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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玛不错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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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孜县

开展“我爱我家”主题志愿服务

谢通门，藏语意为“一见则喜”。“十三

五”以来，谢通门县准确把握县情特征和时

代要求，充分挖掘潜能，强优势、补弱项，奋

发作为、积极进取，充分构建和发挥政治生

态优势、党的建设优势、社会稳定优势、交通

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优势、财政收入优势、人

力资源优势、农业基础优势以及群众基础优

势，在各项工作中取得新突破，让“一见则

喜”之地成为“百业兴旺”之城。

一 项 项 亮 眼 数 据 ，展 示 新 成 效 ：2020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5.85 亿元，是

2015 年的 1.5 倍，年均增长 11.2%；农牧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220 元，是 2015 年的

1.5倍，年均增长 11.3%。

一 件 件 发 展 成 就 ，擦 亮 新 名 片 ：珠 峰

“一见则喜”生物科技示范园区建成投产，

“一见则喜”品牌知名度不断提高；谢雄生

态文化旅游节成为讲述谢通门故事、传播

谢通门声音、展示谢通门形象的新窗口；纳

如松多铅锌矿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获

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一个个目标愿景，勾勒新蓝图：系统谋

划、高位推动创建全国文明县城工作；大力

开展生态文明示范申报创建；塑造“温泉养

生”主题旅游形象，支持发展藏医药健康旅

游，积极申报西藏自治区康养旅游示范基

地；进一步完善“企业+园区+合作社+农

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培育龙头企业，规范

提升专合组织；加快建设“众创空间”电商

平台，积极与各大电商对接……

以人民为中心
铸就发展高质量

近年来，谢通门县坚持新发展理念，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 主 线 ，以 处 理 好“ 十

三对关系”为工作方法，着力解决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改善民生、凝聚

人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

人民，经济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两不愁三保

障”全面达标，规划建成 18 个产业扶贫项

目，带动贫困人口 4671 人。1803 户易地搬

迁户搬入新居，95 个贫困村全部摘帽，累

计实现 3355 户 13848 人脱贫，历史性消除

绝对贫困，书写了脱贫攻坚壮丽史诗。

发展动能加速聚集。坚持走适度集中

的发展道路，园区、基地的集聚、转化、支撑

作用日趋明显。组建 362 家合作社，入社

成员 8049 户 37917 人，2020 年分红资金达

1193.36 万元，产业布局更加优化，群众实

现了不离乡、不离土、就近就便依靠产业增

收。稳步推动农牧区产业革命，青稞实现

增产增收，达那答乡诺培青稞奶茶、荣玛乡

黑青稞等走出了一条农产品深加工之路，

有效增加了青稞作物的附加价值。牛羊畜

牧业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粗放向集

约转型，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藏刀、藏装、

皮具、卡垫、陶器、藏式家具等手工业繁荣

发展，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传承。

就 业 创 业 成 绩 喜 人 。 县 乡 村 三 级 劳

务输出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保姆式”就

业 服 务 ，累 计 培 训 4438 名农牧民群众，实

现就业 3210 人。组建 97 个劳务输出合作

社，劳务输出专业化、组织化、技能化水平

大幅提升，累计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 9.59

万人次，创收 2.61 亿元。扎实开展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率达到 98%以上，学生和家长就业观念逐

渐改变，就业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大力鼓

励 大 学 生 自 主 创 业 ，28 名 大 学 生 返 乡 创

业，累计为自主创业大学生兑现鼓励资金

193.8 万元。

对 口 支 援 硕 果 累 累 。 深 入 推 动 对 口

支援工作，黑龙江省第六、七批援藏工作

队累计投入 8271 万元、中信银行累计投入

2000 万元，实施了一批文化、教育、医疗、

产业、扶贫等民生项目。

树立文明新风
彰显文化软实力

“ 十 三 五 ”期 间 ，谢 通 门 县 坚 持 既 要

“管肚子”、更要“管脑子”，让物质文明建

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深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文铸魂、以

