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2506期 中国西藏新闻网网址：http://www.xzxw.com辛丑年 四月初一2021 年 5 月 今 日 八 版星期三日1212 国内统一刊号 CN54—0002 邮发代号 67—1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总结运

用打赢脱贫攻坚战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重

要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乡村

振兴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广阔舞台，现就向重点乡

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适应“三农”工作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健全常态化驻村工作机制，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坚强组织保

证和干部人才支持。

坚持有序衔接、平稳过渡，在严格落实脱贫地

区“四个不摘”要求基础上，合理调整选派范围，优

化驻村力量，拓展工作内容，逐步转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点乡村
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

本报拉萨 5月 11日讯（记者 蒋翠

莲）10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

党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吴英杰在拉

萨主持召开区党委国家安全委员会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中央国安委、国安办有关部署，

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

署下一步工作。

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洛桑江村，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齐扎拉，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

区政协党组书记庄严，区党委副书记严

金海，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凯和区党委常

委白玛旺堆、刘江、汪海洲出席。

吴英杰指出，我们一定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按照学懂弄通做实

的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结 合 起

来，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结合起来，与

学 习 贯 彻 总 书 记 关 于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及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确保学出忠诚、

学出信仰、学出担当、学出本领、学出

责任、学出干劲、学出廉洁。

吴英杰充分肯定了全区国家安全

工作成绩，分析了当前西藏国家安全

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他强调，全区

各级各部门要围绕构建与新发展格局

相 适 应 的 大 安 全 格 局 ，围 绕“ 四 件 大

事”“四个确保”，坚持系统思维，坚持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统筹推进国家安全重点任务落实

落地，持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

现代化建设，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

坚强保障。

一要坚决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

安。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

务，把政治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安全，以

防患于未然为原则做工作，以防止出大

事打基础做准备，以敢于担当落实责任

为标准看干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分

裂破坏活动，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二要切实抓好边境疫情防控。坚

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从最坏处打算、

向最好处争取，备好物资、强化管控、加

大宣传，扎扎实实做好外防输入各项工

作，切实将疫情阻击在国门之外。三要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领导权。加快

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依法加强媒体

管理，深化各项专项行动；要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中华文化始终是西

藏各民族的情感纽带、心灵归属，西藏

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

想深深扎根在各族群众心中；要在“管

脑子”上下更大功夫，教育引导信教群

众理性对待宗教、淡化宗教消极影响，

过好今生幸福生活；要做好凝聚人心工

作，让各族群众明白惠在何处、惠从何

来，坚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

念。四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深入贯彻总书记“四条标

准”和“五个有利于”要求，持续在“导”

上下功夫，加强寺庙管理深层次问题的

调查研究和风险防控，着力提高依法管

理宗教事务的能力和水平。五要持续

深入推进强边固防。 （下转第二版）

吴英杰在区党委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

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 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
着力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洛桑江村齐扎拉庄严严金海出席

本报拉萨 5 月 11 日讯（赵慧 记

者 裴聪）日前，记者从拉萨市相关部

门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结果，今年一季度拉萨市实现生产总

值 215.2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5% ，与

2019 年一季度相比，增长 18.8%，两年

平均增长 9.0%，主要指标呈现恢复性

快速增长，“十四五”经济总体实现稳

健开局。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居民收

入增长较快。调查显示，一季度，拉萨

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079 元，

同比增长 11.4%，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20.2%，两年平均增长 9.6%；农村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978 元 ，同 比 增 长

16.6%，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27.7%，两

年平均增长 13.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仍快于城镇居民。

农业生产有序推进，种植业形势

总体较好。一季度，拉萨市实现农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3.2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0%，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7.8%，两年

平均增长 3.8%。春耕春播进展顺利，

农资调运、储备及时充足，蔬菜及食用

菌长势良好，产量达到 2.77万吨。

工业生产增势良好，主要产品产

量持续增长。一季度，拉萨市规模以

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32.74 亿元，同比增

长 56.5%；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21.1%。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恢复，投资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一季度，拉萨市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4.6%，比 2019 年

一 季 度 增 长 16.6%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8.0%。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3.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23.0%，第三

产业投资增长 36.0%。

市场消费不断释放，网络零售保

持快速增长。一季度，拉萨市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8.97 亿元，同比增

长 29.2%，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3.7%，

两年平均增长 1.9%。其中，实现限额

以 上 零 售 额 26.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5.9%，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28.7%，两

年平均增长 13.4%。

一季度拉萨生产总值超215亿元
同比增长17.5%

本报拉萨 5月 11日讯（记者 楚武

干）11 日下午，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

会第 74 次主任会议召开。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洛桑江村

主持会议。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布顿

珠、维色、许雪光、其美仁增、尼玛次

仁、王峻、唐明英，秘书长刘光旭出席。

会 议 听 取 了 自 治 区 十 一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议 程 草 案 和 日

程 稿 安 排 意 见 的 汇 报 。 决 定 自 治 区

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5

月 下 旬 举 行 ，建 议 议 程 有 ：传 达 学 习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七 次 、二 十 八 次 会 议 精

神；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

议《关于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

项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

审议《西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西藏

自 治 区 实 施〈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种 子

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自

治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会 议 关 于 提 请

审议废止《西藏自治区预防职务犯罪

工 作 条 例》的 议 案 ；审 议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西 藏 自 治 区 本 级 2021 年 财

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审议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旅 游 法》和《西 藏 自 治

