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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预防

科学应对

在国家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的今天，电商已经成为

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青年带着

热情投入到电商创业浪潮中，体会自己做“老板”的感

觉，桑姆就是其中一位。

今年 24 岁的桑姆，是日喀则市拉孜县热萨乡查卧

村人，2020 年 7 月从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毕业之后，就留

在拉萨开启自己的创业生涯。

“毕业前，其实我在达孜区一家建筑公司当过一

个月的财务助理。当时，我感觉很辛苦、很吃力，因为

我大学所学专业是建筑工程技术。更重要的是，这样

的生活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所以毕业之后没有考公务

员，也没有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选择自

己创业。”桑姆说。

近年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坚持将“双创”摆在各

项事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为各类群体创业提供有

利条件、搭建宽广舞台、搭建创业项目展示交流和资

源对接平台，以创业带动就业。

2020 年 9 月，桑姆参加了创业师资培训，并且拿到

了证书，对创业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堆龙德庆区创

新创业中心开办了西藏上古福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设计的文创产品通过

微信、摆摊等形式销售，销量较高。

除了研发和销售公司的产品外，4 月初至今，桑姆

还在运营堆龙德庆区创新创业中心开设的账号“最拉

萨”，自己出镜拍摄有趣的生活小妙招短视频，该账号

在抖音和西瓜视频、今日头条等平台上运营。

“之所以拍摄有趣的视频，就是想要通过自媒体

将好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人，同时传递正

能量，将生活的小常识通过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同

时宣传我们的文创产品。”桑姆说。

对于未来，桑姆有很多期待，她说：“我想要继续

提高自己的能力，然后带动更多的大学生也加入我

们，传播西藏的文化、人文和自然风光。我觉得大学

毕业后不用非得去考公务员，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趁着

年轻都应该去尝试。”桑姆笑着说。

本报拉萨讯（记者 黄志武）近日，拉萨经开区德吉康萨社区

“健康小屋”的医生入户到群众家里开展随诊活动，为居民群众提

供上门医疗服务。

据了解，为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近就医，提高德吉康萨

社区的基层医疗水平，拉萨经开区管委会从 2020 年起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设立德吉康萨社区“健康小屋”，为社区居民群众提

供专业的医疗健康服务。

截至目前，德吉康萨社区“健康小屋”共开展 12 次医生坐诊服

务、4 次专题健康科普讲座、2 次入户随诊。德吉康萨社区“健康小

屋”自助体检设备至今累计提供 800 余人次的日常健康检测，建立

起 700余份居民健康档案。

德吉康萨社区“健康小屋”负责人益西卓玛说：“我们经开区德

吉康萨社区的‘健康小屋’在我区算是首创，立足于‘未病先防、既病

防变、防治结合’的健康理念，为社区居民群众提供坐诊和上门等全

面的健康服务，提高群众的健康生活意识，切实实现群众‘在基层首

诊，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分级诊疗就诊新模式。”

本报拉萨讯（记者 拉巴桑姆）为贯彻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好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八廓街道丹杰林社区

组织社区党员，联合自治区发改委开展助

残日走访慰问残疾人活动暨党史学习教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活动中，

党员们走访慰问了丹杰林社区一位残障

人士并送去 2000元慰问金。

记 者 了 解 到 ，这 位 残 障 人 士 名 叫 洛

桑，是该社区一名低保户，更是社区的重

点帮扶对象。他身患残疾、爱人没有工

作、孩子还在上大学，一家人只能依靠低

保金艰难维持生活。近期，洛桑还患上了

严重的疾病，由于腿脚不便，他不愿意去

医院接受治疗。为此，该社区多次与自治

区藏医院沟通协调，为洛桑提供上门诊疗

服务。

在洛桑家中，参加活动的党员们询问

其身体状况及日常生活情况等，并鼓励他

进一步树立生活信心，努力让生活越过越

好。“真的非常感谢社区，考虑到我身体的

情况，还专门让医生上门来给我看病，这

些都是因为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也是我们

社区干部真正为民办实事的体现，我相信

在他们的帮助下，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

好，我也会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洛

桑告诉记者。

“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医生建议我们带他到医院做全

面检查，到时候，自治区藏医院会为他开通‘绿色通道’。待检查

结果出来后，社区将根据病情开展针对性的帮扶活动，让他感受

到‘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福利。”丹杰林

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边巴次仁告诉记者。

据悉，通过此次活动，让辖区居民尤其是残障人士感受到了

来自社会的关心关怀，坚定了他们热爱生活、自信自立自强的信

念，进一步营造了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为社区的和谐稳定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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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