文化人、以文兴业。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 深 入 实

施《谢通门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规划

暨实施方案》，全面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团结教

育融入群众生产生活、贯穿国民教育和社

会教育全过程，持续做好宣传阐释、思想

引领、实践养成、文明感染等结合文章，巩

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

群众活动丰富多彩。“四讲四爱”群众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和 农 牧 民 运 动 会 、产 业 大

赛、“五比”竞赛、道德模范评比、时代楷模

学习等群众性活动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

活，摒弃陈规陋习、崇尚文明新风的氛围

越 来 越 浓 厚 ，广 大 群 众 淡 化 宗 教 消 极 影

响、过好幸福今生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文 化 事 业 蓬 勃 发 展 。 谢 雄 生 态 文 化

旅 游 节 成 功 举 办 。 全 县 95 个 农 家 书 屋 、

20 个寺庙书屋和 19 个乡镇文化站全面免

费 开 放 。 组 建 行 政 村 文 艺 演 出 队 95 支 ，

吸收队员 1634 人，县民间艺术团、村文艺

演出队累计开展演出 1018 场次。村村通

广播电视覆盖率达 100%。成功申报 10 个

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全面从严治党
筑牢政治压舱石

五年以来，谢通门县坚持党对一切工

作 的 领 导 ，坚 持 党 要 管 党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全 面 贯 彻 落 实 新 时 代 党 的 建 设 总 要

求 和 组 织 路 线 ，党 的 领 导 核 心 地 位 不 断

巩 固 ，确 保 了 党 始 终 总 揽 全 局 、协 调 各

方 ，营 造 了 谢 通 门 良 好 的 政 治 生 态 ，为

推 动 各 项 事 业 提 供 了 坚 强 政 治 保 证 。

党 的 政 治 建 设 全 面 加 强 。 坚 持 不 懈

用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武 装 头 脑 、指 导 实 践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思 想 上 更 加 统 一 、政 治 上 更 加 团 结 、行

动 上 更 加 一 致 。 建 立“ 遇 事 不 糊 涂 、关

键 时 刻 起 作 用 ”政 治 清 单 ，基 层 组 织 政

治 建 设 全 面 加 强 。 持 续 巩 固“ 三 严 三

实 ”“ 两 学 一 做 ”“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

等 党 内 教 育 成 效 ，抓 实 抓 严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信 仰 信 念 更 加 坚 定 。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走 深 走 实 。 深 入 推 进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和 反 腐 败 斗 争 ，“ 四 风 ”问

题 及 时 遏 制 ，反 腐 败 斗 争 压 倒 性 胜 利 持

续 巩 固 ，向 全 社 会 释 放 了 管 党 治 党 持 续

从 严 、越 来 越 严 的 强 烈 信 号 。

基 层 堡 垒 坚 强 有 力 。 牢 固 树 立 大 抓

基 层 、大 抓 支 部 的 鲜 明 导 向 ，建 立“ 遇 事

不 糊 涂 、关 键 时 刻 起 作 用 ”政 治 清 单 ，基

层 组 织 政 治 建 设 全 面 加 强 ，党 支 部 标 准

化 规 范 化 建 设 成 效 显 著 ，村 级 组 织 活 动

场 所 成 为“ 村 干 部 之 家 ”“ 党 员 之 家 ”“ 群

众 之 家 ”。 基 层 组 织 体 系 更 加 严 密 ，村

级 群 团 等 各 类 组 织 实 现 全 覆 盖 。 党 建

引 领 脱 贫 攻 坚 、乡 村 振 兴 效 果 明 显 ，集

体 经 济“ 空 壳 村 ”全 部 清 零 ，群 众 收 入 节

节 攀 升 。

谢 通 门 县 将 高 举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伟 大 旗 帜 ，坚 定 不 移

贯 彻 新 时 代 党 的 治 藏 方 略 ，大 力 弘 扬

“ 老 西 藏 精 神 ”和“ 两 路 ”精 神 ，全 力 推 进

长 治 久 安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确 保 到 2025

年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主 要 指 标 接 近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农 牧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或

