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2689期 中国西藏新闻网网址：http://www.xzxw.com辛丑年 十月初七2021 年 11 月 今 日 八 版星期四日1111 国内统一刊号 CN54—0002 邮发代号 67—1

走进乡村看小康

二版 高原要闻

新华社北京11月 10日电 中共中央将于 11月 12日上午 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将对新闻发布会进行直播。

中共中央将于 12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新华社北京11月 1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0 日宣布：应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 月 12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

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并于 11日以预录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康卓乡卓麦村，江孜县最年轻的行政村，从 2020 年

3月 15日正式挂牌成立到现在，不过一年半时间。

新村新气象，新居新生活。走进卓麦，满目皆景：

硬化道路通村达户，田间地头绿意盎然，藏式新居错落

有致，休闲广场设施齐备……一股小康新村的浓浓气

息扑面而来。

卓麦村 118 户 535 名村民，分别来自江孜县的 11

个乡镇，自 2016 年开始，陆续集中搬迁到此。搬迁前，

他们大多居住在“偏、远、散”地区，都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

为了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包括江

孜县委、县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部门，始终把易地搬迁

安置点配套建设和后续发展各项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外出务工增加收入，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经济……短短

几年时间，卓麦村实现了从易地扶贫搬迁到脱贫摘帽再

到实现全面小康的华丽“蝶变”。

“基层组织强起来，人居环境美起来，文化生活亮

起来，群众收入涨起来……”采访中，村委会主任国杰

打油诗般的语言引起在场群众的哄堂大笑，也道出了

卓麦村的脱贫之道。

和谐和美奔小康

搬得出，还得稳得住；能脱贫，还要能致富。

出人意料的是，康卓乡在卓麦村烧的第一把“火”，

不是发展生产，而是通过加强党建，进一步丰富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卓麦村村民过去分散居住在偏远深度

贫困地区，条件艰苦，交通闭塞，观念落后。我们首先

要做的，是让他们高高兴兴地搬进新村，住进新房子，

增强融入感，教育引导村民团结和睦，共同建设幸福家

园。”国杰说。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卓麦村“两委”着力构建

党建引领坚强有力、自治形式有效多样、法治理念深入

人心、德治教育春风化雨、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的基层治

理新格局，结合“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等，定规矩、改陋习、立良俗、扶正气，激活自

治、彰显法治、浸润德治。村里成立了文艺演出队、体

育活动队、电影放映队，建起了幼儿园，不断丰富搬迁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乡风文明为易地扶贫搬迁村

的长远健康发展注入动力。

秉承“搬迁到哪里，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的理念，卓

麦村“两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推进搬迁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持续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着力探

索后续管理服务工作，同时完善休闲广场、卫生室、幼

儿园、文化墙、宣传栏、路灯等公共设施，大力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切实帮助搬迁群众迅速融入新环境，乐享新

生活。

罗杰和扎西多布杰父子过去是纳如乡恰巴村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2018 年搬迁到卓麦村，在村“两委”的

