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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陈林）近期，日喀则市税务局按照党史

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要求，聚焦“春雨润苗”

专项行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将党建引领作用渗透到

倾力为小微企业办实事中。

“惠苗”，精准政策推送。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税收，聚焦“税

费政策进万家”，联合日喀则市工商联和企业党组织，开展了系

列政策宣讲活动。按照“一户式”管理服务机制要求，成立“雪

域护苗队”“党员先锋突击队”，推动宣传辅导由“漫灌式”变为

“滴灌式”，实施政策宣传精准推送。

“助苗”，优化税费服务。聚焦“税费服务优体验”，招募“雪

域小微税费服务体验师”20 余名，设置办税服务厅体验区 20 个，

创新性地打造“特约学税空间”“微税厅”服务场所，解决特殊群

体需求及偏远地区办税路程远、时间长等办税“痛点”。目前，

已推送办税提醒 864 条、风险提示 137 条，日喀则市 1895 户小型

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免 392.15万元。

“护苗”，助力企业发展。聚焦“助力企业促发展”，积极构

建“点线面结合、中长期兼顾”的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模式。召开

联席座谈会 6 次，及时响应企业诉求 98 户次。深入“专精特新”

企业摸实情送政策 2次。围绕强边大事组织 10个边境税务机关

开展“税法入村惠边民”活动 20 余场，通过“银税互动”，为小微

企业发放贷款 27笔 1453万元。

自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以来，日喀则

市把河湖管理保护纳入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内容，作为加快生态珠峰、幸福珠

峰战略建设重要内容。

经过近五年的探索和实践，日喀则

市河湖长制体系全面形成，河湖面貌和

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河湖治理能力显

著增强，河湖治理体系不断优化，形成

了具有日喀则特色的治理经验，让河湖

逐步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人民群

众 的 幸 福 感 、获 得 感 和 安 全 感 不 断 增

强。

构建高位推动体系

每天，桑珠孜区吉培社区 57 岁的尼

玛潘多都会沿着社区的河段巡护。作

为年楚河吉培社区段的副河长，像这样

定期对河段环境卫生进行巡护，尼玛潘

多已经坚持了 4年。

当发现河里有垃圾且形成污染时，

尼 玛 潘 多 都 会 向 河 长 办 公 室 汇 报 ，派

“国策护河队”及时进行清理。

为全面治理和保护年楚河流域生

态，桑珠孜区于 2017 年 7 月 1 日开始成

立年楚河“国策护河队”，定期对河段水

域环境卫生进行清理。

河湖长制推行以来，日喀则市全面

建立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河湖长制

体系，2018 年 6 月前，日喀则市全面建立

河长制，同年 12月前，全面建立湖长制。

针 对 雅 江 跨 县 区 多 、不 便 管 理 情

况，日喀则市还将雅江市级河长调整为

上游、中游、下游市级河长。构建完成

河湖长制助理服务机制，为各级河湖长

配备助理单位，由相应成员单位一名同

志担任河湖长助理，并及时新增或调整

河湖长制成员单位。

各级河湖长均由党政领导挂帅担

任，协调整合各方力量，实行联防联控

联治，很大程度上打破部门、地区各自

为政的局限，为河湖管理保护提供了坚

强制度保障，有效破解了河湖监管主体和责任模糊的瓶颈约

束。

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市级河湖长巡河湖 173 人次；县级河湖

长巡河湖 2868人次；乡级河湖长巡河湖 32969人次。

全力推进问题整改

河湖长制推行以来，日喀则市坚决反对环保整改中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敢于动真碰硬，严防严处弄虚造假，确保整改