接 近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综 合 实 力 更 加 雄

厚 、改 革 开 放 更 加 深 入 、社 会 文 明 更 加

进 步 、生 态 环 境 更 加 优 美 、人 民 生 活 更

加 幸 福 、治 理 效 能 更 加 彰 显 、党 的 建 设

开 辟 新 境 界 。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珠 汪纯）今年以来，中国人

民银行西藏日喀则市中心支行深入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

目标要求，积极贯彻落实稳企业保就业工作部署，紧扣人民

银行年度工作任务，加强“窗口指导”力度，创新推出系列举

措，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成效显著。

信贷投放实体经济从快。人行日喀则市中支制定《日

喀则市 2021 年度信贷工作指导意见》，开展信贷服务“早春

行”活动，为全年信贷服务工作起好步、开好局；创新开展

“三个一百”行动，即“百场金融政策宣讲”“百家网点帮百

企”“百项首贷培植”行动，信贷支持更加精准有效；建立《日

喀则市政银长效合作机制》，主动探索金融系统与政府部门

在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等多层面的信

息互通与合作，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全市金融机

构各项贷款余额连续七个月增势强劲，7 月末，全市贷款余

额达 307.82 亿元，较年初增加 30.29 亿元，增长 10.92%；较去

年同期增加 44.14亿元，增长 16.74%。

信贷支持小微企业从准。探索企业融资需求清单式对

接，按照“主办行”“结对行”模式主动对接、上门服务、跟踪

帮扶；持续推出“惠工贷”“惠农贷”“雪域惠农 e贷”“青稞贷”

等特色产品，继续推广“云税贷”“纳税 e贷”等纯信用贷款产

品；引导各金融机构认真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

还本付息政策工具，确保“应延尽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缓

解中小微企业还本付息资金压力。7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59.98亿元,同比增长 18.69%；“双创”贷款余

额 5.46 亿元，同比增长 170.30%；为 105 户小微企业办理延期

还本付息 115笔，金额 1.99亿元。

信贷扶持涉农经济从细。出台《日喀则市金融支持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实施方案》，

启动“星星计划”支持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把专合组织作为

金融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协同政府部门举办支持

专合组织融资专项对接会，面向 18 个县区 440 多家合作社

代表宣传金融支持专合组织政策，组织全市 5家银行机构与

10 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现场签订授信合同，累计落实信贷

资金 1800 多万元；举办首届专合组织应收账款和动产融资

统一登记培训班，成功办理全区首笔农牧民合作社应收账

款融资。7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达 148.04 亿

元，较年初增长 7.12%,同比增长 10.05%。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汪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进一步提升城乡文明形象，营造大庆

良好氛围，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团

日喀则市委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团江孜县委、江孜县青年志愿者

协会积极动员全县各级团组织、青年志愿服务队开展“我爱我

家”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400 余名青年干部、青年志愿者以清扫家园、美化环

境、环保宣传、文明倡导等各种形式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在

全县营造了良好氛围，有力号召引导更多的青年加入志愿服务

的行列。

据悉，下一步，团江孜县委、江孜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将按照

江孜县委“名城振兴工程”的总体要求，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结合有利时间节点，继续创设新颖丰富的活动形式，团结引领全

