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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曲 7月 20日电（记者 万

靖）为帮助未就业群众解决就业问

题，近日，巴青县政府、人社局、县永

惠劳务派遣公司联合举办了巴青县

2021年夏季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共有 15 家用工单位

参会，提供就业岗位 70 余个、工种 10

余类，主要涉及家政服务、酒店、餐

饮、旅游等行业；招聘会现场共设政

策宣传区、岗位洽谈区、就业创业服

务区、政策咨询区 4 个功能区，为有

意 愿 就 业 创 业 的 人 员 提 供 咨 询 服

务。

据悉，巴青县各级各部门积极筹

办此次招聘会，县人社局及时成立了

领导小组，县委宣传部通过各网络平

台提前发布公告，各乡镇负责人积极

协调组织农牧民劳动力、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参加应聘，全方位助力全县劳

动力转移就业。

巴青县举办 2021年夏季招聘会

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

合，厚植为民情怀，践行教育初心，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近日，常州西

藏民族中学“学史力行”优秀党员教师在拉萨开展学生家长教育咨询活动。

图为学生家长向常州西藏民族中学教师咨询办学情况、师资队伍等情况。

吴斌 本报记者 洛桑 次旺 摄

本报拉萨 7 月 20 日讯（记者 王

菲）19 日下午，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汪海洲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区党

委宣传部机关第二党支部专题组织

生活会，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大家一

起交流心得体会。

汪海洲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对

党员同志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表示肯定。他指出，开展好支部组织

生活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部机关党支部调整后，学习工作

“ 两 张 皮 ”的 问 题 得 到 解 决 ，基 层 战

斗堡垒作用有效发挥。

汪 海 洲 表 示 ，深 入 学 习 领 会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七 一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

是当前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首要政

治 任 务 ，要 深 刻 认 识 总 书 记“ 七 一 ”

重 要 讲 话 的 重 大 意 义 ，深 刻 领 会 我

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的

伟 大 历 史 成 就 ，深 刻 感 悟 伟 大 建 党

精 神 的 内 涵 深 意 ，深 刻 理 解 以 史 为

鉴 、开 创 未 来“ 九 个 必 须 ”的 目 标 任

务 ，积 极 响 应 总 书 记 向 全 体 党 员 发

出 的 强 烈 号 召 。 他 强 调 ，要 坚 定 理

想信念，不断增强历史自觉，从党史

学 习 中 汲 取 智 慧 和 力 量 ；要 进 一 步

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

扎 实 开 展“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活 动 ；

要 加 强 党 性 锻 炼 ，开 展 好“ 三 更 ”教

育，切实做到履职尽责；要强化创新

意识，善用网络新技术新应用，提升

制 度 化 、标 准 化 、规 范 化 、程 序 化 管

理水平；要不断加强学习，切实把学

习 成 果 转 化 为 开 启 新 征 程 、奋 进 新

时代的实际行动。

汪海洲在区党委宣传部机关第二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上强调

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拉萨 7 月 20 日讯（薛静 毛

婧 记者 唐启胜）近期，拉萨市委全力

推进巡察工作，制定《拉萨市选派优

秀年轻干部、新提拔干部到巡察岗位

锻炼实施办法（试行）》，搭建巡察岗

位 平 台 ，培 养 锻 炼 党 的 优 秀 年 轻 干

部、新提拔干部，充分发挥巡察岗位

熔炉作用，为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据悉，拉萨市委根据巡察工作规

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由市委巡察办提

出选派干部需求，市委组织部结合全

市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对选派干部严

格审核把关。巡察中，对表现优秀的

选派干部，拉萨市委巡察办协商市委

组织部同意后，可连续参加两轮巡察

工作，但不得超过半年；对政治表现、

业务能力、资格条件不符合巡察工作

要求或无法胜任巡察工作任务的，随

时调换。

此外，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结

合选派干部综合表现，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送组织人事部门存入干部人事档

案。各派出单位将选派干部在巡察工

作中的表现作为确定本人年度考核等

次的重要参考，对表现优秀的在评先

评优、表彰奖励时予以优先考虑；对敷

衍塞责、玩忽职守的追责问责，涉嫌违

规违纪甚至违法的，由市委巡察办提

交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提出处

理意见，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有

关单位或部门严肃处理。

拉萨

建 立 巡 察 干 部 选 拔 机 制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党的惠民政策支持下，西藏粮食产量于 2015 年突破百万吨大关，