成效。

——先后 7 次以水利工程质量检查验收、百名水利干部下

基层、脱贫攻坚“回头看”等工作为契机，将河湖长制工作纳入

其中，检查、指导日喀则市 18县区河湖长制工作。

——连续三年先后组织 18 家河湖长制成员单位，深入实地

对日喀则市河湖长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督导检查验收，将督导

考核结果文件下发至各县区人民政府，通报督导考核排名情

况、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

——先于自治区出台了《日喀则市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

现了河道采砂有法可依，印发《关于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日喀则市 8 个县区、13 个点位的重点河段、敏感水域

采砂规划全部编制完成。

几年来，日喀则市坚决整治河湖“四乱”，共发现问题 96 个，

完成整改 96个，实现了“四乱”问题动态清零。

营造全民护水氛围

近年来，日喀则市大力宣传河湖长制工作中的新思路、新

举措、新进展、新成效，不断增强公众对河湖保护的责任意识和

参与意识，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湖、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为推动

全市河湖长制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以民族团结日、安全生产日等为契机开展河湖长制宣传

100 余次，竖立河湖长制公示牌 1803 块。河长办制作完成价值

约 60余万的河湖长制宣传物品，制作 6条河湖长制宣传标题、时

长约 10分钟的专题宣传片、时长约 3分钟的动漫宣传片，在市区

6块 LED 显示屏、日喀则市电视台播放。

对 619 块市级河湖长制公示牌幕布重新进行了制作、更新、

粘贴，委托各县区水利局进行了粘贴，并给予了粘贴经费补贴，

确定了 5 个高炮牌的竖立位置，完成了高炮广告牌的竖立、竣工

验收工作，核对了 619 块市级河湖长制公示牌的藏语翻译工作，

完成了公示牌的竖立、竣工验收等工作。

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其中市河长办联合桑珠孜区、

谢通门县河长办，组织河湖长制公益性宣传活动进社区、进农

村、进校园，在桑珠孜区、谢通门县开展，活动结束后，被“环球

公益在线”“公益在线”“志愿者在线”三家网站刊登，累计阅读

量达 1800多万次。

雪域高原上的“山东答卷”
——山东第九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强党建促援建纪实

本报记者 陈林 本报通讯员 吴长远

建行日喀则分行

推 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做 细 做 实

西藏，地球第三极。

这里气压低、氧气薄，高原反应如影随

形……

然而，就是在这恶劣的环境下，山东第

九批援藏干部人才却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交

出了一份精彩的“山东答卷”：累计投入援

藏资金 11.3 亿元，实施项目 184 个，连续两

年资金到位率、项目完工率均达 100%；连续

两年在全国援藏工作考核中被确定为突出

等次。

是什么支撑起了这份“答卷”？山东第

九批援藏干部人才领队、日喀则市委副书

记、常务副市长马金栋认为：“坚持把党建引

领作为推进援藏工作的‘主引擎’，围绕援建

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援建，推动党建援建深

度融合、相互促进，凝聚起了干事创业的强

大合力。”

强化政治引领——
筑牢“精神家园”

日喀则市昂仁县平均海拔 4500米以上，

是山东 5个对口支援县中海拔最高的县。

4 月初，在昂仁县执行对口支援任务的

淄博援藏医疗队员李捷突发高原肺水肿，幸

好发现及时，经过紧张抢救，李捷侥幸捡回

一条命。李捷康复后，不少同志建议他回内

地休养，可他却坚持返回了昂仁，他说：“要

干的事太多了！”