大力推动藏面品牌建设

织密“防汛网”筑牢“防汛堤”
—拉萨市扎实开展汛前检查工作
本报记者 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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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前些日子常下雨，但我们一点也

不担心河水涨高，这些日子总能看到相关

单位的施工人员在对河边区段堤防实施加

固，确保今年雨季能够安全度汛。”达孜区

居民普珍说。

为 全 面 做 好 2021 年 水 旱 灾 害 防 御 工

作，近日，由拉萨市水利局相关科室组成的

汛前检查小组对拉萨市 8县（区）及 4个功能

园区的水库，2 座大型水库，16 座中小型水

库，3 座水闸，13 处堤防，4 处重点山洪沟，安

全度汛、山洪灾害防御、水利工程设施水毁

修复、水文测报以及防汛责任落实、各类方

案预案修订和演练、防汛物资储备管理等

工作进行了检查。采取了提前部署，提前

预防，严阵以待，筑起了一道道安全度汛的

铜墙铁壁。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入汛前，为确

保拉萨市各水库安全度汛，拉萨市加强了

水库、水电站运行管理，严格执行已批复的

调度运行方案，提前安排水库预泄，留足防

洪库容，严禁擅自抬高水位。要求全市 16

座中小型水库在汛期空库运行，确保水库

运行安全。继续加大旁多、直孔水库与下

游 1#—6#闸的联合调度工作，强化与沿线

县（区）及各涉河工程管理单位间的协调联

动，确保防汛调度上下步调一致，迅速有

效。

同时，拉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高度重

视水库安全度汛工作，通过汛前集中动员、

培 训 学 习 、预 案 演 练 等 多 方 式 督 促 各 县

（区）对各辖区内的水库管理员传达自治区

水利厅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水库管理

的相关要求，并要求各县（区）在日常工作

中要加强对水库巡查，要求在汛前提前腾

出库容应对不定期强降雨。

只有在“防”字上做文章、在“备”字上

下功夫，不断加强督促落实，才能确保防洪

重点部位安全。拉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加

大了防汛抗灾薄弱环节和重点区域的防范

工作，加强对城市周边比西沟、娘热沟、夺

底沟、次角林沟、察古沟等重要沟系的安全

防范工作，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城区安全度

汛。组织专项工作组，逐一对拉萨河沿线

1#闸、5#闸、7段护岸、藏热大桥、滨河路、纪

念碑大桥拓宽改造等重点涉河工程施工现

场进行防汛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下发整改

通知书，并要求按时按量完成各项整改工

作，确保达到施工期防汛标准的要求和各

项工程的施工安全。

山洪灾害是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

主要灾种，为切实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

安 全 ，拉 萨 市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部 要 求 各 县

（区）在汛前及时对山洪沟进行隐患排查，

及时对淤积较严重的沟系进行疏浚清淤，

确保山沟畅通，同时发挥山洪灾害系统作

用，及时做到预警预报。在 2021 年汛前投

入 109 万余元，对县（区）部分山洪灾害系统

进行更新改造。投入 120 万元，对尼木、城

关区和达孜区 3 个县（区）的山洪灾害设备

进行全面维修养护。目前，全市监测站点

在线 247 座，在线率 77.1%，待以上 2 个相关

项目实施完成后，拉萨市的监测站点上线

率基本能达到 90%以上。

据了解，为确保拉萨河城区段堤防安

全 度 汛 ，拉 萨 市 投 入 920 万 余 元 ，对 拉 萨

河达孜桑竹林、城关区洛康萨、柳东大桥

上游等 6 段（7 处）险情险段的 2.52 公里堤

防正在进行除险加固，目前约完成 50%左

右工程量，确保在 5 月 30 日前全部完成。

同时，对拉萨河城区段河道淤积较大的洛

康萨段进行约 28 万立方米余万方的疏浚

清 淤 ，确 保 汛 期 河 道 行 洪 畅 通 。 并 筹 措

620 万余元资金，对达孜区城区防洪堤、当

雄县格达乡中心小学段尼布曲应急抢险

工程等县（区）存在的重要险工段进行了

水毁工程修复，确保汛前险情及时进行处

理。

在防汛抗灾硬仗中，物资保障尤显重

要。为保证全市度汛安全，拉萨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积极做好物资储备工作，按照“分