教育引导下，他们立志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扎

西多布杰过去曾在家具厂当过学徒，他贷款在拉萨建

起了家具加工厂。短短几年时间，扎西多布杰就从贫

困户变成全村的致富带头人。扎西多布杰致富不忘乡

亲，每当回到村里，他就挨家挨户为乡亲们免费打制家

具。去年春节回家过年那段时间，扎西多布杰花了近

万元，为普琼、曲达、桑珠、次仁旺久 4 户家境困难的村

民做家具，一干就是 20多天。

“我和扎西多布杰商量过了，尽快在江孜县开一家

家具加工分厂，帮助更多乡亲就业增收。”50 岁的罗杰

说。

如今的卓麦村，每个村民心里都充满了对美好生

活的期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村民们的精神之

钙、思想支柱、行为准则，大家都在比谁家更爱党爱国，

谁家更勤劳致富，谁家更孝老爱亲，谁家更和睦相处，

谁家更无私奉献……

产业兴旺日子美

龙马乡的巴桑，是当地出了名的靠捡废品为生的

“破烂王”。搬迁到卓麦村后，她依旧四处捡破烂。去

年，江孜县人社局组织劳动力去亚东务工，任凭工作人

员说破了嘴，巴桑就是不报名。最后，村里与她约定，

先到亚东去看看，不满意随时可以回来。到了亚东，巴

桑被安排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帮厨，包吃包住，一天还有

240 元工资，这一干就是半年，巴桑也不提回家的事

了。工程完工后，县里还奖励了她 8000 元。“这可比捡

破烂收入高得多。”尝到甜头的巴桑如今三天两头往村

委会跑，打听县里、乡里有没有组织群众外出务工。有

时，她还会主动到附近的建筑工地上打点零工。

“富口袋”更要“富脑袋”，易地扶贫搬迁不仅仅是

“下山”与“上楼”的简单转换，而是生活方式、生产方

式、思想观念的根本改变，更是从“住上好房子”到“过

上好日子”的进一步提升。 （下转第三版）

强组织、美环境、兴文化、稳就业、增收入—

新 村 里 面 新 事 多
本报记者 陈林 廖嘉兴 扎西白玛 杨军录

昌都市左贡县田妥镇德达村位于玉曲河畔，318

国道横穿全村。

今年 71 岁的洛措老人家的客厅里悬挂着“光荣之

家”木质牌匾，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块布满岁月痕迹的木质牌匾尺寸长约 80 厘米，

高约 40 厘米，上面镌刻着“光荣之家”四个大字，牌匾

正面涂有色漆加以装饰。

说起这块牌匾的来历，洛措老人告诉记者，这是

上世纪 70 年代，上级部门颁给自己因公牺牲的父亲嘎

久，褒奖他为解放军当向导所作的贡献。

洛措老人的女儿告诉记者，母亲早前跟子女们说

过，她的童年家里一贫如洗，饱受农奴主的压榨，长期

挣扎在温饱线上。直到 70 年前，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

改革在万里高原蓬勃开展。翻身农奴分得了牛羊和

土地，开始了新生活。

沐 浴 着 党 的 好 政 策 ，如 今 ，洛 措 老 人 家 生 活 富

足 。 她 家 是 两 层 楼 房 ，房 子 宽 敞 明 亮 、装 饰 简 约 大

气。老人平日里在家负责打理家务，两个女儿对老人

也非常孝顺。因为房子沿街，她家在临街的一面开了

个小商铺，每年能增加不少收入。

“是共产党让我们过上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

一家人都为我父亲曾经为解放军当向导而骄傲，我们

要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洛措老人说。

和德达村一样位于玉曲河畔的列达村，有一座精

致的陈列馆，馆里琳琅满目的展品，仿佛倾诉着藏东

人民对共产党的无比感恩之情。

陈列馆内，一面手工缝制的国旗格外醒目。这面

1962 年由 9 名村民手工缝制的国旗是陈列馆的镇馆

之宝。“这面国旗代表着我们列达村所有村民对党、

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列达村原党支部书记土登加永

说。

和这面国旗一起展出的，还有 500 多件展品。一

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一组组数据，让人仿佛置身那

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党的干部带领群众艰苦奋

斗、发展生产，列达村多次被评为先进村、“红旗村”。

改革开放时期，是党的干部继续带领群众包产到

户、发展生产、从事多种经营，全村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进入 21 世纪，农牧民安居工程的全面实施，列达

村里家家户户盖起两层楼房，实行人畜分开，村里的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我们要告诉后人，列达村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到

今天的衣食无忧，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好政

策。”谈及成立陈列馆的初衷，土登加永如是说。

（下转第三版）

左
贡
县
群
众
铭
记
党
恩
共
奋
进

—

永
远
跟
党
走

建
设
好
家
乡

本
报
记
者

丹
增
平
措

达
次

桑
邓
旺
姆

王
晓
莉

周
婷
婷

近年来，日喀则市亚东县不断

壮大特色经济，大力发展以亚东木

耳为主的林下产业，开展亚东木耳

人工培育和销售，推动亚东木耳人

工种植规模化、产业化，在延伸生

态有机农牧产业链条的同时，有效

促进了农户增收。

图为当地农民在木耳种植基

地栽种木耳。

本报记者 白娟 张斌 格桑吉美 摄

“黑珍珠”

拓富路

从 走 过 12 年 的“ 双 11”