7 月上旬，随队赴阿里出差的青岛援藏

人才王建亮突感腹部疼痛，他没太当回事，

靠吃药一路坚持回到日喀则，等到桑珠孜区

人民医院就诊后，他才得知得的是急性阑尾

炎，情况十分危急。医院为王建亮做了手

术，腹部留下一道十多公分长的刀口。领导

和队友们都嘱咐王建亮要好好休息，可他哪

里闲得住，手术第二天，他就请同事把笔记

本电脑带到病房。

聂拉木县距离日喀则市区将近 500 公

里，是 318国道的终点，从县城到日喀则市区

一个往返需要两天时间、翻越 6 个海拔 5000

米以上山口，但负责项目的烟台援藏干部于

超却已在 318 国道上累计行程 6 万余公里，

有时平均两三天就要跑一趟……

“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

境界更高”在山东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身上

得以体现，这主要得益于山东第九批援藏干

部中心管理组党委的政治引领。

进藏后，该党委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抓手，组织全体援藏干部人

才深入学习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开展

“进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什么”大

讨论，组织干部人才赴阿里狮泉河烈士陵园

凭吊李狄三、孔繁森等革命先烈，引领大家

牢牢把握“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

事 ，大 力 弘 扬“ 老 西 藏 精 神 ”和“ 孔 繁 森 精

神”，扎根雪域，建功边疆。

发扬优良作风——
筑起“雪域丰碑”

“山东援藏干部真干实干创新干，助力

脱贫攻坚，助力民生改善，助力边防巩固，自

治区党委给予充分肯定，市委对第九批援藏

工作是满意的！”自治区副主席、日喀则市委

书记张延清对山东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赞

不绝口。

山东第九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把群

众需要摆在援藏工作的首位，持续转变工作

作风。

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

白朗蔬菜形成了“一园三区 34 基地”的产业

发展布局，建成了西藏首个国家级蔬菜标准

化种植示范区、首个出口蔬菜备案基地，蔬

菜产业为当地脱贫攻坚提供了强有力的产

业支撑，“全国蔬菜看寿光，西藏蔬菜看白

朗”的名片越来越响亮。

坚持“干就干成精品、做就做到一流”，

集中力量办大事，投资 2亿元建设齐鲁高中，

是山东援藏史上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建成

后日喀则市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将提高 13 个

百分点；筹集社会资金 2200 万元，为桑珠孜

区建设了 28所乡村标准化幼儿园，实现村居

全覆盖，率先在西藏实现适龄儿童入园率

100%。

坚持“把困难和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

和实惠留给群众”，大力推动“藏品入鲁”，先

后在济南、青岛等地举办各类展会 7次，依托

大型商超设立了 9 个产品销售专区，实现销

售收入 3000 多万元，拉动了产业发展，增加

了群众收入。

注重党建创新——
打造“战斗堡垒”

2020 年 12 月 24 日，由山东第九批援藏

干部中心管理组引进、水发集团投资 4.5 亿

元兴建的西藏最大综合能源项目——日喀

则市 50 兆瓦光伏储能示范项目成功并网发

电，可实现年发电量 1 亿度，税收 500 万元。

该项目从洽谈到并网发电，仅用半年时间。

谈及山东援藏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加速

度，山东援藏干部、招商组团负责人杨焕起

说：“中心管理组注重党建创新，打破既有分

工，组建若干组团，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集中攻关、集成突破，确保援藏项目建

一个、成一个。”

两年来，招商引资组团先后引进项目 40

个，协议资金 28 亿元，落地项目 16 个，到位

资金 14亿元。

除招商组团外，教育、医疗、农业等组团

也成绩斐然。教育组团探索出一条“组团式

援助、全链条帮扶、集团化办学”的新路子，

“齐鲁教育”品牌在日喀则家喻户晓。

医疗组团除抓好组团和结对帮扶外，积

极组织开展齐鲁医疗高原行活动，累计救治

先 心 病 患 儿 、小 儿 斜 视 、精 神 疾 病 等 患 者

1300 余名，救治数量居全国 17 个援藏省市

之首，被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生动实践”。

农业组团发起“对标寿光·高原果蔬产

业提升行动”，带动南木林、昂仁等周边 10余

县区发展蔬菜产业，推动日喀则果蔬产业向

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被中组部

纳入“小组团”序列。

不仅如此，山东第九批援藏干部中心管

理组还将党建触角向受援地延伸，为日喀则

市援建了覆盖全市基层党组织、连通全市广

大党员的珠峰党建信息化平台，与山东灯塔

党建在线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有效推动了日

喀则市党建工作模式创新，为党建工作赋予

了“新动能”。

扎紧制度篱笆——
锻造“援藏铁军”