级储备、分级管理”的原则，根据拉萨市水

利局 2021 年防汛物资储备项目，在 2020 年

500 万元防汛物资储备基础上，补充储备了

200 万元的编织袋、铅丝笼、防冲墩、吨袋等

主要防汛物资，并根据各县（区）2020 年汛

期受灾情况，向县（区）提前调拨了 56.7万元

的防汛物资，确保防汛物资急用时随时能

“拿得出、调得动、用得上”。

本报拉萨讯（记者 黄志武）为切实解决藏面行业发展瓶颈及

短板，进一步发挥地方特色餐饮独特优势，促进拉萨市藏面行业

高质量发展，彰显传统饮食文化独特魅力，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

安排部署，近日，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拉萨市藏面高质量

发展调研会。全市 8家大型甜茶、藏面连锁店负责人参加会议。

据介绍，通过前期对全市 99家甜茶馆开展现场调研，旨在创新

发展，成立行业协会，完善行业标准体系，以藏面品牌建设为抓手，

着力将藏面培育成全市对外开放的重要名片和特色优势支柱产

业。逐步实现统一企业品牌、统一品牌标识、统一店堂布局、统一原

料采购、统一物料配送、统一信息管理、统一操作流程的“七个统

一”，推广 3至 5个知名品牌成为拉萨旅游新“名片”及消费热点。

扎西：

勤 劳 撑 起 幸 福 小 家
本报记者 黄志武

今年 37 岁的扎西出生于拉萨市曲水县茶巴

朗村，由于父母早逝，扎西虽有“户”却无“房”，

年 少 的 他 来 到 拉 萨 打 工 ，过 着 居 无 定 所 的 日

子。终于在 2018 年，扎西享受到了国家易地扶

贫搬迁政策，在拉萨分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新

房，并且成了“有房有户”的新拉萨人，获得了一

份“稳稳的幸福”。

在柳梧东桥头，招牌名为“扎托凉粉店”是

扎西和妻子穷吉目前正在经营的小店。小店面

积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平日里扎

西和妻子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经营小店

上，通过诚信经营，他们的小店一直以来都是周

边群众和社区居民常来光顾的地方。扎西告诉

记者，在经营凉粉店之前，自己还打过一些小零

工，也干了十年的保安。为了增加家庭收入，

2011 年租下这间商品房自己开起了凉粉店，一

开就是十年。工作日是小店最忙碌的时候，每

个月平均有 5600 元的收入，在搬迁之前这笔收

入只能刚刚满足家庭生活开支。

记者采访当天恰逢周六，来吃凉粉的顾客

比较少，扎西便早早关了门，热情邀请记者去他

家里坐坐。扎西的新家位于柳梧新区康乐小

区，与小店的车程只需 15 分钟左右，扎西每天骑

着电动车载着妻子和孩子往返其间。进入康乐

小区，一条条平整的小区道路、一栋栋修葺一新

的楼房、整齐停放的汽车，还有新建的塑胶人行

步道。特别是家家户户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

旗，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这里就是

柳梧新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共有曲水

县各乡镇、昌都“三岩”片区搬迁群众 334 户 1211

人。

来到扎西家，一进门就看到两盆高大的绿

植，客厅被收拾得整整齐齐，橙红色的传统藏

式沙发、藏式桌柜配合着精致的雕刻图案，显

得厚重大气，阳台上也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花

草草，让家里充满了生气。扎西告诉记者，以

前一直在外租房，生活不安定，现如今靠着好

政策住进了大房子，生活过得是越来越有盼头

了。

“在党的好政策下，我们住进了这么宽敞的

房子，现在，我除了努力经营好小店生意外，在

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扎西说。

学驾照、学厨师，这两年来，夫妻俩积极参

与各项培训活动拓展技能，脚踏实地地创造属

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扎西还是康乐小区二组组

长，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尽心尽力地帮助

组 员 解 决 生 活 、就 业 等 困 难 以 及 调 解 邻 里 矛

盾。他用实际行动影响着身边的人向上、向善、

向好。

“扎西是我们组的组长，平时生活上对我们

帮助很大，他也是我们的致富带头人，希望我们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让未来更好。”柳梧新区

康乐小区居民欧珠玉珍说。

“自力更生、勤劳致富”，这八个字是扎西和

妻子努力开创新生活的信念，对于未来，他充满

信心，他告诉记者，自己将继续努力，辛勤耕耘

更幸福的生活，不负党的好政策！

汛前多一分准备，汛期就多

一分安全。自 4 月份以来，拉萨

市水利局提早闻“汛”而动，提前

部署，提前预防，科学应对，对市

内所有堤坝进行除险加固，集中

调配管理防汛物资，并修订应急

预案，全面做好拉萨市防汛准备

工作。

图 为 城 关 区 桑 珠 林 段 已 完

成加固的堤防。

本报记者 央金 摄

为大力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文化环境，近日，墨竹

工卡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文化执法大队、教体局、县中学开展了以

“护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抵制有害出版物和信息”为主题的“护

苗 2021·绿书签行动”进校园宣传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