连续 6年稳定在 100万吨以上，高原大地处处呈现出农业丰收、生活富足、农民喜悦的景象。

7 月 19 日，山南市乃东区颇章乡格拉村 3 组村民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望果节。节日的氛围与丰收的喜悦激荡在一起，让传统节日焕发出时代的光彩。

图为村民们在农田里行进，欢度望果节。 本报记者 洛桑 摄

丰收 节日

（上接第一版）

实施能源替代工程。水能、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供电覆盖 21 个乡镇、51 个行

政村（居）、2.84 万人。仅 10 兆瓦光伏发

电项目，就替代燃煤 3960 吨标煤，减排

二氧化碳 7411 吨，减排二氧化硫 33.66

吨，减排氮氧化物 29.3吨。

持续整治人居环境。扎实推进“厕

所革命”，户用厕所增至 13518 座，公共

厕所增至 425 座。建成运行普兰县霍尔

乡、噶尔县昆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项目，累计清理垃圾 42684吨。

打好“碧水”保卫战。“双总河湖长

制”覆盖 7县 37个乡镇河湖，累计清理河

湖垃圾 373 处 329 吨。创建了饮用水源

地“一源一档”管理台账和风险名录，城

镇集中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打响“净土”保卫战。建成投运地区

废机油规范化暂存点，2020年共转移处置

废机油 97吨。狮泉河镇污水处理厂运行

稳定正常，6县及普兰县巴嘎乡（塔尔钦）

国际旅游特色小城镇污水处理厂和污水

收集管网已经建成，污水处理率达80%。

阿里，已成为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最

好的地区之一。

坚持科学“筑绿”，昔日“沙
城”变绿洲

说起阿里国土绿化行动，最值得大书

特书的，是旷日持久的“绿色争夺战”。

“ 在 阿 里 ，种 活 一 棵 树 十 分 不 容

易。没有一股‘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

我百之’的干劲，是干不成的。”阿里地

委书记朱中奎说。

早在 2005 年，阿里地区就专门从陕

西省聘请了林业专家，进行草木种植技

术指导。

1989年，阿里地委、行署将治理狮泉

河镇风沙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94年，阿

里地区正式启动狮泉河盆地生物防沙治

沙工程。

作为阿里城市绿化的主要实施单位，

从2016年开始，噶尔县多次邀请全国知名

林业专家和技术员来阿里实地考察，对造

林地块、面积、树种、造林密度、栽植管理

进行系统科学设计规划。为了确保草木

引种的适应性，他们还派出技术人员到青

海祁连县、门源回族自治县、甘肃张掖市

以及陕北和内蒙古等地考察，拜访林业专

家和育林大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试种，除

了本地的班公柳、红柳、沙棘，青海杨、新

疆杨、毛头柳、国槐，还有紫花苜蓿等草

木，也先后在阿里高原“安家落户”。

试种的成功，极大激发了干部群众

植树造林的热情。狮泉河滨河路、象雄

广场、星空广场、康乐新居、贡桑林卡、

马泉公园绿化带，如雨后春笋般“冒”了

出来，上有树木、下有花草，乔木、地被、

鲜花，相映成趣。随着狮泉河盆地生物

防沙治沙工程的持续推进，累计完成工

程 造 林 5.3 万 亩 ，植 树 885 万 株 ，种 草

6100 亩。绿色，对于狮泉河人来说，已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世外桃源”。

阿里地委、行署顺势而为，在总结狮泉

河镇绿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区重点

打造、道路扩带增量、单位广泛增绿、园区

提档升级、乡镇连片覆盖、村居园林穿插”