看 我 国 消 费 市 场 蓬 勃 生 机
四版 时政新闻

一 场 场 生 动 深 刻 的 党 史 宣 讲 、一

次 次 触 动 心 灵 的 学 习 研 讨 ，一 件 件 解

民忧聚民心的民生实事……这是山南

市琼结县推进内容、形式、方法创新，

增 强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针 对 性 、实 效 性

的 生 动 缩 影 。 无 论 在 机 关 、企 业 、社

区、学校、医院，还是在农家院落、高原

牧 场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正 如 春 风 细 雨 般

滋润着这片大地。

党 史 如 明灯，照亮前行之路；党史

如清泉，洗涤心灵之尘；党史如号角，激

发奋进之力。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琼结县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悟思想

为根本，以办实事为重点，以开新局为

目标，努力在难点上突破、在重点上发

力、在亮点上出彩，把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实际行

动，呈现出学习教育扎实、宣传氛围渐

浓、自觉践行有效的良好局面。

高位推动 掀起学习贯彻热潮

2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犹如出

征号令，拉开党史学习教育大幕。总书

记有号令，中央有部署，琼结有行动。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琼结县委一方面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

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通知》要求，将党史学习教育

作为贯穿全年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及

时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从严从实抓好全

县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组 织 实 施 ；另 一 方

面，学习教育走前列，研究制订党史学

习教育工作方案，对党史学习教育学习

内容、进度安排、方法措施等作出详细

安排，进一步压实职责任务、明晰工作

流程、规范运行程序，形成自上而下、层

层推进的工作机制。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琼结县委领导

班子切实履行“牵好头”“带好头”双重

职责，在学习方法上注重“三结合”，坚

持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交流研讨和现

场教育、领导带头和全员参与相结合，

采取中心组学习、举办专题读书班等形

式分层级集中学习，以上率下，树标立

杆，为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出

示范，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创新形式 推进学习走深做实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琼结县

注重创新方式方法，因地制宜、因人施

策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

的学习活动，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坚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

际学。

琼结县主要领导以普通党员身份

参加专题组织会，以“头雁”效应激发

“雁群活力”；采取“理论学习+现场学

习+研讨感悟”方式，开展专题学习研

讨；县委健全述学、考学、巡学等促学机

制，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举办专题读书班和专题培训，引导党员

干部深学深读、精学精研，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向纵深推进。 （下转第三版）

党 员 受 教 育 群 众 得 实 惠
——琼结县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走笔

本报记者 扎巴旺青 胡荣国 段敏 杨小娟 朱楠

本报拉萨 11月 10 日讯（央金卓

玛）近日，记者从拉萨市 2021年精简办

事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量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今年，拉萨市政务服务平台

正式上线运行，目前注册用户超过 38.8

万人（户）。截至目前，共梳理公布拉

萨市本级“最多跑一次”事项 465项，全

流程网办事项 300项。

针对困扰企业和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拉萨市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

局深入开展简政放权减证便民专项行

动，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开展深入沟通

协作，完成市级政府部门 864个事项的

调整，其中取消 110 项、下放 515 项、部

门间划转 239项，是推行权责清单制度

以来下放事项最多的一次。取消市本

级无法律依据“证明材料”247项，全市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承诺时限压缩 60%

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办事平均申报材

料精简至 3.06 个，政务服务事项办理

的平均跑动次数减少到 0.6次。同时，

积极推行“帮您办”，为企业和群众提

供“一对一、保姆式”服务，帮办代办全

程跟进，协助对接多个部门，为企业及

群众提供“一对一、全方位、保姆式”帮

办代办服务，切实提升了企业和群众

办事体验感。

依托拉萨市政务服务平台，拉萨

市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一方面努力

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实现高频事

项的线上全流程办理，增设优化主题

版块，对接自治区平台“用户中心”，提

供企业注册、不动产登记、住房公积金

贷款、异地就业备案等 57个“一件事一

次办”主题集成服务。另一方面，依托

拉萨市政务服务平台和拉萨市数据共

享交换平台，推动完成拉萨市政务服

务平台与 7家单位 8个系统对接，有效

推进了“多网”向“一网”转变，使用拉

萨市政务平台的市级单位达到 9 家。

同时，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不断

向基层延伸，在线服务“乡村通”覆盖

范围持续扩大，实现全市县（区）、乡镇

（街道）、村（居）全覆盖。

拉萨政务服务办事流程更精简

“最多跑一次”事项达 465项

用 心 浇 灌 民 族 团 结 长 盛 之 花
—昌都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综述