“出市请假审批、每晚十一点前就寝报

告……同志们都说，管得很严！”山东援藏干

部王军深有感触地说。

山东第九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党委

进藏不久就提出了“12345”的工作思路，明

确提出要打造政治、业务、作风、廉洁、身体

“五个过硬团队”，围绕党的建设、议事决策、

人员管理、项目管理等 10 个方面作出了 24

项制度规范，建立了“一周一次集体学习和

工作例会、一月一次工作调度、一个季度一

次廉政教育、一年一次述职点评”的“四个

一”工作保障机制。

注重加强审计监督，选拔专业人才加

入援藏队伍，对三公经费、项目资金进行全

过程审计，从源头上防止和杜绝违纪违规

现象的发生，确保每笔公用经费支出一清

二白、每个援建项目建成“廉洁工程”“阳光

工程”。

党建援建深度融合，结下累累硕果。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进藏以来，山东第九批援藏

干部中心管理组先后被授予西藏自治区脱

贫攻坚、先进基层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等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和日喀则市民族团结进

步等多个市级先进集体荣誉称号，5 市援藏

干部管理组也多次立功受奖，28 名援藏干部

人才受到市级以上表彰。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陈林 通讯员 韩明江）自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建行日喀则分行牢牢把握“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的要求，坚持理论武装先行，以特色活动为

载体，以群众满意为导向，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

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建行日喀则分行党委与派驻日喀

则分行纪检组高度重视，响应号召，精心谋划部署，第一时间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专门成立“日喀则分行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相继印发《建行日喀则分行党史学习教育

工作方案》《“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清单》《建行日喀则分行

党委调研工作计划》，迅速全面铺开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严格标准，狠抓落实。为进一步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具体

目标制定了《党史学习教育具体工作清单》，《清单》面向党委

和各党支部两个群体对党史学习教育各方面工作进行了详

细梳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实际推进程度，坚持每两周召开

一次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总结经验、查找不足，

尽力做到抓实抓细，确保党史学习教育重点突出、方向明确、

推进有序。

深化学习，凝聚力量。截至目前，建行日喀则分行党委

和派驻日喀则分行纪检组已开展党委中心组学习 6 期，党工

团各级组织开展专题学习 9 次，专题培训 2 日、专题读书班 2

次、专题研讨及座谈会 5 次、主题党日 24 次、“三会一课”学习

36次、邀请“全国劳动模范”雷燕同志莅临建行日喀则分行开

展“我与劳模面对面”交流会 1 次、党史专题微党课竞赛 1 次、

班子成员宣讲 3 次、参观红色基地 1 次、组织红歌传唱 2 次、

祭扫英烈活动 1次，合计参与约 1750人次。

着眼调研，落脚实事。建行日喀则分行对内开展调研工

作合计 15 次，提出解决问题措施方法 11 个、已解决问题 7

个，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完成 10 项；对外成立“张富清金融服

务队”，加强对普惠金融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实体经济的政

策宣导力度，积极投入抗疫工作。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累

计 发 放 小 微 企 业 及 个 体 工 商 户 信 用 快 贷 1495 笔 ，金 额

77837.75 万元，累计发放抵押快贷 91 笔，金额 18418 万元；投

放“云义贷”抗疫专享贷款 7 笔，累放金额 1055 万元，对 47 家

企业进行贷款延期 60余笔，延期金额 3287.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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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市税务局

倾力为小微企业办实事

助力移风易俗

涵育文明乡风

近日，谢通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党员先锋、理论宣讲等 17 支志愿服务队集中时间点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困难，与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

办实事”和文明城市创建相结合，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

上图：谢通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相关知识。

左图：谢通门县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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