的插绿扩绿增绿思路，着力推进重要流

域、重点区域、重要公路、城镇周边和农村

“四旁”植树种草，积极引导有条件的群众

在房前屋后植树种草、在屋内养花养草。

“阿里高寒缺氧、干旱少雨，砂石多、

土质差，常年风沙不断，绿化难度大、成

本高，栽一棵树比养一个孩子还难。”说

起阿里绿化的艰辛，地区生态环境局干

部陈在德深有感触。为此，阿里地区坚

持“三分造林、七分管理”的理念，在高标

准栽植草木的同时，严格管护措施，细化

管护责任，加大管护力度，总结摸索出

“注营养液、裹纱棉被、绑支撑架、涂伤痕

剂、建防护罩、施生根粉、覆塑料膜、打蒸

腾剂”八大防护经验，在全地区推广。

为了实现“栽种一片、成活一片、绿

化一片”的目标，阿里地区“不惜血本”。

仅狮泉河城市绿化，就筹集资金 7000 余

万元，栽种红柳、班公柳、青海杨、新疆

杨、毛头柳、国槐 31.17 万株，花草 10.87

万平方米。2020 年，全地区绿化投资更

是达到 1.56亿元。

在狮泉河绿化景观带，记者看到，每

一株树都有树木防护罩保护着，每一片草

地也都采取了覆膜防冻保护措施。回填

肥土、施农家肥、搭遮阳网……“十八般手

段”，样样齐全。果如狮泉河人所说：“像

养孩子一般，把树种好，把草养好。”

今天的噶尔，不仅狮泉河镇街道两旁

树木成行，周边的昆莎乡、门士乡、扎西岗

乡、左左乡也都是处处见树、片片成林。

统计数据表明，截至目前，阿里地区

累计完成重点区域造林 1.76万亩，高原生

态安全屏障防护林建设 46.93万亩，有条

件的地方，全部实现消除“无树户、无树

村、无树单位”目标。

噶尔县狮泉河镇康乐新居易地扶贫

搬迁点，过去曾是一片戈壁，经过五年改

造，如今已是草木连片、绿意盎然，成为一

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幸福的小康村。

“ 一 泓 碧 水 ，两 岸 绿 色 ，十 里 美

景”。漫步狮泉河两岸，但见河岸杨柳

依依，河水波光粼粼，一池春水，留下婆

娑倒影。“河变湖，树成林”，让这条过去

连麻雀都不肯光顾的著名大河，成了棕

头 鸥 等 水 鸟 游 弋 嬉 戏 、流 连 忘 返 的 天

堂，让人仿佛置身江南水乡。

这是狮泉河从未有过的“绿色奇迹”。

胸怀百姓福祉，换得人与
自然共徘徊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持续良好，主要污

染物约束性指标和资源消耗水平控制在

国家、自治区核定范围内；空气质量优良

率达到 97%以上，主要河湖水质均达到或

优于Ⅲ类标准，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全部达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

好——这是今日阿里的真实境况。

数字最有说服力——经过多年努力，

狮泉河镇无霜期从 1994年的 83天延长到

现在的 170天，降水量从 1994年年均 76.5

毫米增加到现在的135.3毫米，阿里地区7

县县城空气优良天数也达到了99%以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

是金山银山。植树造林改变了阿里恶劣

的生态环境，而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人们带

来了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为阿里经济社

会发展和百姓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月 的 阿 里 高 原 ，春 意 渐 浓 。 冈

仁 波 齐 山 下 ，游 人 如 织 ，噶 尔 县 生 态

产业园区，绿菜满畦、瓜果飘香，新鲜

的蔬 菜 正 在 上 市 。

燕尾山下，昔日的戈壁滩不毛之地，

有新城拔地而起，一座座藏式白色小楼

绿树掩映，远处雪山皑皑，近处绿意盎

然，仿佛“海市蜃楼”。

“今天的阿里，不仅经济稳步发展、

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且拥有碧

水蓝天净土、动物植物多样，大部分山

川仍处于原生状态。”罗布旺拉说。

“把生态建成产业、把产业做成生

态，造福阿里百姓！”阿里地委、行署初

衷不改，“生态林业构筑绿色屏障、绿色

林业壮大特色产业、人文林业弘扬生态

文明”的主线越来越清晰，以构建和维

护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核心，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进民生福祉为

