在 怒 江 沟 炸 山 开 路 ，因 谷 狭 难 以 躲 避 炸 出 的 飞

石 ，待 完 成 炸 山 任 务 时 只 剩 下 排 长 一 人 ，其 余 全

部 牺 牲 。 排 长 悲 伤 不 已 ，纵 身 跳 入 奔 腾 的 怒 江 ，

追随战友而去。

雪山见证，这是两条用鲜血和生命铺筑的天路。

1954 年 12 月 25 日，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时建

成通车。穿越世界屋脊的两条公路，宛如洁白的哈

达，将雪域高原与内地紧紧连结在一起。全长 4360

公里的公路沿线，为筑路而牺牲的 3000 多名战士，化

为天路上永恒的丰碑。

几十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川藏、青藏公路的过程

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

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如今，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青藏铁路、沿线机

场，还有通乡的油路、通村的硬化路，构筑起便捷、高

效的进出藏立体交通网。

“以川藏、青藏公路等为交通纽带，西藏同祖国

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西藏大学教授图登克珠

说。 （据新华社拉萨电）

雪山下的纪念碑传颂“两路”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