区 旅 游 条 例》实 施 情 况 的 报 告 ，关 于

检 查《西 藏 自 治 区 矿 产 资 源 管 理 条

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任免案等。

会 议 听 取 了 关 于 全 区 县 乡 人 大

换 届 选 举 工 作 进 展 情 况 的 汇 报 。 会

议要求，要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安

排部署下，坚持党对选举工作的全面

领 导 ，密 切 与 有 关 方 面 的 沟 通 配 合 ，

发 挥 好 自 治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的 指 导 作

用 ，确 保 我 区 县 乡 人 大 选 举 依 法 有

序、顺利圆满。

会议研究了关于《西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 2020 年全区生态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
洛桑江村主持

自 2015 年我区实施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工作以来，截至目前，

全区已建成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27 个、

乡级服务站 231 个、村级服务点 704

个，为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助力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提供了重要保障。

图为亚东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在根据客户订单配货。

本报记者 格桑吉美 摄

电子商务进农村

好货买卖不再难

昌都以“绣花”功夫补短板打基础谋长远，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藏 东 明 珠“ 小 康 答 卷 ”成 色 足
本报记者 万慧

从特色农牧产品到 AI智能翻译软件，从传承千年

的藏药到智能手表……2021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诸

多“藏字号”品牌亮相黄浦江畔，它们中既有散发着历

史光泽的“老牌子”，也有闪耀着时代光芒的“新招

牌”，备受商家和消费者关注的同时，更充分展示了

“地球第三极”的品牌魅力。

2012 年成立以来，西藏高原之宝牦牛乳业已经成

为国内牦牛乳生产的领军企业，年销售量达到 1 万吨，

不仅在西南多省区形成品牌影响力，还远销山东、广

东等华东、华南市场。

高原之宝拉萨基地总经理王浩告诉记者，为了讲

好牦牛奶品牌故事，公司长期致力于品牌知名度的打

造，通过引导内地高端客户到牧场认养牦牛、参观等

方式，促进汉藏交流、民族团结，实现养殖业、加工业、

旅游业三产联动，融合发展。

“ 去 年 我 们 邀 请 了 知 名 网 红 直 播 带 货 ，效 果 不

错。”王浩认为，不论传统推介模式，还是短视频、网络

直播等热门传播方式，只要能扩大影响力，企业都应

该积极尝试。“过段时间由我们独家赞助的《藏风美少

年》综艺节目也即将上线播出。”王浩表示，企业希望

在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的同时，能为西藏乡村振兴作

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说牦牛、青稞等传统高原特色农牧产品代表

着西藏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那么，依托 AI 智能和大

数据等搭建的藏汉翻译软件则代表着西藏品牌崛起

的另一种可能。

手指轻轻一划便可实现藏汉语音和文字互译，由西

藏高驰研发的“藏译通”APP连日来在中国品牌日活动上

引发众多参观者的兴趣。产品经理阿旺卓拉表示，“藏译

通”自 2019年 7月上线以来，下载量累计达到 117余万，

日活跃用户达 2万人，语音识别率目前达到 80%以上，不

仅方便了赴藏游客、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也为

基层干部宣讲政策、普法等提供了便利。（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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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昌都市夜景。

本报记者 万慧 摄

在昌都市卡若区卡若镇，从大山里

易地搬迁出来的卡若村村民住进了漂

亮的新房子，乡亲们在卡若镇开起了小

店、开上了运输车、闲暇时到市里打打

零工，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昌都市首届“双创”发展高峰论

坛上，两位返乡创业者分别获得创新

团队组和初创企业组一等奖，在与其

他 获 奖 者 共 同 分 享 26 万 元 奖 金 的 同

时 ，他 们 还 可 以 优 先 享 受 信 贷 资 金

扶 持 优 惠 政 策 ，全 民 创 业 的 热 情 被

点 燃 ；

在卡若区城关镇昌庆街社区居委

会，标有辖区网格分布图和各网格专

（兼）职人员姓名、电话等信息的网格化

管理公示栏十分醒目，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越来越强……

经 济 发 展 每 前 进 一 步 ，民 生 改 善

就跟进一步。近年来，昌都市委团结

带领 78 万藏东儿女，以“绣花”功夫补

短 板 、打 基 础 、谋 长 远 ，真 抓 实 干 、努

力奋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康庄

大道上阔步前行。

用行动作答——
“跳起摘桃”奔向小康

从古至今，小康一直是百姓的殷切

期盼。然而，3.46 万户 17.05 万人，贫困

发生率 24.95%，却是 2015年昌都市精准

识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时的真实数据。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昌都市广大干

部群众勠力同心、众志成城，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

之、我百之”的干劲，跳起来摘桃子，全

力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短短 4 年时间，昌都就为 78 万藏东

儿女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脱贫答

卷”——截至 2019 年底，全市累计减贫

3.84 万户 19.46 万人，贫困村退出 1127

个，11 县（区）全部实现脱贫摘帽，有史

以来第一次消除绝对贫困。

脱贫成果体现在一组组数据中：因

地制宜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852 个，带动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10.3 万人增收；完成

农村危房改造 1.68 万户，建成易地搬迁

安置点 268个，9.9万名群众喜迁新居；符

合条件的 83424 名群众全部纳入政策兜

底，20余万名群众吃上了“生态饭”……

全面小康，民生为先。昌都市瞄准

民生领域短板和弱项精准发力，持续实

施“十件实事”“十二项民生工程”和“十

大增收措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从 2014 年的 19256 元、6616 元增

加到 2020年的 35915元、13100元。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