目标，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为载

体，以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主线的

国土绿化行动路子越走越宽。

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自建设运行

以来，大力发展蔬菜种植、花卉栽培、畜牧

养殖等特色产业，不断丰盈百姓“菜篮

子”、促进农牧民增收、推动农牧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产业园大胆引进西瓜、甜

瓜，种植蔬菜 50多种、花卉 30多种，并成

功试种了油桃、葡萄等经济效益高的水

果，走出一条绿色高效、特色鲜明、优势明

显、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特色产业路子。

狮泉河镇加木村不失时机地建起了

饲草种植示范基地和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开发了红柳滩休闲度假村，组织发动群众

种植4000亩紫花苜宿等优质牧草，大力发

展蔬菜产业，不仅有效解决了奶牛养殖饲

草料困难，同时打造出了加木牧家乐旅游

品牌。加木村还动员全村党员群众退牧

还草 4000 余亩，建设了 15 平方公里的红

柳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旅游区，每年为全村

带来12万余元的集体经济收益。

地处索麦和噶尔两村的昆莎产业园，

是一个集饲草林果种植、奶牛肉羊养殖、

饲料加工储备于一体的现代农牧科技产

业园。目前，园内种植的紫花苜蓿、枸杞、

豌豆、披肩草等，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不仅如此，阿里地区还利用当地土

壤碱性重、昼夜温差大、适合枸杞生长

的特性，在昆莎、生态产业园、加木、索

麦和那木如投资建设了 800 亩的高原

枸杞示范园，以期通过以点带面、辐射

推广，推动噶尔县乃至全地区特色农牧

基地和生态环境建设，达到改善人居环

境、促进农牧民增收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

生态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和财富。阿里各

族干部群众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

谱写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阿里篇章。”展望未来，阿里地委书记朱

中奎信心满满。

本报拉萨7月 20日讯（记者 李梅英 袁海霞 郑璐）

上半年，在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区电子商务

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据欧特欧咨询数据显

示，2021 年 1 至 6 月，我区网络零售额达 74.2 亿元，同比

增长 66.2%，在全国排名第 28。其中，拉萨市、山南市、

那曲市位居我区网络零售额前三甲，零售额占比分别

为 87.4%、3.6%、2.9%。

据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底，我区网商总数共

计 38790 家，电商带动就业人数 16.24 万人，电商经营主

体的壮大，为带动我区就业增添了新动力。

得益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的深入推进，我区农村电

商发展成效显著。目前，全区已建成村级服务点 799

个，累计培训人员 7.4 万余人次，累计服务原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4.4 万人，帮扶原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销售农特

产品 954.6 万元。通过开设“西藏特产馆”“西藏扶贫

馆”“西藏特色馆”，上架农特产品 465 款，实现销售额

1754 万元。大力帮扶我区优质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申

请“三品一标”认证。

总体上看，上半年，全区实物商品实现网络零售额

60.4 亿元，占全部网络零售额比重为 81.4%，同比增长

54.2%，实物网络零售占据主导。其中，食品酒水在实

物行业中排名第一，网络零售额为 24.5 亿元，零售额占

比 40.5%；医药保健、家用电器紧随其后，分别实现网络

零售额 10.1 亿元、8.3 亿元。非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为

13.8 亿元，同比增长 152.3%。其中，在线餐饮、在线旅

游、生活服务排名前三。

上半年，我区农产品实现网络零售额 7.6 亿元，农

产品线上交易规模扩大。其中，传统滋补、休闲食品、

粮油调味排名前三，零售额占比分别为 84.3%、13.1%、

1.8%。从重点商品来看，冬虫夏草、灵芝/孢子粉、肉干

肉脯产品热销。

自治区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现阶段，自治区

正在逐步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转向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持续发力、功不可没，

商 务 厅 依 托 电 子 商 务 进 农 村 综 合 示 范 整 区 推 进 项

目，大力拓宽农特产品营销渠道，以新业态新模式促

进我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农村消

费双提升，为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贡献力

量。

上半年我区电子商务发展表现强韧
网络零售额超74亿元

本报拉萨 7月 21日讯（记者 郑

璐 袁海霞）近日，中国音乐学院师生

走 进 拉 萨 市 第 二 中 等 职 业 技 术 学

校，开展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助推西

藏自治区公益事业发展活动。

此次活动包括民族乐器及教材

捐赠、中国声乐公益讲座和专题民

族音乐交流会，是今年文化和旅游

部科技教育司启动实施的“民族地

区 社 会 艺 术 水 平 考 级 公 益 行 动 计

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以艺术

考级活动为平台为民族地区引入更

多更好的高层次艺术教育资源，为

民族地区的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

机会。

中国音乐学院 30 余名师生在第

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剧场举行了以

“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为主题的音

乐会。师生们以器乐演奏、男女生

独唱、合唱等形式，生动演绎了《北

京有个金太阳》《再唱山歌给党听》

等曲目。

中 国 音 乐 学 院 在 拉 萨 开 展 公 益 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