县广大青年志愿者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江孜作出新的贡献。

近期，萨迦县打破传统教学的模

式，创新探索线上培训新模式，采取

现场直播+线上推送的方式，面向全

县 108 个行政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专干和自

治区基层农牧民宣讲员，开设为期三

天的线上“微讲堂”培训班，使学习培

训工作摆脱了空间、时间、场地、距离

的限制。

“微讲堂”培训班设置了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基层党

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层宣讲工作技巧与方法、《自治区

农牧民宣讲员管理办法》解读等内容

课件，确保基层工作者先学一步、学

深一步，精准把握宣讲内容。

图为萨迦县木拉乡基层工作者

通过手机参与线上“微讲堂”培训班

学习。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汪纯）今年以

来，桑珠孜区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促

进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增加农牧民收

入、助力乡村振兴、践行为民办实事的

重要抓手，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在狠抓

落实上出实招，在推进发展中下实功，

多点发力，全力促进农牧民转移就业工

作。2021 年以来，该区实现农牧民转移

就业 2.9 万人、实现收入 3.79 亿元，区外

转移就业人数 305 人，实现组织化转移

就业 20629 人。

坚持“三级联动”，压实工作责任。

桑珠孜区成立区、乡、村三级劳务输出

领 导 小 组 ，统 筹 推 进 全 区 转 移 就 业 工

作。实行转移就业“每日通报”制度，及

时跟踪掌握全区转移就业情况，并将其

纳入年度考核指标，层层传导压力，压

紧压实责任。

发 挥“ 两 个 优 势 ”，提 升 组 织 化 输

出。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坚持市场化

运营，该区目前拥有 2 家劳务派遣公司、

76 个劳务合作社、176 个劳务经纪人，

2021 年以来，区、乡、村三级劳动输出合

作社和劳务派遣公司组织实现劳动力

转移就业 3823 人。发挥城市中心区位

优势，积极协调对接拉日高速、光伏园

区、经开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扶贫产

业、移动公司、珠峰投资公司、边雄乡甲

根村生态田园等工程项目，实现组织化

转移就业 4125 人，创收 2186 万元，让群

众就近就便、不离乡不离土实现就业。

落实“三项补贴”，建立激励机制。

落实就业创业补贴、求职创业补贴、一

次性路费补贴等，用政府扶持政策引导

和鼓励劳务派遣机构主动跑市场、找岗

位，群众主动转移就业。2021 年以来，

桑珠孜区人社局共向劳务派遣机构兑

现组织化转移就业补贴 41.55 万元，831 名农牧民群众从中受惠。

把握“五个精准”，提升服务水平。精准采集，实行信息系统

化管理，精准采集群众就业意愿、务工方向、工资收入、技能水平

等基础数据信息；通过多种渠道，掌握市场用工需求，精准采集就

业岗位信息，并通过微信、公示栏、招聘会等形式进行岗位推荐。

精准宣传，对 12 个乡（街道）新任主要领导、人社经办人员、176 个

新任村干部进行人社政策培训，通过“以点带面”扩大政策宣传范

围，依托基层力量精准开展政策宣传和就业动员，2021 年以来，

共开展政策宣传 4 场次，惠及 3220 余人次。精准培训，坚持因人

施训、因岗施训，2021 年以来，组织开展了厨师、汽车维修、电工、

创 业 等 培 训 1077 人 ，其 中 结 业 1063 人 、就 业 914 人 ，就 业 率 达

86%，通过培训，农牧民月平均增收 1500—3000 元；同时，每年开

展一次农牧民劳动技能大赛，激发劳动者学技术、练本领、比技能

的热情，2021 年有 142 名选手参赛，设立了 15 个比赛项目。精准

服务，抓好就业跟踪服务工作，提供劳动维权法律咨询和畅通投

诉渠道，让群众安心就业、稳定增收。精准兜底，目前桑珠孜区共

有 387个公益性岗位，重点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汪纯）近日，康马县召开玛不错遗址考

古发掘工作专题座谈会。

据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

所相关专家介绍，玛不错遗址位于康马县境内，海拔 4400 多米，

距今有 4000 多年的历史，是目前已知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文化

遗址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

有别于目前已知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其他文化遗存，初步认定是

一种全新的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类型，具有独特的历史

价值、现实价值，受到学术界持续关注和国内主流媒体广泛报

道，引起了较大反响。

座谈会上，康马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重要贺信精神，加

强沟通和服务保障工作力度，为考古队在康马提供良好工作生

活条件，确保有力服务科考事业，保障玛不错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顺利推进；充分把握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历史机

遇，加强同考古队的交流学习，细致了解和全面挖掘玛不错遗址

蕴含的巨大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借助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力量，统筹发展和保护，积极谋划细化开发路

径和建设体系，扎实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开展、

积极有效推进玛不错遗址文化陈列馆和博物馆建设，打造康马

独特文化旅游名片，同时贯通开发周边特色民俗文化资源和独

特自然景观，进一步激活县域旅游资源潜力、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

人行日喀则市中支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成效显著

线上“微讲堂”

学习“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